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自今年
3月中為藥駕訂立新罪行後，至今已拘捕29名
涉嫌藥駕司機。當中18名是在實施新例後被
捕，整體中有22名司機曾服用氯胺酮；同
時，今年上半年因酒後駕駛而被捕人數，由
去年同期的506人，按年下跌逾5.5%至478
人；而涉及單車的意外則按年增加9%至1,147
宗，相信與愈來愈多市民以單車代步有關。

首半年29人藥駕被捕
當局為打擊藥後駕駛，今年3月15日為服用

藥物後駕駛訂出新罪行，當中包括「零容忍」
及「在藥物的影響下駕駛」。警方昨日公布最
新交通意外數字，今年首6個月的致命交通意
外只按年上升2%，由去年同期的55宗增加1
宗至56宗。警務處行動處處長洪克偉表示，
今年首半年警方已拘捕29名涉嫌藥後駕駛的
司機，並相信其中22名涉案司機曾吸食氯胺
酮。
洪克偉透露，今年上半年因酒後駕駛而被

捕人數，亦由去年同期的506人減至今年的
478人，按年下跌5.5%；同時，涉及單車的交
通意外有1,147宗，按年增加9%，但致命交通
意外僅5宗，較去年同期減少3宗，洪克偉相
信與近年愈來愈多市民以單車代步有關。他
稱，警方已對單車違例事項進行嚴厲執法，
並會加強宣傳，希望能提升香港道路安全水
平。
此外，被問及有關今年七一的保安安排，

洪克偉認為警方當日的安排恰當，使用大支
裝胡椒噴霧前亦有先使用小支裝，只是示威
者未有聽從在場警方指示，繼續衝擊水馬，
相信警方已使用最低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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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颱風「蘇拉」外
圍下沉氣流影響，華南地區天氣持續酷熱，香港
天文台昨日在市區錄得攝氏34.1度高溫，是今年來
最高氣溫！除天氣炎熱外，空氣質素也差，中環
的路邊空氣質素監測站昨早錄得空氣污染指數高
達212，達「嚴重」水平。有家庭醫生表示，最近
兩天因中暑及上呼吸道炎症求診的人數急增10%。

中環空污達212「嚴重」水平
受到颱風「蘇拉」外圍下沉氣流影響，為華南

地區帶來天晴酷熱天氣。天文台昨日在市區錄得

34.1度的高溫，跑馬地亦錄得37.2度、黃大仙37.1
度、上水37度。昨早7時，環保署位於中環路邊監
測站錄得的空氣污染指數達212，屬「嚴重」水
平；旺角的路邊監測站錄得空氣污染指數亦達200
的「甚高」水平。

醫生籲外出撐傘多喝水
有市民表示，空氣質素太差，呼吸困難，做運

動時更特別辛苦；有市民指前日起已感到空氣內
有一層薄膜，令環境一片灰濛濛。家庭醫生關嘉
美表示，最近兩天天氣酷熱，天氣「翳焗」，不少

人因中暑或因吸入污染物導致上呼吸道炎症，出
現喉嚨痛、咳嗽或呼吸不暢順等症狀求診，令最
近兩天求診人數急增10%，呼籲市民外出應撐傘及
多喝水。
環保署解釋，受到颱風「蘇拉」外圍下沉氣流

影響，為華南地區帶來天晴酷熱天氣，促使臭氧
形成，而本港市區風勢較弱，令汽車排放物積
聚，導致空氣質素轉差，提醒市民當空氣污染指
數處於甚高水平，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人
士、長者及兒童宜減少體力消耗，及避免長時間
逗留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

本港今年首半年總體罪案達3.7萬宗，按年增加0.4%，
並以詐騙案錄得較大升幅，由去年同期的2,871宗，

按年增加13.5%至3,260宗。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盧偉
聰表示，電話騙案、電郵詐騙及網上商業詐騙案的升幅較
大，今年上半年接獲310宗電郵詐騙，涉及商業及個人層面
的詐騙案分別有169宗及141宗，按年急升近5倍及98.6%，
損失逾6,000萬元。

電話詐騙增半 主為虛構綁架
警方接獲的電話詐騙舉報亦有增加趨勢，由去年同期的

806宗上升51.1%至1,216宗，犯案手法以「猜猜我是誰」及
虛構綁架為主。盧偉聰透露，為針對電話詐騙，已加強與
內地部門合作，及開展以情報為主導的執法行動，今年首
半年偵破10宗虛構綁架電話騙案，拘捕7名涉案內地人士。
他稱，今年首6個月因犯事而被補的內地人有667人，按年
增加15%。

夥拍海外機關 全力追查源頭
為打擊有關的詐騙罪行，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已於今年3

月成立專案小組。盧偉聰表示，專案小組會對有關案件進
行全面分析，並追查相關源頭，同時負責採取執法行動；
以電郵詐騙為例，小組與海外執法機關保持緊密合作，至
今已成功拘捕8名涉案人士，並凍結其銀行戶口內合共
1,700萬元的犯罪款項。
盧偉聰重申，雖然警方在上半年面對不少刑事罪案挑

戰，但本港治安狀況仍然平穩；承諾會繼續透過不同渠
道，以跨界別及多機構合作的形式，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
向中小企業，提供最新的科技罪案趨勢及防範罪行訊息，
並透過警訊及各大傳媒呼籲市民留意騙案的犯案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跟
蹤、偷拍和踩線等查案手法，是電
視或電影熒幕上常見的橋段。原來
現實生活中，亦有為數不少的私家
偵探每日做㠥同樣事情。有私家偵
探社指出，過去兩年接獲的委託數
目不斷增加，其中調查兒女有否吸
毒及援交等不良行為的個案，更由
2010年的177宗急增至去年的298
宗，升幅高達68.4%。公司正準備以
高薪招聘大量私家偵探及神秘顧
客，月薪可高達1萬至1.2萬元。

無在職培訓 工作一腳踢
宏智國際全女班調查顧問公司創

辦人兼調查總監文顯楠指出，私家
偵探業一直予人一種神秘感，市面
上亦較少有公開招聘，以往入行當
私家偵探亦主要透過熟人介紹，對
學歷沒有特定要求，一般新入職月
薪介乎6,000元至8,000元，部分僱主
更沒有替僱員供強積金，「工作性
質是一腳踢，沒有任何在職培訓，
員工難以得到任何保障」。

文顯楠表示，年幼時已透過親戚
接觸該行業，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
作亦是透過一些招聘廣告當上私家
偵探，「老闆見我為人醒目，基本
上我第二天上班已開始獨自去跟蹤
及偷拍，從沒學過甚麼」。正因如
此，文顯楠終決定自行建立一家具
規模及讓年輕人有發展前景的偵探
社。

招30見習偵探 女性為主
她指出，接獲的委託個案以涉及

「通姦」等男女關係為主，亦是全港
首間提供調查兒女活動服務的偵探
社。宏智將於明天舉辦招聘講座，
並於下周六舉行一個大型招聘會，
期望招聘30名見習偵探，月薪1萬至
1.2萬元，學歷要求為中七或中學文
憑試。此外，宏智亦招募主要替顧
客「巡視業務」的神秘顧客及行政
助理、接待員等職位。
文顯楠又謂，公司招聘的私家偵

探對象以女性為主，因為女性普遍
較細心、易於易容，且大部分人對

女性的戒心較低，較易向目標「埋
身」。她強調，公司委派偵探工作
時，會先評估危險性；另如蒐集資
料的過程涉及違法行為，「一定不
會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颱風「韋森特」早前
吹襲本港，導致航空交通大混亂。香港航空更有地勤人
員不滿工作量大增，一度出現罷工。工聯會香港民用航
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張樞宏表示，業界人手不足問題惡
化，單是香港航空尚欠50名地勤人員；有貨運站更於本
月1日起加推「超時獎勵金」，進一步凸顯問題的嚴重
性。

工聯批編制休假安全
香港航空有地勤人員早前需連續工作逾46小時，以致

有人即時「劈炮」，甚至出現短暫罷工。工聯會香港地勤
服務職工會主席李永富指出，以現時香港航空及香港快
運擁有21架飛機的規模，人手編制應有近200人，惟目前
只有不足150人。他續指，不少香港航空地勤人員亦投
訴，公司要求員工連續工作13天至14天才休假2天。
工會又批評10號風球當天，機管局及航空公司沒有及

早作出應變措施，令多名乘客滯留機艙；又指航空公司
妄顧地勤人員安全，指令他們在超出飛機公司風速限制
的情況下打開艙門。

管理層承諾增聘地勤
香港航空回應指，管理層了解前線員工的狀況，會額

外招聘15%至20%前線人手，減低員工工作量，並會按
照民航處指引安排及遵守空中服務員的上班時限準則。
民航處指出，與飛機操作有關的程序，包括開關艙門

及上落客貨安排，須按飛機製造商發出的操作手冊進
行。機管局表示，目前在惡劣天氣下，停機坪的所有戶
外工作將會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港詐騙案有上升趨勢。警方公布今年首半年的詐騙案數

字，由去年同期的2,871宗按年升13.5%至3,260宗。當中商業電郵詐騙錄得近5倍升幅，而

內地人以電話詐騙如「猜猜我是誰」及虛構綁架等案件亦有所增加。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今年3月已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全面分析及執法，至今已拘捕8名涉案人士，並凍結騙徒戶

口共1,700萬元犯罪得益。

■受颱風「蘇拉」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各區空氣污染指數全線上

升，尖沙咀外望維港天空灰濛濛一片。 中通社

市區34.1℃今年最熱 中暑求診增一成

航空業人手不足 港航快運最嚴重

聘偵探查子女黃毒升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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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設專案小組執法 拘8人凍結1,700萬
上半年商業電郵詐騙升5倍

近兩年罪案數字
刑事罪案 2011年首半年 2012年首半年 差異

詐騙 2,871宗 3,260宗 +13.5%

電話詐騙 806宗 1,216宗 +51.1%

商業電郵詐騙 29宗 169宗 +483%

個人電郵詐騙 71宗 141宗 +98.6%

交通罪案 2011年首半年 2012年首半年 差異

致命交通意外 55宗 56宗 +2%

酒後駕駛 拘506人 拘478人 -5.5%

藥後駕駛 / 拘29人 /

單車受傷 991人 1,071人 +8%

單車死亡 8人 5人 -38%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洪克偉(左)及盧偉聰(右)總結警方上半年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文顯楠展示最基本的偵探「用

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張樞宏(左)指航空業界人手不足，單是香港航空已欠

50名地勤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