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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捱打失工作能力無得賠
遏醉駕增醉客頻受襲 汽總促立法保障職業司機

汽總的士司機分會主任杜燊棠和小巴分會主任陳逢源指
出，的士和小巴司機是自僱人士，不受《勞工法例》保
障。由於現時的士和小巴司機年齡偏大，患有各種勞損和
傷病的比例高達80%。加上，政府近年大力打擊醉駕，使

很多酒後人士改用的士服務，使的士司機受「醉客」襲擊
的機會大增。杜燊棠指，由於法律保障不足，司機受襲後
一般也選擇啞忍，甚少追究，因為「報警都無用」。
66歲的何先生任職的士司機逾30年，今年4月清晨5時，

在尖沙咀金馬倫道接載一名30歲至40歲的酒後男乘客到天
水圍，下車時該名乘客拒絕付款，把何先生按壓於 盤上
不斷毆打頭部及眼部，並把撕碎的鈔票擲向何先生後逃
去。何先生受襲後頸椎移位於屯門醫院留醫，不能下床走
動，並需要專人照料。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其女兒
何小姐哭訴，警方單是驗鈔票上的指模也需3個月，父親
並未得到任何保障和賠償，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

車行無慰問 還索「墊底費」
車行非但沒有任何慰問，還向他們索償「墊底費」，令

他們雪上加霜。何先生還有一名30歲中度弱智的兒子，過
去何先生每周都會接兒子外出遊玩，受傷後，兒子的脾氣

變得暴躁，甚至破壞了庇護工場內的設施，何太慨嘆：
「我現在要同時照顧兩名傷殘人士，如何分身得來？」

鄧家彪促成立中央補償金
此外，職業司機飽受「不被列為職業病的職業病」煎

熬，汽總副秘書長鄧家彪指出，政府現時只列明51種法定
職業病，內地卻有115種，差幅達1倍以上。職業司機的常
用疾病包括頸椎病、腰肌勞損、前列線炎、脂肪肝、胃
病、消化系統疾病等，都與他們每天長時間從事駕駛工作
有直接關連，政府卻沒有將其列入《僱員補償條例》的保
障之中。
陳逢源指出，小巴司機每日工作至少9小時，中間連上

洗手間的時間也沒有，他曾因忍尿過度而罹患前列線炎，
現時有失禁現象。另外，60%的巴士司機患有不同程度的
勞損和痛症。工會促請政府盡早研究和成立「中央僱員補
償基金」，將保障範圍擴展至所有職業司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淑貞) 的士司機

屬於自僱人士，不受《勞工法例》保障，

一旦受傷，非但即時「手停口停」，且須

負擔沉重的醫藥費。政府近年積極打擊醉

駕，乘客酒後改用的士服務，「怪客」增

多使的士司機受襲的機會大增，有人受醉

酒客襲擊後，失去工作能力，沒有任何賠

償之餘，還被車行索償「墊底費」，雪上

加霜。除了的士司機外，小巴及巴士司機

均飽受工時過長、行車時間緊迫等職業病

煎熬，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促請政府立

法保障職業司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建邦）「超級市場唔
捐，我捐！」地球之友早前揭發，4大超市每日寧願
棄置近29噸尚可食用或未過期的食物，也拒絕將廚餘
捐贈予有需要人士，嚴重浪費食物。但小本經營的商
販卻毫不吝嗇，深水 民社服務中心的4名婦女，每
晚7時推 手推車，向石硤尾街市商販收集尚可食用
的食物，平均每晚可收集100公斤，再捐贈予有需要
的居民，60人受惠。

超市日棄29噸 未落實轉贈
地球之友早前揭發，本港4大超級市場每日棄置近

29噸尚可食用及未過期的食物，若向每個有需要家庭
轉贈一斤食物，29噸足以支援4萬多個家庭，惟多間
超市遲遲未願落實轉贈建議。
深水 民社服務中心4名婦女坐言起行，每晚7時推
手推車，向石硤尾 街市商販收集尚可食用的食

物，平均每晚收集100公斤，包括蔬菜、生果、豆腐

花及麵包等，大部分食物贈予 內的長者及綜援人
士，受惠人數約60人。
參與捐贈計劃的石硤尾街市菜販肥仔說：「賣不出

的貨物反正要棄置，倒不如做善事捐贈有需要市民，
又不會影響生意，總好過每日丟出去『太折墮』！」
該計劃統籌社工廖家強稱，若有超級市場參與，將令
更多市民得到食物援助，「期望食物回收捐助服務由
石硤尾 推展至其他地區，每個食物回收中心每日派
發100公斤至200公斤食物。」
民社服務中心去年4月展開《食物分享活動．回收

助人計劃》，食物回收後轉贈區內長者、綜援人士及
其他基層市民。
地球之友向超級市場作出呼籲，將可食用的賣剩食

物贈予食物回收銀行，協助基層市民，並回收不可食
用的過期及腐爛廚餘，用於堆肥或動物飼料，但至今
除了吉之島回覆需要更多資料參考外，其他超市仍未
有回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你有一名怎樣的爸
爸？他會否私自替你完成所有決定，但出錯時卻拒絕認
錯？即使有千百類父親，但他們同樣疼愛子女，因子女
永遠是他們最大的成就。一項調查發現，不少港爸自評
為「死要面」及「直升機」型父親。有社工表示，若港
爸過度 緊子女會適得其反，建議他們為子女提供合適
的成長空間，學懂互相尊重。

放棄事業做「住家男」 身教樹榜樣
昨日父親節，為家庭辛勞工作的父親就算背景南轅北

轍，愛惜子女的心卻是一致；有的甘願留在家中做「湊
仔公」，亦有人為養育子女，即使工作辛勞也絕不氣
餒。

主修親子教育的社工文先生，為免錯過兒子10年成長
歷程，不惜放棄事業當「住家男」，以身教為兒子建立
榜樣，教授人生及價值觀，希望兒子正直做人。而經常
要深宵工作的楊先生，於妻子身故後父兼母職，為了賺
錢養兒，被迫將兒子託付家人照顧，但即使工作辛勞，
也堅持每晚抽時間與兒子通電聊天，爭取相處機會。兩
位父親雖然背景不同，但所體現的父愛卻同樣偉大。
為響應父親節，有商場訪問500名本港爸爸，要求他

們按性格作自我分類，結果發現20%的受訪港爸自評為
「死要面型」，由於面子問題，犯錯後從不承認錯處；另
有17%受訪者自評為「直升機型」港爸，會經常替子女
完成他們的工作，並如直升機般在上空盤旋，監視子女
的一舉一動；同時有15%受訪者是「學術型」港爸，理
性為子女分析及決定最適合他們的安排。節日總離不開
禮物，調查亦發現，分別有29%及15%的港爸，最想收
到的父親節禮物是子女孝順聽話和有子女供養。
港爸對子女用心良苦卻容易出現反效果？明愛男士成

長中心督導主任黎偉倫提醒，父母常在照顧子女時忽略
他們的感受，結果適得其反，建議港爸與子女相處時，
避免尖酸用詞，並給予足夠成長空間，同時謹記學懂與
子女互相尊重。他說，若港爸從小與孩子多說話，以身
教的形式讓子女了解父母的期望，便可減低相處時產生
的磨擦，但提醒父母不應過分期望「養兒防老」，因孩
子成家後需照顧自己的家庭，為免增加子女負擔，父母
應及早儲蓄保障退休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父親節是敘天倫
好時機，但香港不少男僱員因僱主未有提供侍產假，無
法履行丈夫或父親責任。教聯會與教評會成員於昨日父
親節帶同手推嬰兒車，遊行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沿
途高叫口號，促請新一屆政府盡快全面推行男士有薪侍
產假，避免造成公務員隊伍與全港僱員分化。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評會成員約20人，由中環皇

后像廣場遊行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沿途高舉「強烈
要求全面推行男士有薪侍產假」、「女士有產假，男士
要陪產」等橫額，要求立法制訂男士有薪侍產假。

王惠成：助防社會分化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公務員已實行5天男士侍

產假，只有小撮公務員受惠，未能惠及全港僱員，要求
盡快擴展至全港。教聯會又希望候任特首梁振英履行競
選政綱，逐步把侍產假推廣至資助機構及私人企業，避
免造成社會分化。有參與遊行的父親指，侍產假讓他們
有更多時間陪伴太太，紓緩太太情緒。

六成僱員每周工時逾48鐘
一項關於全職僱員工時調查訪問約150人，60%受訪

者每周工時超過48小時；近40%人筋骨痠痛、睡眠不足
及容易疲倦，反映男僱員工時長問題嚴重，與家人相處
時間及質素下降。團體促請新一屆政府就標準工時立
法，每周標準工時44小時，上限60小時，逾時工作應
「補水」。

教聯遊行促全面推侍產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
港婦女第3大癌症殺手──乳癌，出
現年輕化跡象，60%新增個案患者平
均年齡40歲至59歲，較歐美患者年輕
12歲，為本港年輕婦女敲響健康警
號。有醫生提醒婦女提高警覺，以
免耽誤求診影響病情，及早醫治或
能避免切除乳房，目前藥物副作用
也較過往少，能大幅增加存活率。
現年50歲的鄭女士外表與一般婦

女無異，但其實她在一年前因乳癌
與死亡擦身而過。去年4月，鄭女士
偶然發現乳房有硬塊，為免家人擔
心選擇隱瞞，但體重3個月內由160
磅跌至130磅，身上發出異味。後來
家人帶她求診，證實患上第4期乳
癌，當時估計生命尚餘1個月。

她曾聽過手術及藥物會帶來痛
苦，初時抗拒治療；及後得到家人
勉勵才願意嘗試。而治療成效理
想，她逐步康復，體重回升至約140
磅。她表示，治療沒有想像般痛
苦，「活到現在，像額外賺了1年性
命，慶幸當時有聽家人意見，及時
治療」。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周李舒雅表

示，本地乳癌患者數量由1993年起
持續增長，平均每日有7位婦女確
診，令乳癌成為本港婦女第3大癌症
殺手。她指乳癌出現年輕化趨勢，
60%新增本地個案年齡介乎40歲至
59歲，比歐美國家平均年齡低12歲
至13歲，情況堪憂。
儘管年輕化問題嚴重，公眾對乳

癌認知未有提升。周李舒雅指出，
市民對乳癌認知嚴重不足，常在出
現病徵後置之不理，延誤求診情況
普遍。曾有患者延誤診治半年多，
她強調延誤求診將大幅減低存活
率，同時令病情加速惡化。
「病向淺中醫」是老生常談，但

患者卻被坊間謬誤嚇怕而延誤求
診。周李舒雅指，坊間謬誤主要有3
類，包括治療期間要切除乳房而失
去性徵，同時誤以為化療是唯一療
法，以及以為療程會帶來痛苦。她
澄清早期乳癌可用藥物治療，毋需
切除乳房。現時有多種治療方式選
擇，醫生可為患者度身訂造療程減
低副作用。周李舒雅建議，婦女應
留意生活習慣，避免長期熬夜，平
日需多留意乳房狀況。乳房一旦無
故脫皮、損傷、凹陷、甚至出現硬
塊，應盡早求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淑貞）慢
性阻塞性肺病是本港入院率第二高
的疾病，為鼓勵患者積極面對疾
病，北區醫院於2011/12年度與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合作，培訓56名學生
義工，為慢阻肺病病人進行家訪，
引導他們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成功
將患者的入院率減低20%，住院日

數也下降。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直至
2030年，慢阻肺病將成為全球第三
大致死疾病。有見及此，北區醫院
於2 0 0 9年成立「康肺協盟」，
2011/12年度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合
作培訓56名學生義工，為慢阻肺病
病人進行家訪，引導他們建立健康
生活模式。

有參與的學生感慨道，「病人不
能遠離上水區，因為氧氣的使用量
約為3小時」，讓他深感健康的可
貴。這次計劃把學生與患者的生命
連繫起來，任紹 同學從黃婆婆身
上學到「就算面對逆境，也不能輕
易放棄或逃避。身為學生最大的壓
力是應付功課和考試，但對一個長
期病患者來說，最大的壓力來自身
體機能帶來的沉重負擔，他們所擔
憂的往往是我們不能理解的」。

街市商販捐食物 每晚百公斤惠60人

乳癌年輕化 早求診有救

56學生義工 訪慢阻肺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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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籲港爸勿太 緊 給子女成長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