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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藝巨兔花燈中秋迎客

■民建聯提醒，乘客若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提防色狼會採用不同「招式」企
圖非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近2成婦女坐港鐵遭非禮
民建聯倡設專用車廂 列車安裝閉路電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亞視新聞部「大地
震」。投身新聞界近40年的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高
級副總裁梁家榮，稱因為今年7月初無法阻止電視
台播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病逝」的假消息，須為
事件負全責而引咎辭職，已於本月1日生效；其副
手、新聞部副總裁譚衛兒昨也向管理層遞交辭職
信。亞視管理層指梁家榮以私人理由呈辭，但未有
回應梁家榮的講法，宣布晉升新聞部副總裁劉瀾昌
為高級副總裁，即時主管新聞及公共事務部。

亞視發公告讚梁盡忠職守
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昨晚出席公開活動，但未有

回應事件。亞洲電視於昨午5時許發表公告，指梁
家榮因私人理由請辭，即日生效。內容讚揚梁家榮
於2007年加入亞視以來盡忠職守，貢獻良多。昨日
的亞視六點新聞有報道梁家榮辭職消息，並播出梁
家榮向亞視新聞部員工交代辭職決定的錄音聲帶。

亞視新聞今年7月初報道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病
逝」的新聞，新華社其後澄清純屬謠言，中聯辦更
加批評報道毫無事實依據，亞視最後撤回報道並向
公眾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林曉晴) 港鐵車廂人多擠迫，往往成

了色狼找「獵物」的場所。警方數字，港鐵非禮案由2009年113宗升

至2010年151宗，升幅達33.6%。民建聯調查發現，近20%受訪女性

在港鐵車廂曾遇非禮，包括手肘碰胸、揩擦臀部或大腿；調查又發

現，約5%男受訪者稱曾被「揩油」，惟難以舉證及害怕揭發後感到尷

尬，大部分沒報警。民建聯認為，建議港鐵在繁忙時段增設女性專

用車廂，並全線列車加裝閉路電視。港鐵回應稱，設立女性車廂在

執行上有困難，強調會與警方緊密合作確保乘客安全。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上月12至17
日，以電話訪問655名12歲以上市民，
當中女性及男性受訪者分別佔434名及
221名。結果發現，約18%(77人)受訪女
性乘搭港鐵時曾被非禮，惟96%人都無
報警，60%人稱非禮難以舉證，亦有人
怕尷尬及怕事。

5%港男被「揩油」多無報警
調查亦顯示，約5%(11人)受訪男性稱

在港鐵內曾被非禮，例如被「揩油」
等，但當中大部分人亦未有報警。為減
少非禮情況，58.5%受訪女性及44%受
訪男性，贊成增設女性專用車廂，男受
訪者更稱措施有助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葛珮帆：車廂非禮案增加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引述警方

數字表示，近年港鐵非禮案明顯增多，
僅今年上半年相關非禮案便有68宗。惟
年輕女性多較「怕事」及「怕尷尬」，
被非禮後寧願選擇啞忍，建議港鐵在上
下班的繁忙時段增設女性專用車廂保障
女性，並在全線列車內加裝閉路電視系
統，以便事主舉報及呈堂證據，並能對
不法之徒起警戒作用。她又呼籲，女性

一旦遇上色狼應勇敢呼叫，並向警方舉
報把不法之徒繩之於法。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認
為，隨㠥社會風氣改變，非禮案已不僅
發生在男與女之間，「男非禮男」亦不
足為奇。她表示，要減少車廂非禮事
件，除設立女性專用車廂及在車廂安裝
閉路電視，亦應在車廂及車站範圍內張
貼告示，提醒市民車廂非禮為嚴重罪
行。她又建議港鐵增加班次以疏導人
潮，減低車廂人流密度，減低車廂非禮
案件發生機會。

西鐵馬鞍山迪園線裝天眼
港鐵發言人表示，港鐵大部分列車

車廂設計屬開放式，若設立女性專用
車廂，會減低乘客來往車卡的靈活
性，以及影響緊急逃生安排，在實際
執行上存有困難，故現階段並無計劃
加設女性專用車廂。而港鐵西鐵線、
馬鞍山線及迪士尼線的列車，均已安
裝閉路電視系統，但有關裝置是讓車
長監察車廂內情況，以確保駕駛安
全。發言人強調，港鐵會與警方緊密
合作，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罪案發生，
以確保乘客安全。

公共交通工具9類非禮行為
鬆㢂 用手肘觸碰事主胸部

揩油 用下體揩擦事主臀部或大腿

碰撞 借擠迫伺機碰撞事主的敏感部位

觸摸 緊貼在事主身後，並上下其手觸摸

對方身體

擠壓 借擠迫用身體擠壓事主

裝打瞌睡 假裝打瞌睡將頭部傾向事主的胸部

或肩膀

噴氣 借擠迫緊貼事主後，在耳邊及頭髮

邊噴氣

眼神 用猥褻的眼神上下打量事主的胸部

露械 將生殖器官暴露於事主面前

資料來源：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雅寶

乘搭交通工具自保招式
1.若被非禮，應立即呼叫

2.向附近乘客求助

3.向警方舉報

4.人多擠迫時用手袋或手臂

保護自己

5.轉移身體或換位

6.盡快離開

7.如巴士上乘客較少，應坐近司機

8.乘車途中別睡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 都市人深
明健康重要，但真正做得到的又有幾多
人？一項調查發現，受訪港人對自己健康
的整體滿意度平均分僅6.2分，逾半受訪者
沒有定期做運動，原因不外乎是太疲倦、
無時間等，負責調查機構指出，港人放工
回家後會上網至深宵，影響睡眠，呼籲港
人應坐言起行，維持健康生活。

夜生活多姿彩影響睡眠
友邦保險集團委託一間調查機構，於

7、8月以互聯網形式訪問605名香港市
民。調查顯示，98%受訪港人認同健康生
活的重要性，惟港人對自己健康的整體滿
意度平均分只有6.2分（10為滿分），7成受
訪者希望減輕體重，不過逾半受訪者並沒
有定期做運動；而港人的理想睡眠時間為
8.3小時，較實際的睡眠時間6.2小時有1.7
小時的落差。

負責調查機構項目總監黎藹思表示，調
查顯示，港人經常以太疲倦、懶惰及沒有
時間為由，未有定期做運動，其實可能與
港人夜生活多姿多彩，放工後都會上網或
參與社交活動減壓有關，她呼籲港人坐言
起行，維持健康生活。該公司分別在15個
國家或地區進行同類調查，其中澳門居民
的健康指數是6.6分。

亞視梁家榮譚衛兒劈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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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受原料價
格及相關成本上漲因素影響，今年內地月餅的售價普
遍上漲10%，港資月餅在內地專賣店的售價亦水漲船
高。中秋將近，中英街再度成深圳市民採購月餅的熱
點，每天人流從平日的千餘人增加到5千人，周六、日
更達到8千人。水貨客亦借機「搵食」，光靠帶月餅已
有1,500元收入。

8000人中英街逛餅舖
來自羅湖區的張先生表示，每月都會到中英街逛一

下，今次是和家人一起來購月餅，「聽朋友說中英街
新開了一家香港餅家專賣店，覺得貨真價實專門來
買。購買的雙黃白蓮蓉港幣162元，折算匯率比深圳吉
之島的165元人民幣便宜。」

家住福田的方女士則前來購買冰皮月餅，「之前做
過『功課』，中英街內店舖出售的冰皮月餅非常暢銷，
以『玲瓏四色伴官燕』冰皮月餅為例，每盒售價港幣
158元，深圳新一佳專櫃要賣258元人民幣。」方女士
說自己的同事都到中英街買月餅，感覺太划算了。

中英街一家百貨的售貨員小陳指，中英街出售的月
餅比深圳便宜，該店7月初開始臨時售賣月餅，周末生
意最好，平均一天能賣出幾百盒。「內地月餅普遍漲
價較多，而中英街的月餅售價與去年相比只是微漲5至
10元。」小陳說。

水貨客趁機搵食 日賺1500元
水貨客亦趁此良機「搵食」，有指周末生意好時，單

日僅冰皮月餅就能有250-300盒搬出中英街，收入可達
1,500元。

新來港婦女快樂指數偏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香港大學最新調查發

現，新來港女性的「快樂指數」得分為63.7，稍遜於本
地女性「快樂指數」平均分71.7。其中，居住環境和收
入問題最令她們不快樂；但「有錢」卻不會令她們更
加開心，反而良好的親子關係、夫婦關係和人際關
係，才是新來港受訪者的快樂泉源。

港大社會科學學院上月進行的「新來港女性快樂指數
調查」，共訪問了525名來港不足7年的女性。結果發
現，新來港女性的快樂指數為63.7分，較本地女性的71.7
分略低。不過，負責調查的港大社科院副院長陳麗雲強
調，只要快樂指數的得分超過60分，受訪者仍屬快樂。

居住收入最令人不快樂
物質生活欠佳會令人情緒低落，有錢卻未必能使人

更加開心。分別有45%和41%受訪新來港女性認為，
「居住環境」和「經濟收入」最令她們不快樂。快樂則
主要源自親子關係(68%)，其次是夫妻相處(52%)及人際
關係(39%)。

陳麗雲表示，只要達到一個有尊嚴的經濟水平，獲
得再多的金錢亦不能使人更開心。她表示，新來港婦
女若感到被社會所接納，可令她們更加開心，建議她
們多參加社區活動，建立更廣社交網絡，同時多做運
動，身體健康有助改善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中秋佳節將
至，香港各大商場均「落重本」布置，冀吸
引市民消費。其中，新鴻基地產旗下商場apm
斥資200萬元進行推廣，並邀請著名紙藝大師
Jason Hsu，運用過萬張漫畫圖案紙版，拼貼
成為12呎高中秋潮兔等巨型花燈，讓市民體
驗一個藝術與潮流共融的中秋佳節。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租務總經理馮秀
炎表示，9月會籌辦15至20個內地旅客中秋購
物團，招待800至1,000人廣州旅來港消費，預
計可為商場帶來逾350萬元額外營業額。至於
一連9天中秋推廣期間，商場人流料達250萬
人次，較去年同期升20%至25%；生意額則達
6,400萬至6,700萬元，較去年同期升15%至
20%，以餐飲食品行業最為受惠。

■有商場斥資200萬元進行中秋推廣，邀請著名紙藝大師運用
過萬張漫畫圖案紙版，拼貼成為12呎高中秋潮兔等巨型花
燈。

深居民中英街爭購港產月餅
■月餅是中
英 街 熱 銷
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 攝

■陳麗雲(左四)表示，對於新來港婦女而言，良好的
親子關係較金錢更能帶來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