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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1400人遊行 涉多項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潔穎 澳

門報道）澳門昨日有多個團體趁五
一勞動節發起遊行，表達不同的訴
求。澳門警方表示，昨共有1,400人
參加遊行，警方出動180人維持秩
序，其間有團體要求走出馬路遊
行，並一度與警方對峙，經雙方磋
商後，遊行人士願意配合警方安
排。澳門警方發言人事後形容，是
次遊行和平有序，過程順利，遊行
人士成功向澳門特區政府表達了各
項訴求。
澳門昨日參與「五一遊行」的團

體除主要反映僱員權益及民生等問
題外，主題包括對澳門特區政制發
展的意見，遊行人士主要希望減少
立法會間選和委任議席。當中有議
員表示希望明年澳門立法會能增加

4席直選，減少4席非直選，行政長
官選委增至600人。亦有議員稱不
少居民上街反映對政制發展意見，
是因為不滿政府硬銷主流方案，希
望當局認真聆聽訴求。也有遊行團
體向澳門中聯辦遞交請願信，要求
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協助他們在內地
的超齡子女來澳居留。
另外，澳門工會聯合會昨日亦在

白鴿巢公園舉行遊園活動，以問卷
方式調查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了
解和訴求。會長何雪卿稱，現時解
僱補償的上限月薪1.4萬元和上限
月數12個月均已不合時宜，有需要
同時放寬，促請政府深入研究整體
勞動政策，盡快修訂解僱補償上限
等勞動範疇法律法規，配合社會發
展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48！48！」
昨日五一勞動節，消防處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約
1,700名休班消防員參與，要求處方把每周工時由
54小時減至48小時，和其他紀律部隊一致。不少
消防員一家大小遊行要求縮減工時，更有當值消
防員在消防局外，高舉工會海報以示支持。工會
指若得不到處方積極回應，或再按章工作，但絕
不罷工。消防處表示，尊重工會遊行，重申不反
對在符合「三不」條件下，逐步縮減工時。

當值消防員獲准局內靜坐
遊行隊伍昨晨11時許在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

行至新政府總部，沿途高呼「爭取每周工時48！」
消防員黎先生表示，其他紀律部隊都是每周工作
48小時，唯獨消防員是54小時，屬不合理。從事
消防員17年的曾先生，帶同太太及7個月大嬰孩

遊行，曾太指上街遊行全為支持丈夫，希望爭取
到合理工時。
消防處昨批准當值消防員在局內靜坐，表達訴

求，當隊伍經過港灣道消防局時，消防員李志深
打開大閘，並高舉工會印製的海報以示支持，遊
行人士均報以掌聲，並高呼：「勇敢的消防員！」
李志深激動落淚，希望處方可向決策局提出增加
人手並縮減工時的要求，又哽咽道：「若處方要
處分，便處分我！不要影響其他同事！」

強調不罷工 或按章工作
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李德其表示，縮減工時訴

求已越臨界點，處方早前提出縮減每周工時至51
小時，只能視作為過渡方案，希望公務員事務
局、保安局及消防處盡快和工會展開四方會談，
訂出縮減工時路線圖和時間表，若得不到積極回

應，或再按章工作，但強調不會罷工。
消防處發言人表示，不反對在符合「不需要額

外財政資源」、「不涉及額外人手」和「維持為
市民提供的服務水平」的前提下，逐步縮減工
時，今年2月制訂縮減每周工時至51小時的建議
方案，諮詢結果將於本月中公布。保安局副局長
黎棟國表示，理解工會訴求，但指各紀律部隊工
作各異，縮減工時不能一概而論。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會長林淑儀，立法會
議員黃國健、王國興、潘佩璆和葉偉明，理

事長吳秋北，與一眾打工仔兄弟姐妹行畢全程，一
同爭取勞工權益。由深水㝸楓樹街球場出發，遊行
至油麻地眾坊街的遊行隊伍，不斷高叫「捍衛勞動
尊嚴，凝聚力量」口號，工聯會稱有逾5,000人參
與，警方則指有2,400人，遊行人士沿彌敦道由深
水㝸行至油麻地。

吳秋北宣讀五一宣言
遊行前，吳秋北宣讀工聯會的五一宣言，冀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要盡快落實政綱內保障僱
員權益的各項政策，包括僱員工傷權益、檢討最低
工資水平、訂立標準工時及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等。
他又說新政府領導團隊應兌現「親民」承諾，施政
要以民為本，發展以就業為重。
各行業代表又將象徵不同訴求的道具，包括設立

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統一勞工假期及公眾
假期等，逐一放入「時間囊」，黃國健坦言，期望
在各位打工仔見證下，5年後可以審視特首任內能
否實現打工仔訴求。

月薪4萬白領 日做14小時
遊行以「捍衛勞動尊嚴」為主要口號，而不少來

自各行各業的參與者卻有不同「苦況」。專線小巴
司機陳先生指，因每更工作鐘數長，而且飯鐘不定
時，甚至無時間食飯的情況常見，冀政府可為標準
工時立法，甚至檢討最低工資能否應對高通脹的經
濟環境。而來自公務員團隊、於入境處工作近30年

的王先生，亦對大眾
認為是「鐵飯碗」的
公務員工作抱有怨
言，他表示，現時因
雙非嬰兒等問題，入
境處人手緊絀，令到
他們的飯鐘無保障，
籲當局增聘人手之
餘，檢討公務員飯鐘
是否統一。
有別藍領階層要爭

取調高最低工資水
平，白領人士則趁勞
動節爭取最標準工
時。月入近4萬、任
職會計師的陳先生坦言，遊行目的是要爭取標準工
時立法，並指以往任職銀行後勤每周要工作近100
小時，即使近2年轉職會計師，於3月、8月及10月
都要趕死線，每天工作近14小時。他坦言，很多人
認為中產人士生活無憂是有錯覺，反而白領承受的
壓力大之餘，更因為不斷的加班影響家庭關係，希
望僱主不要將僱員當作機器。

職工盟遊行 2700人參加
此外，職工盟亦有發起遊行，爭取標準工時立法

以及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並提高至時薪33元。
職工盟聲稱有3,200人參加，但警方表示，遊行隊
伍只有2,700人。該遊行隊伍下午於維園集合，沿
軒尼詩道經灣仔和金鐘，最後抵達新政府總部。

5000工友爭權益
訴求存封時間囊
工聯會五一遊行捍衛勞動尊嚴 五年後檢視成效

1700休班消防爭減工時

工聯會遊行訴求
■最低工資由時薪28元增至33元

■設立標準工時

■就集體談判權立法

■統一勞工假期及公眾假期

■監管高油價及石油氣價影響職

業司機收入

■監管外判商

■改善僱員工傷權益

■優化退休保障制度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促請政府盡快訂立標準工時、調

高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及

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等勞工議題，

成為昨日國際勞動節一眾打工仔

走上街的主要訴求。工聯會昨早

舉行「捍衛勞動尊嚴五一大遊

行」，各行各業工友及工會代表約

5,000人出席，其間高呼多項打工

仔訴求，爭取應有權益和關注退

休生活等問題，希望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上任後要盡快落實政綱

內保障僱員權益的各項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最
低工資實施一周年，香港打工仔薪
金普遍獲得上調，但勞工界依然不
滿。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表示，
基層勞工薪酬確有明顯上升，惟抵
銷不到通脹加幅，期望當局盡快將
最低工資水平升至時薪33元。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出，最低工
資實施至今，本港就業人數有所上
升，但強調要客觀處理最低工資水
平問題，因經濟下行時，就業市場
會受衝擊。

陳婉嫻：將約梁振英商討
陳婉嫻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打工仔可獲每年一次檢討薪酬水平，
現屆政府卻堅持兩年才檢討一次最低
工資水平，是違反市場運作，認為當
局傾向工商界。她說：「很多小老闆
對我說，租金才是支出增加最大的項

目，並因此拉高通脹。」
陳婉嫻指出，最低工資令「打工

仔」工資水平明顯上調，卻敵不過
通脹，「有綜援受助人想投入勞動
市場，卻害怕工資被通脹蠶食而不
敢工作。」她又批評政府將服務外
判後，沒有理會外判工人被剝削的
問題，只是將責任外判。陳婉嫻表
示，工聯會將盡快約見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討論有關問題，並要求
將最低工資調升至時薪33元，以應
付通脹及生活開支。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過去

一年通脹上升劇烈，最低工資加到時
薪33元才能維持有尊嚴的生活。他
說，相比起商舖租金上升兩成至三
成，增加工資對僱主經營應不會造成
太大壓力，而最低工資實施至今一周
年，令27萬工人受惠，收入平均增加
14.25%，但並沒有引起職位流失或倒

閉潮。
出席同一個活動的工黨主席李卓

人表示，最低工資實施後，出現更
多「假自僱」及「減工時」的問
題。他又指出，市面上不少安老
院、飲食業及保安公司均出現請人
困難的情況，認為是適當時機上調
最低工資水平，「其實最低工資實
施後，綜援個案都減少了6,000宗，
每年已為政府省下逾5億元」。

張建宗：經濟有下行風險
張建宗指出，最低工資實施一年，

整體運作暢順，本港就業人數有所上
升，主要由於經濟暢旺及行業出現
「洗牌效應」所致。他說：「時薪28
元水平令求職者有更多選擇，『洗牌
效應』可以預期；但經濟下行時，就
業市場會受衝擊，故要客觀釐定最低
工資水平。」

■封存時間囊。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1,700名休班消防員參與，要求縮減每周工時

至48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裕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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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陳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攝

■入境處工作近30年的王

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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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人參與工聯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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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資」增薪輸通脹
工聯倡時薪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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