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育健兒需關懷
曾局長推介「後路」

■調查發現，香港職場青年對於同事工作不負責任「卸
膊」及上司講一套做一套位居「工作上最難忍受的事」
榜首。前右為陳偉崙。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5家日本拉麵老店於本港商場舉行一連4日的慈善義賣
日，昨圓滿結束。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葉嘉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體育健兒
頻頻在國際賽事中報捷，令市民倍感自豪，亦更
關注體育事業的發展。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
《從另一方面衡量體育水平》為題，在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中撰文，指出在健兒們矚目的運動
成績之外，還應注意的是，運動員亦受到來自政
府和社會各界日益有力的支持，這涉及多項計
劃，這些計劃既鼓勵運動員繼續進修以至升讀專
上院校，亦支援職業上的發展，讓他們在役時的
訓練與退役後的出路都得到關懷。

獎牌是指標 關懷更重要
曾德成指出，真正關心體育，不僅要關心體育

金字塔的頂尖有多輝煌，還要關心金字塔的基座
有多廣闊；不但要關心運動員生涯的軌跡會升得
多高，還要關心他們的路能走得多遠。
他直言，運動員常常是大眾敬佩的英雄，奪標

的一剎那，的確會有「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感
受。但也有運動員從運動場的勝利中退下來，在
社會的競爭中找不到方向。故他們退役後的出路
亦備受關注，政府及社會各界都給予支援，其中
一項計劃是香港體育學院運作的「香港運動員基
金」，它協助個別運動員在體育事業上一展所
長，並讓他們接受其他訓練，安排退役後出路。
曾德成指，至今已有110多名運動員由基金中

受惠，累積資助總額約1,000萬元。大家熟悉的
趙詠賢、蔡曉慧及李致和等都利用基金順利完成
學業。政府推行「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支援運動員在教育及職業上發展，截至今年7月
共27名退役運動員獲資助升學，共獲獎學金約72
萬元。有48名運動員申請就業支援，其中有23名
退役運動員透過計劃成功覓得全職或兼職工作。

民政局推薦 健兒讀大學
不少精英運動員年輕時雖然專注訓練，都希望

在賽場上奮力拚搏後，有機會升讀專上院校。為
此，經民政事務局穿針引線，由08/09學年開始，
港協暨奧委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均可以推薦精英運
動員入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專院校，
至今3年，已有約40名精英運動員獲成功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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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食肆生意回到地震前

港青最難忍同事卸膊
職場「受氣力」勝預期 「忍功」男比女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 香港「80後」及「90後」常被標籤為「不能受氣」的新生

代，一項調查發現，有關觀念可能是誤解。52.9%受訪青年在職場上遇到難忍的事，會忍

耐一段時間再作打算，37%人「忍得就忍，不會離職」。至於工作上最難忍受的事，同事

不負責任及「卸膊」，以及上司言行不一位居首兩位。調查機構指出，年輕人的工作態度

是「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男性對工作上不如意事的忍耐力較女性

高，建議年輕人與朋友抒發情緒和壓力，切勿默默忍受。

本報昨日A04版刊出有關何東
花園的一則報道，文中提及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亦會活化為薩凡納藝術設計
學院，於1年內竣工並營運」應為「於去年9月已
竣工及營運」，特此更正。

更正啟事

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月7日至12日向411名18至29歲
的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發現52.9%受訪青年在職場
上遇到難忍的事，會選擇觀察一段時間再作打算，
37%人「忍得就忍」不會辭職，只有3.5%人盡快離
職。在各種職場難忍事當中，92.9%受訪者認為是同
事不負責任及「卸膊」，其次是上司「講一套，做一
套」、同事愛告狀、上司不信任(各有89.5%)。至於，
選擇離職的考慮因素，工作晉升前景是首要，其次是
薪酬福利以及與同事的關係。

年青一代 絕非不能受氣
調查又以衛生署的自助測量表，為受訪者進行精神

壓力評估。發現受訪者面對的精神壓力及忍耐力平均
值分別為10.74及12.78，屬理想水平。協會總發展主
任（策劃及研究）溫立文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年青一

代絕非「不能受氣」，男性在工作上的忍耐力明顯高
於女性，是由於男性對工作期望較高，可承擔較重壓
力。

40%不介意假日接工作電話
他認為，年輕人的工作態度是「工作時工作，遊戲

時遊戲」，很投入。調查顯示40%受訪者不介意於假
日接到與工作有關的電話，亦有65%人接受上司禁止
上班時間使用社交網站。他表示，年輕人在職場上渴
望得到上司的認同及公平對待。
24歲的陳偉崙早前向任職逾3年的金融機構請辭，

原因是上司分配工作不公平，以及同事「卸膊」。他
表示，同事經常不負責任，導致大部分工作由他處
理，但上司對「卸膊」文化置之不理。他考慮到晉升
機會，才選擇離職。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葉嘉慧) 自從日本發生核
輻射洩漏事件後，港人一度對日本食品失信心，日式
食肆首當其衝，生意額大跌，甚至有20間壽司店結
業。事隔4個月，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副會長安部隆
孝指出，香港大部分日式食肆的生意額已回復至災前
水平。

核污染致20壽司店結業
安部隆孝表示，日本地震觸發核危機，港人擔心刺

身及蔬菜受輻射污染，本港約有20間壽司店結業，整
體生意額一度下跌約60%，只有日式居酒屋由於沒有
售賣刺身，生意影響較輕微。隨 核危機減退，截至

上月，大部分日式食肆，尤以價錢大眾化的壽司店，
生意額經已回復至災前水平，但部分售賣貴價壽司的
食肆，生意額仍較災前跌約20%。

北海道日式撈麵擬進港
日本當地的食肆生意也受重創，有5家日本拉麵老

店計劃進軍香港，包括日本最大連鎖麵屋集團，其社
長田代浩二認為香港有較佳的營商環境，具地道特色
的拉麵如北海道日式撈麵，香港暫未有供應，有一定
的發展潛力。對於有日本拉麵店有意進軍香港，安部
隆孝表示不擔心，因為港人對日式食品接受程度高，
有更多食店加入，能開創更大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