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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反政府示威未有緩和跡象，特區政府昨

傍晚把外遊警示級別，由紅色提升至最高的黑

色。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現時仍有8至10個香

港旅行團逾200名旅客身處埃及，將陸續安排返

港，新春所有埃及團亦會取消。目前當務之

急，是當局應盡快協助滯留埃及的港人回港，

並協助旅客處理團費退還事宜，盡可能減少旅

客的損失。這次埃及騷亂再次提醒當局，在發

出旅遊警示時應採取寧緊莫鬆的態度，以市民

安全為最大考慮，在局勢出現不穩時就果斷發

出警告，方便旅客及旅行社及早取消行程。

埃及多個主要城市的示威潮愈演愈烈，示威

者與警方爆發多次激烈衝突，連日來示威已造

成過百人死亡。因應埃及局勢動盪，英國、美

國和日本等多國早已向埃及發出旅遊警示。然

而，本港部分旅行團近日繼續如期出發。對

此，當局未能及時發出黑色警示，值得檢討。

在本港，只有當發出黑色警示時，旅客才可保

留團費、退款或改為去其他地方；如果只發出

黃色、紅色等警告，旅行團多半也會如期出

發。總結經驗，當局將來在發出旅遊警告宜快

不宜慢、宜緊不宜鬆，以保障外遊市民安全。

當局應該在事態未到最危急地步前及早協助

滯留埃及的港人回港。隨 當局發出黑色旅遊

警示，前往埃及的旅行團相繼取消，肯定會涉

及不少退款爭議。當局應為旅客及旅行社提供

協助，盡可能減省雙方損失。同時，現時旅遊

業賠償基金儲備豐厚，業界如果有共識，可考

慮撥出部分基金，作為這些特殊事件的賠償資

金。

埃及這次爆發30年來最嚴重的示威騷亂，原

因是近年國內經濟長期不景，失業率高企，而

埃及的人口結構中，有三分之二是30歲以下的

青年。然而，青年的失業率卻高達8成，令到社

會內潛藏巨大的不滿情緒，一條導火索足以引

發大規模騷亂。埃及雖然並非傳統的經濟強

國，但對全球的影響卻不能輕視。埃及是阿拉

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由於歷史原因在中東

各國之中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地處亞非

歐三大洲的交通和戰略要道，握住連接地中海

與印度洋的蘇伊士運河，關係全球的能源供應

穩定以及貿易交流。埃及的騷亂如果持續，勢

將令全球經濟復甦蒙上陰影。

(相關新聞刊A3、A4版)

去年本港經濟暢旺，但是薪酬調查發現，兩

成六僱員反遭減薪，部分減幅更達10%或以

上；即使獲加薪，普遍加幅僅1%至3%。調查機

構建議，僱主今年向僱員最少加薪7%。本港經

濟好轉，但通脹也開始升溫，僱員薪酬不加反

減，必然加重其生活負擔，打擊基層士氣。僱

主如果盈利不俗，應該合理調升員工薪酬，讓

員工分享經濟復甦成果。僱主善待員工，不僅

彰顯企業良心，而且激勵員工士氣，促進勞資

和諧，對企業有好處。

去年經濟明顯好轉，企業經營利潤亦水漲

船高，同時本港亦進入通脹期，特別是食

品、租金、交通的支出大幅增長，本港僱員

的薪金卻與本港經濟增長速度、企業盈利脫

，薪金加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升幅，生活質

素無可避免遭到侵蝕。從事後勤支援等基層

員工由於處於市場弱勢，非但不能因為經濟

增長、企業盈利而令薪酬有所改善，反而要

忍受減薪的苦果，生活更加百上加斤。基層

員工收入下降，嚴重削弱其購買力，必然會

導致日益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繼而會衍生

出打擊就業意欲、依賴綜援度日、甚至仇商

仇富等複雜社會問題。　　

本港受金融海嘯衝擊期間，僱主紛紛要求員

工減薪、凍薪，共渡時艱。經濟好轉、企業經

營有改善，僱主給予員工的加薪抵銷不了通脹

壓力，已經缺乏人情味，若然還要減員工薪酬

就更不合理。經濟暢旺企業盈利，如果員工得

不到合理報酬，與社會要求企業照顧員工、承

擔公民責任的潮流背道而馳。本港勞資關係向

來和睦，互相支持順利度過一個又一個考驗。

僱主多為員工 想，積極改善員工的薪酬待

遇，僱員對企業更有歸屬感，更投入工作提升

效率和企業競爭力，有利企業的長遠發展。相

反，僱主只要求員工同患難，卻不肯共富貴，

甚至短視地減薪壓榨員工，令員工對企業前景

失去信心，最終反過來也會打擊企業的經營和

回報。

企業和僱員同舟共濟、共享繁榮，對本港經

濟發展、社會和諧亦有重大影響。政府和有關

團體應該呼籲、敦促僱主履行社會責任，合理

調整基層員工薪酬，共同分享經濟成果，紓緩

打工仔生活壓力。

(相關新聞刊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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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寧緊莫鬆 協助滯留港人 經濟旺通脹升 員工應有合理加薪

大掃除「特攻」過年生意料5300宗
再培訓局樂活一站推「洗邋遢」服務 時薪盛惠78元

老手除地板膠紙 僱主拍拖返家驚喜

通脹蠶食加薪 16.7%人擬不派利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今天年廿八，為家居

「洗邋遢」是傳統習俗，親自大掃除對許多家庭而言是

一樁苦差，改為聘用家務助理代勞。僱員再培訓局「樂

活一站」推出大掃除服務首4星期，旋即接獲4,119宗訂

單，較去年同期的3,577宗增加15%，預料全個檔期約

有5,300宗訂單，平均時薪維持78元。不少家務助理表

示，顧客願將報酬及打賞「加碼」，故今

年收入較平日增加近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臨近歲晚，威爾
斯親王醫院昨日安排250
名義工，向150位離院長
者送湯、派糕、贈暖，這
是「出院長者支援計劃」
下其中一項活動。該計劃
由08年至今共探訪500位
離院長者，跟進他們的健
康狀況及慰問近況，成功
令參與長者的再入院率下
降7%，每次住院日數亦
由6.7天減至5.6天。
昨日共250名來自威爾斯醫院和15個社區團體的義工，探訪150位居住

沙田公共屋 的離院長者，登門送贈魚湯和蘿蔔糕等禮物，這批長者多
數患有糖尿病、血壓高等，並接受「離院長者支援計劃」跟進。該計劃
至今共探訪500位離院長者，義工平均每2星期登門探訪1次，視乎情況最
多跟進6個月，義工並會幫忙清潔家居，陪同長者覆診或購買日用品，平
時亦會定期致電問候，提醒服藥。

跟進身體狀況 給予情緒支援
新界東醫院聯網署理總監李錦滔表示，計劃除了跟進長者的身體狀

況，亦可給予長者情緒支援，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醫院對77名參與計
劃的長者進行調查，發現他們再入院率較之前減少7%，平均住院日數亦
由6.7天降至5.6天，效果理想。
其中一名獲探訪的獨居長者黎慧珍今年77歲，患輕度腦退化症、糖尿

病和心臟病，於07年底中風入院，08年初出院，出院初期平衡力欠佳，
雙腳腫脹，需以拐杖支撐行走。她現時煮飯亦感吃力，須接受送飯服
務，得到義工照顧後，進行加強平衡力運動，現時步履也漸穩。一直跟
進黎婆婆情況的義工劉永昌稱，初見黎婆婆時她情緒低落，更時常忘記
服藥，他遂教婆婆使用藥盒提醒定時服藥，婆婆現時情緒和身體都有改
善。

■物理治療
師替黎婆婆
做 簡 單 檢
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偉龍 攝

■陳麗珊充滿自信地表示，基本上一支清潔劑已經可以徹底解決廚房、
廁所等地方的頑固污漬。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日做10小時 收入增20％
家務助理陳麗珊每年農曆新年前都忙於往不同僱主家中大掃除，

今次則在去年12月28日正式「開工」，直到今天年廿八才「收爐」。
她指出，過去一年家務助理的整體市道較對上一年好，歲晚大掃除
服務更於本月7日打後，差不多每天也有訂單，部分周六、日更是
一天3宗訂單，每日工作10小時。
她指出，雖然今年歲晚大掃除時薪約為78元，但部分僱主願提高

時薪，加上工作時間增加，平均月入升至近7,000元，收入較平日增
加近20%。她目前手頭上逾半數僱主為「熟客」，包括現年74歲的獨
居長者植婆婆每月都請陳麗珊到家中打掃約2小時。植婆婆說：
「我年紀大，不適合做粗重工夫，故需要一名家務助理，而一直找
同一人，是因為她熟悉我家中環境，不用每次重複再講(要求)。」

訂單過多 「揀客」省車資
陳麗珊多年前已從事家務助理的工作，2003年「沙士」前月入約

5,000元，「沙士」爆發後家務助理市道低迷，故轉任文職工作，終
因人事關係約3年後辭職，重操家務助理故業。她指出，金融海嘯過
後，聘請家務助理的僱主明顯增加，她平日接到的聘約增多，工作
時數亦增加，有時訂單過多，甚至可以「揀客」。家住旺角的她說：
「不是說自己不喜歡為某些僱主清潔，只是若同時間有多於一個聘
約，我都會傾向選擇旺角、油麻地等地區，省卻交通時間及車資。」
另方面，再培訓局去年首次在農曆年前推出煮團年飯服務，今年

至今接獲100宗訂單，接近去年全個檔期的宗數。至於今年加推的
「蒸糕」服務，則暫時只接獲約40宗訂單，再培訓局承認反應未符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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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陳麗珊當家
務助理已有多年經驗，是一名熟手技工，她
「出手」許多難題亦能迎刃而解。她指出，曾
有夫婦於新居入伙後聘用她進行清潔，但該單
位的前業主卻在地板上留下牢牢黏固的雙面膠
紙。陳麗珊說：「當時我叫那對夫婦出街拍
拖，難題就由我來解決，最終我用藍威寶慢慢
脫去雙面膠紙，更替地板打蠟；那對夫婦回來

打開門時，即大嚇一跳，很驚喜。」
陳麗珊指出，廚房、廁所等地方，基本上一

支清潔劑已可解決頑固污漬。她說：「塗上清
潔劑後，再用半濕布鋪在油漬面上，1小時
後，污漬已很容易被『起出來』，用死力反而
事倍功半，但一定要戴口罩，因為氣味較
濃。」
她又說，知道有不少家務助理曾被投訴工作

欠妥當，她認為是交代不清楚造成。她說：
「當化油劑軟化後，油漬會再滲出來，如果沒
有向僱主講清楚，便會被認為是無『手尾』。」
但她亦承認，有家務助理夠鐘即收工，即使部
分工作未完成，也不顧一切即時放下所有工作
離去。同時，她呼籲市民及家務助理抹窗時恪
守「伸手不伸人」的原則，否則隨時因失去平
衡而墮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農曆新年將至，不少
市民在經濟暢旺下均獲加薪，但卻被通脹蠶食，影響
新春消費意慾。有調查發現，42%受訪者預算農曆新
年消費增加，當中逾半數人解釋是物價上升所致。另
有不少受訪者表示，要增加儲蓄抗通脹，故會減少新
春開支。調查亦發現，16.7%受訪者打算今年不派利
是，比例較去年增加6.7個百分點。

較去年增6.7百分點
有團體本月中以電話訪問269名市民，當中34%的家

庭月入低於8,000元。調查發現，42%受訪者會在今年
新春增加消費預算，當中54.3%人解釋是物價高漲所
致；因為經濟好轉或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費的受訪者，

佔整體不足7%。另外17%受訪者計劃今年新春減少消
費，當中86.6%人解釋是因為要增加儲蓄，另有8.2%
人表示因為收入減少。

83%因經濟困難免派利是
調查又發現，16.7%受訪者表示今年不會派利是，比

例較去年增加。他們當中，83%是因為經濟困難而不
派利是。團體指出，雖然香港經濟復甦，但在通脹加
劇、百物騰貴下，市民的實際收入並未增加，更在農
曆新年等華人重要的傳統節日上，要透過節衣縮食幫
補家計。團體促請港府在即將公布的財算案中，為基
層家庭提供電費補貼、寬減稅項及免收公屋租金2個月
等紓困措施。

■李錦滔講述離院長者支援計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信心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