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主辦勞工界特首選舉論壇的團體，基本上與
反對派關係密切。出席是次論壇的特首參選人唐英
年，就被有關團體示威者當場「侮辱」。不過，唐
英年毫不介懷，強調香港人務實，指所有特首參選
人承諾必須切實可行。他承諾，一旦當選，會秉持
此宗旨，繼續聆聽不同意見。

離開遭包圍 紙牌擊中頭
唐英年昨日甫抵達是次勞工界論壇，即到貼滿訴求的

「飯碗紙牌」了解民情。有人聲稱，希望唐英年當選後
增加「課外活動」。唐英年回應時笑言，「（課外活動）
要找關愛基金」。其間，有關團體示威者侮辱聲音不
絕，更在唐英年離開時，衝上台前包圍他。其後，唐英
年接受傳媒訪問，一度被示威紙牌擊中頭部。

唐英年回應時表示，早知道會遇到示威者，但強調倘
若當選，仍會再找機會，與勞工代表會面交流，「是次
與會者都是熟口熟面的示威常客，部分更不時在電視機
看到，但我仍然期望出席，與社會建構多點互信，為不
足的地方，想辦法做得更好」。

政綱待印刷 本周難出台
另外，唐英年否認有報道指，有選委已收到其政策大

綱，強調其政策大綱雖已定稿，但礙於印刷需時，未能
於本星期出台。不過，他承諾，印刷完成後，定會盡快
對外公布，並速遞予各選委，包括同屬選委的梁振英。
被追問政綱公布的確實日期時，唐英年笑說：「咁要問

部Printer」。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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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斷有人以匿名的方

式，以不同手段（包括匿名大

字報）來散佈謠言，對本人作

出無根據的惡意中傷及抹黑，

亦對其他人士進行蓄意攻擊。

對此，本人將會對匿名抹黑

者採取法律行動，同時希望各

媒介堅守職業操守和良知，不

再助長此等劣行，以後如再有

此類不實、具誹謗性文字的報

導，本人將依法起訴追究責

任。

林建岳
201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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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不足14%支持何俊仁

遇示威者抗議 唐唐毫不介懷

工聯會促唐回應標準工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選舉提名期將於下星期二開始，為
趕及「搶閘」於提名期首天報名，反對
派的參選人何俊仁近日四處拜票，而手
持29張選委票的公民黨已提名何俊仁。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該黨在首輪投票
中會支持反對派的特首參選人，但若何
俊仁在首輪投票被淘汰，他們會將票投
給承諾在任內落實2016年或以前廢除功
能界別以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以一人
一票產生的候選人，若其他候選人都未
能作出承諾，他們的選委便不會參加第
二輪投票。

梁家傑昨日又稱，公民黨已經去信邀
請3位行政長官參選人同場交流政綱，現
正等待回覆。反對派「飯盒會」立法會
議員亦準備在提名期結束後，邀請所有
合資格的候選人，同場出席一個公開論
壇，讓公眾人士及選委向候選人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爭取曝光率，
反對派特首參選人何俊仁接受商台節目《巴巴閉
邊個夠我查篤撐》主持人查小欣訪問，大爆其

「私生活」，但內容老套沉悶，其間他更自爆自己
沒有理會自己的「另一半」，獨斷地決定參選特
首。

何俊仁昨日在該電台節目上，指自己是次參選
特首，事先並無與太太商量，因其太太負責「內
政」：「如果不涉及搬屋，她（何俊仁太太）不
管⋯⋯對內的事全部交由她處理，例如是否買
樓、在哪裡買、如何裝修，一切由她決定。我冇
所謂，錢都全權授予太太打理，（民主黨創黨主
席）李柱銘跟我說， 人成日話女人胡亂花錢買
東西，但錢交到太太手裡，她反而捨不得花。」

他又稱，「如果要搬去禮賓府，就要問過她。
我說笑，可以像董建華般繼續住在現今寓所，我
兒子就指我參選係 辛苦」而被問及與太太相
處之道時，他則稱，要「QUALITY TIME」，認
為有些夫婦成日對住都未必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5名教育界選委聯合發
表早前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的教育界調查，指有48.5%
的受訪教育同工建議他們提名梁振英，建議提名唐英年
的則有37.6%，提名予何俊仁的只有13.8%，另有19.2%
認為不應提名任何人。

5名教育界選委蔡國光、周蘿茜、何漢權、麥謝巧
鈴、曹啟樂於上月10日至30日，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

563名教育同工。
結果發現，有48%受訪教育同工認為應投票予梁振

英，投予唐英年的則有40.1%，至於何俊仁只有
11.9%。

他們表示，5名選委會依據教育同工的意向，候選人
的政綱，其言行表現，以及其治港團隊等綜合因素，作
出審慎考慮，以提名和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月內開
始。工聯會新界辦事處主任、葵青
區議會副主席麥美娟，舉行連串街
頭運動，要求兩名參選人唐英年及
梁振英，在提名期結束前，清楚回
應有關落實推行標準工時的態度，
否則工聯會將不會提名。

麥美娟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特首選舉提名期在即，行
政長官參選人要我們撐他，我們亦
希望參選人能夠撐打工一族，達到
互撐局面」。她促請兩名參選人盡快
表態，支持每天8小時工作，一周44
小時，加班需要「補水」。

麥美娟：再迴避不提名

她續稱，除了昨日派發單張活動
外，工聯會未來一段時間，會於不
同地區舉行簽名運動，希望有關參

選人正視市民訴求。她又強調，倘
若兩人繼續迴避問題，就沒有機會
得到工聯會選委提名。

唐挺新產業冀創10萬職位
允討論標準工時 研廢「4118」保障散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關標

準工時以至集體談判等勞工權益，均為

「打工仔」最關心議題。特首參選人唐英

年說，香港生活迫人百物騰貴，明白「打

工仔」最渴望「有工開有糧出」，認為來

年面對金融風暴以至歐債危機，故自己稍

後推出的施政綱領，會有較大篇幅講述發

展創意及環保產業的具體建議，務求創造

10萬個目標職位，並承諾當選後會秉持兼

聽包容、誠意溝通的心態施政，因應勞工

界訴求搭建討論平台，全面討論標準工時

以至廢除「4118」連續性合約規定等。

唐英年昨日先後出席由香港天
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理工

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婦女
勞工協會、職工盟及街工合辦，和
幼兒教育界舉行的特首選舉論壇。

倡續用勞顧會討論爭議
在勞工界論壇上，唐英年在回應

有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訴求時表
示，「打工仔」工作生活應有更好
的合理平衡，強調自己個人不想為
選舉而魯莽開出多張「空頭支
票」，認為涉及社會重大課題，應
先得到社會充分討論，故建議新一
屆應繼續沿用勞顧會的討論平台，
並盡快組織恰當的對話機制，如參
考政府僱主與僱員過去的討論溝
通，就爭拗多時的標準工時問題凝
聚社會共識。

在論壇上，有基層代表促請政府
廢除「4118」的連續性合約規
定，以至考慮訂立兼職法，全面
保障零散工。唐英年表示，根據

《僱傭條例》，僱員如連續受僱於
同一僱主4星期或以上，每周最少
工作18小時，則屬於連續性合
約，僱員可享有休息日、有薪年
假及長期服務金等福利，否則只
有工資、扣薪限制及法定假日等
基本保障，認為規定可以適時檢
討，表示當選履新會按照第二季
的最新數字立即檢討。

憂低收入補貼有反效果
就與會者建議以「低收入補貼」

解決綜援標籤問題，唐英年強調，
自己原則上支持「打工仔」有合理
工資，但倘制訂「低收入補貼」變
相鼓勵僱主剝削工人，當局應透過
其他福利措施，包括交通福利津貼
等，協助有需要低收入人士，鼓勵
他們繼續就業維持生計。

向來關心青年發展的唐英年並強
調，保障就業是未來5年最大挑
戰，承諾自己一旦當選，會借助政
策誘因，包括透過稅務優惠及融資

配對等，為文化及多媒體創意者，
尤其是理科生，畢業後做到學以致
用，開拓更多美好出路。

積極考慮幼教納免費
在出席幼兒教育界選舉論壇時，

唐英年重申，他支持15年免費教
育，並理解家長的情況，但至於是
否把全日制幼兒教育納入15年免費
教育之內，他會積極考慮，並於日
後和各有關方面商討。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教
育界選委周慧珍在會後表示，唐英
年比較重視有關福利能否吸引港人
生育，以解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
作為考慮加入政綱的參考。

另一名與會的教育界選委甘秀雲
則表示，是否支持兩名參選人，有
待觀察兩人是否把免費全日制幼兒
教育納入政綱推行，目前兩人仍未
確切回覆，他們今日會約見另一參
選人何俊仁，屆時再思考提名取
向。

■工聯會與區議員向市民派傳單，解釋該會對未來特首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唐英年出席勞工政策論壇，雖然遭示威者多番抗議，仍然絲毫不介懷，表示會繼續聆聽不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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