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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咪錶遲解封 旅巴泊路邊

工匠斷層 港產「末代」龍舟下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香港
每逢節日假期，旅遊業均客似雲來，
大量旅遊巴士穿梭各熱門景點。有團
體指，尖沙咀一帶，泊位本已不足，
加上警方平安夜封閉該區道路和咪
錶，昨日道路解封，但咪錶卻未解
禁，令旅遊巴司機被迫違例泊車。司
機為免遭票控，以及泊車被拖走，唯
有留守車廂，捱餓8小時，甚至於車廂
內用膠樽如廁。團體指，咪錶未解封
不合理，建議把使用率低的尖東麼地
道巴士總站，改為旅遊巴停車場，緩
解泊位不足問題。

泊車位不足 「被迫」違例
運輸署平安夜在尖沙咀一帶實施封

路措施，同時封閉柯士甸道至暢運道
以南泊車位及咪錶。昨日有關路段已
解封，但咪錶卻未解禁，至今日凌晨3
時才恢復使用。旅遊巴司機蔡先生表
示，尖沙咀泊車位本已不足，措施更
令他「被迫」違例泊車。由於他隨時
可能遭票控或被拖走旅遊巴，只好寸
步不離車廂，帶來極大不便，「不能
外出吃飯，捱7小時、8小時餓，甚至
在車內用膠樽小解」。他又稱，今年因
違例泊車被抄牌6次，罰款2,000多元，
且全數自付，影響生計。
此外，駕駛旅遊巴30多年的王先生

昨日同樣被票控。他指，近年大量內
地客來港，路上旅遊巴數量飆升，尋
找泊車位甚難，「早上9時許和晚上8
時許，是搵位高峰期。星光大道、海
洋公園等熱點最難找到泊車位」。他

稱，聖誕節期間咪錶被封，根本沒有
泊車位，希望警方酌情處理。
為免接到「牛肉乾」，旅遊巴司機龔

先生只好「隨機應變」，「有時看見有
警察來，便開車『兜圈』，但接載旅客
不能遲，否則會被公司處分。不過，
有時正在上落客，開不了車，只好被
票控」。他續稱，由於不能離車吃飯，
會自備乾糧充飢。

倡巴士總站 改建停車場
關注尖沙咀規劃的團體「尖碼之聲」

表示，當局遲遲未讓咪錶解封，並不
合理。現時，尖沙咀僅有33個旅遊巴
泊位，但每日平均有150輛旅遊巴停
泊，泊車位嚴重不足。星光大道、漆
咸道南等，均出現「雙線泊車」等阻
礙交通情況，建議政府把使用率低的
麼地道巴士總站，改成旅遊巴停車
場，緩解泊車位不足問題。

運署：已加咪錶泊車位
運輸署回應指，早前已在金馬倫道

加設兩個路邊巴士咪錶泊車位應付需
要。警方回應指，由於預計昨日仍會
有大批市民前往尖沙咀區慶祝聖誕
節，故一如以往，因應人流情況實施
封路措施，區內部分咪錶泊車位暫停
使用。該措施直至今日凌晨3時，以確
保交通暢順及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
警方會在有需要時檢討有關安排，減
低對公眾人士帶來的不便。除夕期
間，警方會採取適當行動，保持交通
暢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香港今年
5月實施最低工資，不少基層「打工仔」獲加
薪，符合薪酬要求的工種也增多。另外，工
時長、工作性質厭惡的飲食業，因而出現
「有工無人做」窘境。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
長黃家和表示，聖誕至農曆新年期間最「缺
人」，有餐廳提供時薪60元待遇亦乏人問
津，將與勞工處研究引入外勞。不過，飲食
業輸入外勞的建議，卻遭勞工界強烈反對。

黃家和：旺季人手短缺
黃家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最低工

資實施後，飲食業「缺人」問題加劇，旺季
人手嚴重短缺。他表示，聖誕假期至農曆新
年，屬飲食業「黃金檔期」，急需人手。業
界雖然已把時薪提高至50元-60元，但依然難
以聘請合適人選。
他解釋，飲食業工時相對長，工作辛苦。

如果薪酬相若，大多僱員寧可選擇其他行
業。「就像保安員，月薪有8,000元至9,000
元。洗碗或者清潔，薪水可能多一點，但工
時長、工作辛苦，很難與其他行業爭人」。
他擔心，長期缺人可能影響服務和食品質
素，所以業界將會與勞工處商討有附帶條件
輸入外勞計劃。

王國興擔心打工仔生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回應指，堅決反

對輸入外勞，「連低技術基層工種都要輸入
勞工，將會嚴重打擊本港基層打工仔生計，
絕對不可以接受」。他直指，餐飲業請人
難，根源問題是工資低、工時長。若能改善
工資和工時，相信大批基層勞工願意跨區工
作。王國興表示，明白香港餐飲業面對眾多
經營成本問題，但認為不應該把解決問題責
任轉嫁無議價能力的基層勞工。

聖誕節許多港人會選擇外出用膳，加上今年港府的派錢計劃，18歲或
以上港人均獲派6,000元，除了刺激出外旅遊意慾，留港度假的港人「手
頭」鬆動，吃、喝、玩、樂少不免。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
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今年聖誕飲食業的市道暢旺，12月全港餐飲
業生意額估計高達100億元，較去年約90億元上升逾10％，相信與港府派
發6,000元，刺激市民消費意慾有關。他估計，今年全年全港14,500多間
食肆的總生意額或高達900億元。

個人遊消費減 市道料轉弱
臨近年底飲食業一片好景，背後卻隱憂重重。黃家和表示，今年食肆

平均加價約15％，原因是食材價格上升25％，商舖又加租50％，加上推
行最低工資令薪酬成本上漲，食肆加價15％根本未能完全抵銷通脹因
素，目前約有30％的食肆正是「蝕本經營」。隨㠥歐美經濟持續不振，近
兩個月亦見內地個人遊旅客在港消費呈放緩跡象，他擔心飲食業在農曆
新年後，市況會進一步下滑。
他預期，明年食材價格會穩步上揚，明年首兩季食材來貨價料加價少

於10％，但食材壓力稍為紓緩之際，其他經營成本卻持續上升，包括租
金、工資，以至電費開支等，相信明年食肆加價持續，估計全年加價
10%左右。

小食肆續約 業主狂加租50％
黃家和指出，最近有位於旺區的小型食肆與業主洽商續租時，被業主

加租50％，「餐飲業經營成本當中，40％用於食材，租金及工資各佔
25%，扣除其他經營成本，純利只有2％至3％，任何一項成本增加，都會
直接影響利潤」。他又直言，明年7％電費加幅亦加重食肆的經營壓力，
「稍為大型的店舖一個月交20萬元電費，加價後就要多交1萬多元」。

食材貴25%  租金升50%  工資電費漲

成本續增 食肆明年加價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大澳
端午節傳統祭祀活動「龍舟遊涌」已被
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兩艘新龍舟
下水首航儀式昨日在大澳舉行，但兩艘
新龍舟同時可能是最後兩艘港產龍舟。
隨㠥香港造船業式微，龍舟工匠已青黃
不接，全港僅餘5名、年過60歲的老工
匠。如果再沒有新人入行，港產龍舟將
從此絕跡。

大澳端午前「龍舟遊涌」
大澳3個傳統漁業行會，每年端午節

前一天，均會舉辦「龍舟遊涌」活動：
到大澳廟宇請出小神像，供奉祭祀，然
後由龍舟拖㠥載有神像的小艇巡遊各處
水道，祈求神明保祐大澳世代昇平、興
旺大吉。之後，居民會舉行龍舟競渡表
演，慶祝端午節。該習俗2009年被列入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昨日，兩艘為明年「龍舟遊涌」訂造

的新龍舟在大澳舉行下水首航儀式。近
40名大澳傳統漁業行會成員，為新船撒
柚葉水、戴上紅球和參花，然後祭神。
有製船老工匠表示，連同上月已運抵大
澳的1艘龍舟，這3艘龍舟很大機會成為
「末代港產貨」。

內地人工租金平搶訂單
鄧鴻是負責製造該3艘龍舟的老工匠

之一。他表示，製龍舟工夫多，花了約
3個月才大功告成。他慨嘆，香港造船
業日漸沒落，訂單減少，年輕人拒絕入
行，全港碩果僅存約5名造龍舟師傅，
「內地人工和船廠租金較便宜，人人都
去內地訂龍舟。我們做完這3艘龍舟
後，恐怕再沒有師傅造了」。

現年63歲的鄧鴻，20多歲開始做人生
中第一艘龍舟。全盛時期，他每年獲2
張至3張製龍舟訂單，之後減至3年才有1
張訂單，現在好幾年才造1艘龍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廖迪

生教授，過去3個月貼身記錄製龍舟過
程。老師傅的巧手工藝，令他印象最深
刻。他說：「師傅圖則已在腦內，一塊
塊木頭把船裝嵌出來，不用試驗，首次
下水就可以用」。

貧困長者激增 倡放寬申綜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香港貧窮問題

備受關注，長者更屬「重災區」。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分析統計處住戶收入數據，結果顯示，今年
上半年1人或2人貧窮戶新增11,500戶，其中7,200
戶是新增的獨居長者或「二老」貧窮戶，令貧困
長者人口增至29萬人。社聯指，香港實施最低工
資，長者尚未受惠。現時，平均每3名長者，便
有1人活於貧窮線下，建議特區政府全面檢討退
休保障制度，以及放寬申請綜援資格，讓長者老
有所依，協助長者脫貧。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有29

萬名6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下，長者貧窮
率高達33.4%。與去年同期比較，長者貧窮戶增
加約1.3萬人，當中7,200戶是新增的獨居長者或
「二老」貧窮戶。他指，鑑於香港人口老化，長
者組群貧窮人數將急升。他估計，直至2039年，
長者貧窮人口將增至83萬人，屆時勢將增加香港
醫療、福利、住戶等方面的壓力。

籲就退休保障制展諮詢
蔡海偉指，在現行綜援制度下，長者與家人同

住，就無法申請綜援，迫令不少沒有經濟能力的
長者居住「㜜房」，甚至有與家人同住的長者，
因家人無法負擔生活費，淪為「拾荒老人」。他
促請特區政府放寬長者申請綜援資格；又認為現
時強積金根本不足以應付長者退休生活，建議政
府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展開公眾諮詢，以及
提早訂立更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臨近年底，香港餐飲業一

片好景，單是12月估計已能錄得100億元的總營業額。但風

光背後，郤隱憂重重。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指出，過去一年食

材來貨價上漲25％，租金加幅高達50％，加上實施最低工

資，加重業界的經營成本，今年全年餐飲業零售價平均調高

15％。明年食材成本將穩步上揚，再加上加電費的額外開

支，經營倍添困難，但面對香港經濟有放緩跡象，以及內地

旅客消費漸趨審慎，餐飲業未敢大幅加價，料

明年零售價加幅收窄至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聖
誕節是普世歡騰的日子，惟低收入
人士為口奔馳，無暇享受佳節。政
府統計處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的
貧窮率為17.8％、即逾120萬港人生
活於貧窮線以下，按年略減1,000
人。另外，今年第2季的在職貧窮住
戶高達19.8萬戶，其中5％住戶要同
時供養3名或以上的兒童或長者。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表示，不少低收入
人士需照顧較多的年幼或老年的家
庭成員，在面對租金及通脹高企
下，現時的最低工資水平未能協助
在職貧窮家庭脫貧，建議政府將最
低工資由時薪28元調升至30元。
社聯分析統計處的住戶收入數據

發現，今年上半年有120.4萬人生活
在貧窮家庭，即家庭收入為全港住
戶入息中位數50％或以下，例如1人
家庭月入少於3,450元，4人或以上家
庭月入少於12,875元。與去年的數據
相比，貧窮人口有輕微下降，減少
約1,000人。同時，研究發現低收入
人士的工資，在最低工資實施後顯
著增加，今年第2季，低收入人士的
薪酬平均增加2.4％至9.1％不等。
在職貧窮住戶方面，今年第2季有

46萬貧窮家庭，當中19.8萬戶屬在職
貧窮，較去年減少2,000戶。不過，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表示，在19.8萬
戶在職貧窮住戶中，有37％住戶需
要供養1名兒童或長者，更有5％要
供養3名或以上的兒童或長者，無形
中加重生活壓力。

加薪難敵通脹 倡增建公屋
蔡海偉表示，由於在職貧窮住戶需要供養較多

兒童及長者，即使最低工資令他們的薪酬有所增
加，仍不足以讓他們脫貧；再加上近年租金暴
升，通脹高企，工資的加幅遠遠追不上通脹，
「私樓租金每年加1,000元至3,000元，但人工只加
200元至500元」，他認為在職貧窮住戶數量下調
只是「假象」，有關住戶的生活仍困難，他建議
港府調高最低工資水平至30元，以及增建公屋，
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面對全球經濟不明朗，蔡海偉冀明年失業率不

變，保住低收入人士「飯碗」，又認為港府明年
不應再「派錢」，建議制定較長遠的扶貧措施，
如重設扶貧委員會，設立租金津貼或膳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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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建議立法規
管纏擾行為。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珮珊表示，目前
保障受家暴困擾女性的法例屬民事性質，擔心阻嚇性
不足。有見及此，當局建議立法規管，可為受家庭暴
力影響婦女提供多一層保障。不過，廖珮珊對條例部
分細節「太廣泛」感到擔心，婦女團體請願可能也會
觸犯相關條例。
在昨日「城市論壇」，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稱，

當局建議或進一步打擊「日益收窄」的新聞自由，揚
言自己對狗仔隊式追訪藝員有保留；但對正當採訪，
如記者不斷致電要求當事人回應等，建議訂立新法
例，或會阻礙新聞工作。她又稱，法例中允許記者提
出「合理行為」的理由辯解，但這並非豁免，不足以
保障新聞自由。

周浩鼎認為不用太擔心
不過，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則認為，新聞工作者

過分擔心，認為政府建議條例有廣泛標準，其中所指
的合理行為，亦有客觀標準。他舉例指，美國加州亦
有立例監管狗仔隊，相信不會「殺錯良民」。

指規管纏擾模糊 婦團憂請願犯法

飲食業擬輸外勞 勞工界強烈反對

■業界人士指出，飲食業好景背後存在諸多隱憂，包括業
主加租、兩電加價、食材及工資上漲。圖為市民於節假日
在酒樓用膳。 資料圖片

■黃家和表示飲食業市道暢
旺，預計生意額較去年的90
億元上升逾10%。 港台圖片

■鄧鴻師父表示，香
港造船工匠只剩約5
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麗珠 攝

兩艘新龍舟下水前
要敬拜眾神，保佑一
帆風順，大吉大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麗珠 攝

■司機蔡生表示，咪錶被封令
他「被迫」違例泊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尖碼之聲」幹事林鴻達建議政府把使用率低
的麼地道巴士總站，改成旅遊巴停車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由於泊車位嚴重不足，星光大道附近出現「雙線泊車」等阻礙交通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蔡海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謝雅寶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