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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姐號」入九東 爭基層支持
為黃國健打氣 盼兩票全投工聯

颱風「韋森特」上月23日襲港期間，一

艘貨輪上6個載有150噸塑膠原料聚丙烯的

貨櫃被吹散墜海，膠粒飄散至愉景灣、南

丫島至長洲一帶，事發多日後始被國際環

保組織舉報揭發。聚丙烯膠粒墮海事件發

生後，有關部門事發3日後始獲悉事件，反

映當局現行通報機制存在漏洞。如遇有毒

物質，後果不堪設想。當局應汲取今次事

故教訓，盡快建立涉及生態災難的通報和

應變機制，以便今後的涉事單位可緊急聯

繫有關部門，以第一時間應對可能出現的

危機。

此次膠粒墜海事件，涉事貨主雖表示事

發後已主動知會當局，但通報過程和時間

是否存在延誤值得探究，海事處、環保署

和食環署等部門之間的通報溝通也出現落

差，以致失去處理事件的黃金時間，令膠

粒飄浮擴散。聚丙烯膠粒本身無毒，事件

現時並未造成生態災難，不過亦有專家表

示，這些膠粒吸收海洋污染物，間接變成

有毒物質，破壞海洋生態和人類健康，泳

客在海灘游泳時，在海水中有可能不慎吸

入窒息，市民仍應保持警惕。

當局反應未如理想，除因事件罕見，更

緣於當局缺乏涉及生態危機的應急機制，

以致相關部門在事發後反應遲鈍。事件披

露後，大批市民響應環保組織呼籲，自發

到相關海灘撿拾膠粒，彰顯港人的環保意

識和公民責任，與當局的滯後反應形成強

烈對比。政府跨部門人員於上月31日始與

環保團體開會，商討處理方案，距事發已

有8天。膠粒墜海量大，市民十分關注事

件，當局各部門事發後卻各有各做，未有

即時通報公眾，反映現時缺乏處理生態危

機的機制，令各部門無可依循。

當局應藉今次經驗，盡快制定一套危機

處理應急機制，包括部門協調和聘請專家

協助善後，設立船公司和一般船家的緊急

聯繫通報制度，以便日後再遇同類事故，

可即時互通消息；環境局、食衛局在清理

海洋污染物和監察魚類水質情況時更應緊

密合作，借鑑外國處理大型海水污染問題

的經驗。此外，涉事貨主和船公司應負基

本責任，當局應檢討現時有關貨物墜海的

環保法例，令船公司和貨主保持警惕，防

止同類事故再次發生。 (相關新聞刊A18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其網誌中介紹，把使用率

偏低的工業區改為發展住宅區，可以達到多贏：住宅

用地的供應得到增加，工廠大廈的業主可望得到較佳

的經濟回報，附近居民的居住環境亦可以得到改善。

事實上，土地供應緊絀是本港近年樓價飆升的原因之

一。目前港九新界有大批工廈空置多年，既浪費寶貴

土地資源，也減慢舊區重建進度。當局應加快工業區

改建：一方面將部分政府擁有的工廈改為發展公營房

屋；另一方面可適度降低重建門檻，吸引發展商收購

工廈改建住宅，以紓緩市民的住屋需求。

過去本港製造業興旺，不少市區都劃出大片地區作

發展工廈之用。但時移世易，隨 本港經濟轉型，製

造業或相繼北移，或漸次式微，工廈已經供過於求，

部分較殘舊的甚至出現十室九空情況。這些工廈不少

位於市區地段，如觀塘、長沙灣、黃竹坑、新蒲崗

等，交通便捷，而且周邊地區發展成熟，硬件配套齊

備，長期丟棄實在可惜。同時，不少工廈由於日久失

修，加上租客寥寥無幾，導致樓宇殘破，影響市容之

餘，也衍生不少治安、環境衛生等問題。因此，當局

善用工廈資源，不但可紓解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而

且能夠發揮出地段的經濟潛力，更能推動舊區的重建

更新，一舉多得。

過去當局也有提出將部分工廈改建，但效果卻未如

人意，原因是要將工廈改為住宅的程序及要求都較為

繁複，發展商在收購工廈的所有業權後，既要得到城

規會批准，又要支付高昂的補地價，更要承擔最終功

虧一簣的經濟風險，令不少發展商因而卻步。同時，

當局以往推出的工廈改建，大多是規模較小，只是容

許個別工廈改建，令發展商未能取得規模效應，而建

成的樓宇因要面對四圍的工廈，也損害了樓宇的價

值。在這些不利條件下，發展商鮮有大規模的工廈改

建。

新一屆政府大力增加土地供應，並將釋放的工業用

地改為住宅用途作為主要措施之一，大方向正確，效

果也是明顯的。例如當局將荃灣沙咀道的工廈改建成

居屋用地，將為市民提供860個單位，而且附近還有大

量工廈可待開發，單計沙咀道一帶已可為市民提供大

量公營房屋，並可通過住宅區的發展推動該區的更

新。當局應研究將更多及更大規模的工廈群撥入改建

範圍，部分可以由房委會負責興建公營房屋，滿足基

層市民的住屋需要；部分可供發展商自行收購改建，

增加私人市場的單位供應；部分用地也可加入特別條

款，例如以較低的補地價及門檻批出，但條件是發展

商須興建面積較細或價格較低的住屋，又或是在買家

的身份上作出限制，為夾心階層市民提供多一個上車

渠道。 (相關新聞刊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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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
聯會新界東葉偉明參選團隊，昨日
在馬鞍山舉行「打工仔不要『長工
時』大行動」，以「標準工時要立
法，超時工作要補水」為口號，促
請特區政府加快標準工時的立法步
伐，並要求訂定每周的標準工時應
為44小時。倘有需要加班，僱主應
向打工仔發放1.5倍超時補水，又爭
取最低工資時薪不低於33元，加幅
不可低於通脹，及要求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討」等。

葉偉明及其團隊成員黃宏滔、程
岸麗、簡兆祺、曾勁聰及張國和，
於昨日在馬鞍山廣場舉行「打工仔
不要『長工時』大行動」，並向現場
市民索取簽名，希進獲得各位打工

仔女及其家人支持，督促特區政府
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盡快訂定
44小時標準工時，立法規定加班要
補水等訴求。

反無償加班 保障家庭樂
葉偉明解釋，目前雖有勞工法例

保障上班一族，又有最低工資保障
基層勞工，但卻未能落實規範工
時，令部分僱主可說是「奉旨」要
求員工加班，而不付加班費。他坦
言香港每年人均工時長逾2,300個小
時，冠絕全球已發展國家及地區，
當中「加班無補水」嚴重剝削及蠶
食打工仔的工餘休息時間，窒礙他
們的家庭享樂、進修時間等，令他
們的生活「慘上加慘」，故當局應本

保障打工仔基本生活，盡快設立
標準工時。

爭33元低資 交津行「雙軌」
他們又向街坊介紹參選政綱，強

調他們會爭取最低工資時薪不低於
時薪33元；建立三層集體談判權架
構，爭取建立「中央、行業、企業
三個層次的「集體談判權」；鼓勵
就業交通津貼計劃「雙軌制」，允許
以個人或家庭作申請單位；爭取盡
快設立由「勞、資、官」三方供款
綜合退休保障方案；改善強積金，
取消現時與長服金、遣散費對沖的
做法；全面檢討勞工法例，設立7天
男士侍產假、擴大工傷及職業病保
障範圍。

選戰存變數 惟做好本份
面對新界東19張參選名單的「混

戰」，首次以工聯會「旗幟」參選立
法會的葉偉明坦言，自己在未來1個
月會多落區，向選民解釋工聯會爭
取勞工權益的政綱，以較大型的競
選活動推廣他們的競選理念，強調
工聯每個成員都會貫徹工聯會「撐
勞工 為基層」的宗旨，在完善本港
各項勞工權益、各項有利民生等方
面繼續努力，讓每名市民均可安居
樂業。
被問到區內建制派同樣較多候選

團隊，葉偉明認為隨 未來選戰
「白熱化」，難避免競爭，但相信沒
有候選人表示「有把握」，指選戰必
有「變數」，惟有做好「自己工
夫」。

葉偉明倡「標時」周44句鐘

陳婉嫻在今屆立法會選舉轉戰全港性的超級區議會

選舉，為接觸更多選民，其宣傳車「嫻姐號」於

上月中啟航，並選擇在工聯會的「發源地」─土瓜灣

出發，並於昨日到訪黃大仙、觀塘、秀茂坪、四順及藍

田。在藍田期間，她聯同黃國健接觸街坊，宣傳「嫻姐

要參選超級區議會，希望大家支持，兩票全投工聯會」

的訊息。

監察港府施政 建設美好社區
陳婉嫻昨日在活動上坦言，香港回歸15年來，有很多

問題尚待解決；儘管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了不少利民紓

困的措施，但就像落實特惠生果金為例，仍有很多具體

的細節需要跟進：「我好歡迎，但是否咁就OK呢？當

然唔係啦！香港社會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包括老

人、青年、中年就業困難及貧富懸殊等。身為工會代

表，我最希望將基層的聲音帶入議會，特區政府更應該

聽取民意，改善施政。」

她續說，超級區議會選舉的選民來自全港，極具代表

性，特區政府不容忽視，故自己身為工會代表，會力爭

成為超級區議員，監察各項措施的落實情況，並向當局

反映基層市民的意見，「我希望和香港市民一起一步一

腳印，爭取權利，令社區及特區更加美好」。

為基層謀福利 KK努力拓票源
陳婉嫻又為在九龍東參選的黃國健打氣，「上次（立

法會）選舉，街坊得知KK（黃國健）成功進入議會都

好開心，但就不高興點解嫻姐入唔到（立法會）。今次

我和KK分開不同界別參選，大家就可以利用手上的兩

票，一票投KK，一票投嫻姐，希望兩人能夠一起勝

出，在議會內繼續為基層爭取權益」。

嫻姐昨日坦言對黃國健當選甚有信心，但黃國健坦

言，自己的選情仍然不明朗，十分嚴峻，「參選人數多

了，自己的樁腳又少了」，故希望具規模的、獨立的民

意調查盡快公布目前自己的選情，又強調自己未來的選

舉工程，首要穩定工聯會的會員票，及努力開拓其他的

票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榮譽會

長、立法會超級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陳婉嫻的

「嫻姐號」，聯同工聯會九龍東候選人黃國健，

於昨日走入九龍東，爭取街坊的支持。陳婉嫻

形容，自己的狀態很好，「當自己從決定參選

後，已經全情投入，力拚議席」，並強調自己

從政20年來，均為基層打拼，支持利民的政

策，反對不利民的政策，認為立法會需要中立

的議員，公正地監察政府。

■陳婉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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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中)促請特區政府加快標準工時的立法步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黃國健(右)

表示正努力

開拓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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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會向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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