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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昨日通過譴責

暴力動議。立法會今次超越黨派歧見，絕大多數

議員支持和通過譴責暴力動議，向社會傳達了尊

重法治、絕不容忍暴力的正面訊息，不僅表達了

絕大多數港人的心聲，也維護了香港的核心價

值，有助修補立法會過往容忍暴力的不良形象。

香港的主流價值，是理性、持平、溫和、自由及

進步。香港作為活躍的公民社會，港人既了解自

己所求的是什麼，亦能以理性溫和手法表達訴

求，這種公民意識正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港

人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暴力文化不為

港人所接受，應該受到譴責。

9月1日有示威人士暴力衝擊替補機制諮詢大

會，直接損害本港社會治安秩序與理性和平的核

心價值，激起社會公憤。社會各界予以嚴厲譴

責，抨擊「暴民政治」危害和剝奪他人安全與權

利。香港四個公務員工會「罕見地」發表聯合聲

明，批評「部分人士及團體」以「暴力自由、強

權民主」的違法行徑，肆意衝擊值勤的公務員，

侮辱制定政策的官員，破壞社會秩序。社會各界

並支持警方繼續維護市民的人權及本港社會的秩

序。

香港的暴力文化，源自議會暴力。議事堂「第

一蕉」出現以來，立法會每逢重要會議必有或擲

物、或辱罵、或爆粗、或衝擊的場面，而且議會

暴力蔓延禍及社會，擾亂社會秩序，威脅他人安

全，損害香港形象，荼毒年輕一代。9月1日暴力

衝擊公眾諮詢論壇中，示威者破門衝上台，掃

、擲物、叫囂、襲擊他人，完全是議會暴力的

翻版和升級。立法會是本港立法機構，肩負立法

維護社會秩序以及確保法律秩序得以維持的責

任。但議會暴力卻向社會傳達了不尊重法治、容

忍暴力的負面訊息。這次立法會通過譴責暴力動

議，表達了絕大多數港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意

願。

9月1日衝擊公眾諮詢論壇的暴力行為，也與立

法會密切相關。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帶頭作出破

門叉頸的衝擊行為後，反而對外宣稱「被人打」，

說自己與V煞蒙面暴徒「不認識」，這是侮辱市民

智慧。立法會為維護自身形象和約束議員的違法

行為，理應對梁國雄作出譴責乃至懲處。公民黨

議員吳靄儀以「一切都是政府的錯」為由，縱容

及包庇暴力行為，也須受到譴責。

(相關新聞刊A1版)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水務署的抄錶與發單程序

後，估計水務署有14萬個水錶可能不準確，佔

水錶總數的5%，並批評水務署對抄錶員的培訓

及監察不足。申訴專員揭露的事實，不僅說明

水務署管理混亂，而且顯示水務署官僚習氣嚴

重，工作效率低下，對工作缺乏責任心。水務

署必須吸取教訓，加強管理，並積極考慮將部

分服務外判，提升本港供水服務的效益。

水務署用水管理錯漏百出，拖沓低效，被申

訴專員公署揭發其抄錶與發單程序存有「7宗

罪」，有抄錶員竟然要花逾兩年時間才能識別

大廈的公用水錶損毀，而更換水錶、觀察新錶

運作又要多花17個月，之後才向用戶追收欠

款，不但沒有急市民所急，反而產生諸多不必

要的滋擾。這當中牽涉的不僅是水務署員工培

訓不足的問題，更反映出署方對前線員工的工

作缺乏足夠的監督，不注重工作成效的檢查，

導致未能及時發現問題、為市民提供完善服

務。

水務署水錶管理混亂，早已劣跡斑斑。申訴

專員公署過往曾發現，本港每年有逾百宗調亂

水錶事件，引致每宗多收水費平均700多元，

而最離譜的個案是有住戶被調亂水錶13年始被

發現。市民投訴水費單及水錶有問題的個案數

字長期居高不下。市民生活離不開水，每家每

戶都有水錶，水錶不準令市民多繳水費，增加

基層市民的負擔。香港一向以提供優質高效的

公用事業服務為榮，面對申訴專員公署一年復

一年的批評及市民大量投訴，水務署為何遲遲

不見改善，對水錶管理混亂的情況視若無睹，

根本就是對市民不負責，這當中是否因為官僚

習氣所致，值得署方認真反思。

目前本港的供水服務仍由政府經營。眾所周

知，凡由政府運作的公用事業，往往因為架床

疊屋，層層批核，效率不彰，且不注意成本效

益，導致浪費大量資源。審計署報告曾指出，

2009年由水務署管理的公共屋 ，因水管滲漏

令政府白白流失近8,000萬元公帑。全港的水

錶、水管數以百萬計，單靠水務署管理，難免

有人手不足、成本過高的困難，署方應該切實

考慮將部分工序外判，以提升效率、節省成

本，當然署方仍要做好監管，保證服務的質

量。

(相關新聞刊A6版)

立會譴責暴力 傳達正面訊息 水務署須扭轉官僚習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西貢大浪西灣去年中
被揭發有人大興土木後，申訴專員公署收到近150宗相
關投訴，經調查後發現政策局早於1999年要求規劃署
優先制訂5幅相類似土地的法定圖則，但規劃署多年來
以資源不足為由推搪，過去10年只就2幅用地制定圖
則。申訴專員黎年形容工作進度緩慢，不可接受。

150宗投訴監管大浪西灣不力
西貢大浪西灣毗連西貢東郊野公園的16.55公頃用地

（又稱：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去年6月被發現有
人大興土木。港府隨即在兩個月內就西貢大浪西灣發
展審批地區草圖刊憲，保護自然景觀。申訴專員公署

收到近150宗投訴，指港府監管不力，遂主動展開調
查，並於昨日透過《申報》公布結果。
報告指全港有77幅毗連郊野公園的「不包括土

地」，未有任何法定圖則規管土地用途，港府早於1994
年就問題展開內部討論，環保署提出應透過法定圖則
保護有關土地，地政總署亦認同建議，規劃環境地政
局認同要把法定圖則涵蓋全港所有土地，但未訂出具
體時間表，指執行時要考慮規劃署資源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至1998年要求規劃署就需要優先保

護的相關土地制定法定圖則，規劃署認為有需要就12
幅土地制定圖則，但其後修訂建議提出為2幅制定圖
則，餘下則以納入郊野公園等其他方式保護。不過，

規劃環境地政局指規劃署有關建議不可行，要求把12
幅土地制定圖則，而規劃署回應稱會考慮。

申訴專員促政策局從速跟進
規劃署翌年要求押後制定有關圖則，欲在完成濕地補

償研究後再行制訂，但規劃環境地政局指有關研究對制
定圖則無參考價值，提出規劃署應在12幅中的5幅保育
價值較高土地（不包括大浪西灣），特別優先制定圖
則，規劃署其後已完成有關刊憲工作。不過，政策局
至2000年改組後，有關當局已沒有再制訂相關政策方向。
2001至2010年間，規劃署在5幅選定土地中，只就西

貢深涌及海下開展法定圖則的相關工作，現仍有3幅

用地尚未處理。申訴專員黎年表示，規劃署以人手不
足解釋是「不可接受」，並斥發展局未有跟進工作，
環境局又側重處理其他政策，或是造成大浪西灣事件
的原因，認為政策局應從速跟進餘下工作。

發展局：料兩年內完成製圖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大浪西灣事件發生前，在77幅

相關土地中已有23幅由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而規劃
署過去1年已為17幅相關土地制定發展審批地區圖，並
預期未來1至2年內為餘下多幅土地完成制定圖則。環
境局發言人表示，當局已調整政策，以保育價值、景
觀及康樂發展潛力，作為評定納入郊野公園的準則。

10年交2保育圖則 規劃署被批進度慢

水務署在2010/11年度的定期檢測計劃中，發現5%
經測試水錶的準確度未達標，出現正負逾3%的

誤差，期內收到7,359宗有關水費的投訴。申訴專員公
署遂於去年底展開調查，昨日該署公布的《申報》引
用有關數據推算，全港有13.8萬個不準確的水錶。

2發「0收費」帳單 抄錶員未盡責
有投訴個案揭示抄錶員未盡責、監察不足，要花逾

兩年時間才識別水錶損毀。有關水錶是某大廈公用地
方水錶，業主立案法團在2006年3月至2008年底收到8
期用量不足、毋須繳費的帳單，2009年5月水務署函件
指水錶損壞，經調整後追收2.5萬元水費。公署調查發
現水務署在首6期帳單未發現水錶問題，2007年12月才
發出更換水錶指令，但翌年9月才更換水錶，期間2期
發出「0收費」帳單。
申訴專員黎年表示，有關抄錶員2007年12月已發現

水錶問題，相隔9個月才更換水錶，再用上8個月觀察
新水錶，至2009年5月才去信通知業主立案法團追收過
去逾3年共2.5萬元的水費，做法未必公道，因為涉事
大廈的新住戶變相要承擔已遷出住戶的公用地方水
費。
報告又列舉水務署在抄錶程序及發單系統有7項不

足，調整水費帳單需時過長，沒替用戶 想；亦反映
抄錶員未能識別已損壞水錶，顯示員工培訓不足；個
案又揭示署方對工作進度的監管不足，即使有更換水
錶指令，在落實時仍有延誤，甚至要用上8個月觀察新

錶運作，才致函通知用戶追收款額。

電腦系統缺失 修正程式需一年
報告又指水務署電腦系統存在缺失，每次修正程式

平均需時11個月，最長更達54個月；另有個案連續6次
錄得低水量，但未能自動啟動稽查功能；啟動水錶測
試的準則亦有缺陷，在沒有實質證據下，抄錶員記下
「水錶不轉動（估計有用水）」的「NR」代碼；抄錶員
亦對不同代碼有不同註釋，反映指引欠清晰。

接納改善建議 優化「0讀數」處理
公署已向水務署提出12項建議，包括檢討系統稽查

規則、加快修正系統缺失、改善監察工作及加強培訓
員工等。黎年表示，水務署自2005年在抄錶工作上引
入自動化系統，抄錶員巡視後會按指引識別，從61個
代碼中選取作紀錄，但認為現時指引只有2頁紙的簡
介，有需要完善，系統亦需要與人手配合。
根據水務署標準，計多或計少超過3%的用水量，就

是不合格。水務署發言人表示，水錶失準與長時間損
耗有關，99%有問題水錶的量度用水量較實際用水量
為少。該署又表示，2006年開始更換舊水錶，有關水
費投訴與5年前相比少了一半，去年大約有7,000多宗。
署方接納公署所有的建議，正作出研究及跟進，並已
先後落實多項改善措施，包括優化出現「0讀數」的處
理、收緊過高或過低用水量稽核、設定更換新水錶後
的觀察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上個

財政年度水務署接獲7,359宗有關水費的

投訴，不乏水錶失靈問題。申訴專員公

署批評，署方抄錶程序及發單系統存有

7大不足，抄錶員培訓不足，即使發現

水錶不準，仍延誤維修，推算全港280

萬個水錶中有5%、13.8萬個不準確。公

署更發現有抄錶員花逾兩年始能識別一

大廈的公用水錶損毀，相隔17個月始向

法團追收2.5萬元的水費。申訴專員黎年

表示，延遲追收金額，變相要新住戶承

擔已遷出住戶的水費，要求水務署正視

問題。水務署回應，接納公署所有建

議，及全速推行「更換舊水錶計劃」。

14萬隻水錶不準
申署批抄錶發單7不足 水務署允全速換舊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申訴專員公署研究逾30宗向水
務署投訴的個案，發現水務署的水錶稽核運作欠妥，且未有
好好監察工作進度，更有個案揭示水務署竟未測試便指用戶
水錶損壞，替其更換新錶，之後更向用戶發出「一式一樣」
的信件，指「被換下的舊水錶經實驗測試後，證實已經失
靈」。

混賬拖兩年半 不理6次低讀數
其中一宗個案指，甲先生2006年6月前，每季水費約為800

元，但2006年3月至2008年8月，只共收到600元的水費單，與
過去用水情況極不吻合。水務署在2009年6月要求甲先生解釋
低用水量的原因，並在翌月向其發出的水費單上指，其水錶
在2006年3月至2008年8月期間損壞，並已更換，又將該段期
間的水費調整為5,500元。
甲先生認為，水務署處理時間太長，且涉及款額過高，亦

沒有提供證據指水錶確有毀壞，遂作出投訴。申訴專員公署
調查後發現，甲先生的水錶在2006年3月至2008年8月期間6次
錄得低讀數，水務署卻沒有啟動任何系統稽核。2008年7月，
抄錶員對甲先生的水錶輸入代碼「NR」，意指錶不轉動，但
估計有用水，卻並無記錄估計原因。在電腦系統下，「NR」
代表啟動更換水錶的指令，卻不包括測試水錶。

誤輸入代碼礙事 更換竟變抽查
另一個案則顯示，乙先生在2008年7月至2010年4月，無收

到水費單。他在2010年5月接獲水務署通知，指已更換水錶及
作測試，證實舊水錶損壞，並要求乙先生解釋該21個月錄得
零用水量的原因，並估算水費單款額為1,700元。
公署發現，根據水務署電腦系統的其中一項稽核功能，若

連續3次輸入代表錶不轉動，但沒有資料估計有否用水的代
碼「ZX」，會自動發出更換及測試水錶的指令。乙先生的水
錶先後在2008年12月、2009年4月及8月被記錄「ZX」，理應
即時啟動更換及測試指令，卻延至同年12月第4次被記錄
「ZX」時才啟動，原來因為第1次與第2次記錄為「ZX」期
間，有職員抽查水錶並輸入代碼「SC」(抽查)，要從頭再計
算3次。

規則監管欠妥 抄錶員宜增培訓
申訴專員黎年批評上述2宗個案反映水務署測試水錶的規

則欠妥，無法證實水錶損壞，且在逾2年才發現水錶損壞，
系統稽核不足，輸入代碼的運作亦須檢討，且對工作進度監
察不足，同時亦顯示出辦事粗疏，沒有為用戶 想。他說：
「追收款項是無可厚非，但不應太遲，部分抄錶員更對代碼
不太了解，應多加培訓。」

未測試即指錶壞
稽核粗疏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 協助水務署檢
查水錶的公司表示，很多水錶使
用超過10年，機件老化導致不
準確。有水喉匠指，熱水爐安裝
欠佳，令熱水倒流到水錶或者水
不乾淨，都會令水錶不準。

10年水錶滾輪減慢
計少用水

現時使用的都是機械式水錶，
內裡有滾輪，一打開水喉，滾輪
就會轉動，量度用水量。有協助
水務署檢查水錶的公司表示，香
港水錶很多都使用超過10年，
水錶的滾輪磨蝕了便會減慢轉
動，所以會計少了用水。

香港持牌水喉匠協會技術主任
戚德明表示，熱水爐安裝欠佳，
令熱水倒流到水錶或者水不乾
淨，都會令水錶不準，「水缸或
者很骯髒，有很多沙沙石石，會
沖落去水喉，會導致塞住水錶，
妨礙了水錶的運作。」

水
喉
匠
：
熱
水
倒
流
損
水
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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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將就水務署多收
水費投訴展開調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