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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拒清場 燒冥鏹驚動消防
時限屆滿開音樂會 或另覓地延續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彩荷）「佔領中環」行動

在香港持續超過10個月，高等法院早前頒令，行動

參與者要在昨晚9時前離開中環匯豐總行地下通

道，但有部分人士在時限屆滿後仍未離去，並聲言

在警方清場後，將會移師到立法會外繼續集會。匯

豐銀行昨晚派員到場張貼告示，提醒他們須在限期

前撤離，若未能如期清場，將會向法庭申請取回物

業命令。

美國紐約去年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隨即蔓延至洛
杉磯、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等城市，而香港亦有人於
去年發起「佔領中環」行動，行動參與者在中環匯豐總行
地下紮營留宿，他們提出反對資本主義、抗議金融和地產
霸權等訴求。匯豐銀行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取回總行地下
業權，日前法院頒令有關人士須於昨晚9時前交還佔據的地
方。

警方監察防有人滋事
匯豐總行地下的行人通道昨日仍有人留守，他們坐在梳

化或躺在地上休息。部分行動參與者於下午清理物品及離
開，但亦有人表明不理會法院頒令，繼續留守至清場的一
刻，「以和平方式抗爭」。有參與者表示，將會另覓地方延
續行動，但他們稱不會向外公布，以免影響整個行動計
劃。警方在場留意事態發展，以防有人破壞秩序。

匯豐：與執達吏商下一步
參與者昨日傍晚在銀行對開掛起寫上「反對資本主義」

的橫額，又用自備樂器和擴音器舉行音樂會，有逾百人參
與，亦有家長帶同子女到場，支持捍衛公眾空間，其間一
度有示威者燃燒冥鏹，大批警員及消防員到場戒備。不
過，在限期屆滿後，部分參與人士仍未離去，繼續在場載
歌載舞，而匯豐亦沒有派人清場。

匯豐昨晚9時派員到場與參與者會面，並張貼告示提醒有
關人士須在限期前撤離，否則會等法庭頒發取回物業命令
後，與執達吏商討下一步行動。「佔領中環」行動領導者
的何耀勝聲言會留守至最後一刻，在匯豐和警方清場後，
將會移師到立法會外繼續集會，稍後再會到香港大學集
會。
他又稱，會諮詢法律意見，希望在不違反法庭命令下繼

續佔領行動。

助「牛丸大王」種票 熟客3姊妹囚2個月「千斤頂」移位 旅巴壓死車房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八鄉高埔村昨午發生奪命工業
意外。一名汽車維修技工在一輛旅遊巴車底工作時，疑因其中一邊
頂起車身的油壓「千斤頂」移位，令重逾10多噸的旅遊巴突然下墜
壓中技工胸口，當場重傷被困，消防員救出送院證實死亡。
現場為高埔村一間專門維修旅遊巴的露天車房，慘死男技工姓

李，年約30歲，在上址工作1年多。
昨下午3時許，李用2個油壓「千斤頂」，一左一右把一輛61座的旅

遊巴車尾升起近2呎，並把該車2組「孖轆」尾輪拆下，再爬入車底
更換剎車皮。未料當李上半身進入車底開始工作之際，旅遊巴右邊
的油壓「千斤頂」疑移位，結果導致重逾10多噸重的旅巴車身右邊
後半截車身下墜，當場壓中李上半身，慘叫一聲昏迷。
工友驚聞慘叫聲發現後馬上報警，消防員趕到先用木方和油壓

「千斤頂」將旅遊巴升高才將李救出，惜送抵博愛醫院證實不治。

勞處調查故障或涉操作失誤
隨後警員和勞工處人員到場調查，由於工人使用的油壓「千斤頂」

每個均能承托重達10多噸的重量，升起旅巴應不成問題，勞工處將
調查肇事油壓「千斤頂」是否有故障或涉及操作失誤等。
死者李家榮(30歲)，家住天水圍天澤 ，有父母及一弟，父因長期

患病不能工作，母任清潔工人，弟弟的收入不多，故阿榮是家中經
濟支柱。
阿榮5年前在內地娶妻，有一女兒在港出世，正讀幼稚園。阿榮

的妻子去年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後卻另結新歡，在有了第三者的骨
肉後棄下夫女一走了之，迄今音訊全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資深物業
投資者施佳龍去年以1.95億元沽出貝沙灣三
期六號屋後，被指尚未支付193萬元佣金予
促成交易的美聯物業，日前遭對方入稟高等
法院追討。原訴人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答辯人施佳龍及由他擔任董事與股東的星源
有限公司，入稟狀指美聯物業促成施佳龍與
中華社有限公司，於去年8月15日就六號屋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根據代理協議，美聯物業在是次交易中可

獲193萬元佣金，施需要於去年11月30日或
之前支付，而物業交易亦已於今年1月30日
完成。星源分別於今年5月及8月向美聯物業
開出兩張193萬元及100萬元的支票，但均未
能兌現。資料顯示，六號屋的成交價為1.95
億元，物業面積約5,600平方呎，成交呎價
3.5萬多元，施佳龍於2005年斥9,200萬元購
入，賬面賺逾1億元，而買家中華社當時由
內地石化企業中國華信的董事局主席葉簡明
持有，他已於今年5月辭任中華社的董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在山
東省投資物業的香港老婦，疑因身家豐厚遭
妒嫉而惹來殺身之禍，被當地一名地產經紀
謀財害命拋屍池塘，警方經調查後拘捕涉案
經紀，案件目前仍在調查中。
遇害港婦姓項，63歲。據悉，項婦2009年

開始在山東萊西投資物業，因而與一名李姓
24歲男地產經紀認識，由於項婦是以現金一
筆過購入單位，出手豪爽，令李為之眼紅，
疑因而種下禍根。

今年5月底，項婦再到萊西收取出租物業
的租金，並辦理物業轉名手續，打算從此撤
出當地物業投資活動。李得悉情況後認為這
是「最後機會」，遂以證件未齊為由，把項
婦引到偏僻地點於車上用硬物襲擊項婦將她
活生生打死，再在其屍體上掛上水泥塊扔入
池塘之內。事後李持項婦的提款卡到銀行提
錢，可惜一無所獲。至6月初，有市民在池
塘釣魚時發現項婦屍體，警方經調查後迅將
涉案的李拘捕，起回項婦的提款卡等財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為設計專才
推廣設計與創意的九龍塘香港「創新中
心」，昨晨揭發租戶公司職員懷疑進行商業
間諜行為，涉嫌盜竊他人的設計意念文件出
售圖利，警方接獲舉報拘捕一名涉案男職員
帶署追查其是否干犯其他更多同類案件，列
作一宗盜竊案交由深水 警署刑事調查隊跟
進，「創新中心」則以私隱理由拒絕評論事
件。
現場為九龍塘達之路72號香港「創新中

心」，據悉上址除提供場地供設計業界進行
展覽及會議外，亦有辦公室作出租用途，被
捕男子姓馮、24歲，是其中3樓一間租用辦
公室的建築設計公司職員，涉嫌盜竊。

涉偷文件出售圖利
昨晨10時半，警方突然接獲「創新中心」

其中一間建築設計公司的38歲程姓女負責人
報案，指懷疑一名男職員盜取公司2份機密
文件，當中包括設計圖則等資料。警員到場

經調查後，不排除有人進行商業間諜行為，
涉嫌盜取公司的設計意念文件出售圖利，遂
將該名男職員拘捕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2006年正式啟用的香港「創新中心」

(InnoCentre)樓高6層，初時名為「科技中心」
(TechCentre)，是源自政府推展的「設計智優
計劃」，其成立目的旨在推廣設計與創意，
同時鼓勵業界及商界更廣泛善用設計，從而
讓設計業務得以蓬勃發展，推動香港創意工
業。
中心又具備面積達2400平方米的展覽場

地，供各類型創意工業展出產品與服務，為
設計專才提供實際幫助。

懲教署釋囚驗毒造假案續
審，辯方昨列舉受監管釋囚
再吸毒的個案數字，兩名被
告於2009年被捕後暴升9倍，
暗示署方「報細數」。服務懲
教署逾30年的總懲教主任余
國新(54歲)以證人身份於庭上

解釋，數字大增源於署方擴大驗
毒範圍，署方從沒為更生成功率
及就業率設定指標。辯方另指他
早知廉署展開調查，更在拘捕行
動前親自到受被告監管的釋囚家
中取尿液樣本化驗，余國新則回
應「完全無印象」。

被指「收風」釋囚家取樣本
承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隸屬

喜靈洲戒毒所更生事務組的懲教
主任鄧貴文（48歲）；及一級懲
教助理梁肇榮（53歲），早前求情
聲稱受上級「篤數指令」而犯
案，案件昨續審。辯方列舉受監
管釋囚再吸毒的個案數字，由

2009年底17宗，至2010年4月底，即兩被告
被捕後，暴升至155宗，暗示署方有「報細
數」之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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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間諜「創新中心」盜設計圖

港婦山東買樓 被殺棄屍池塘

美聯入稟追施佳龍193萬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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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再有8人承
認於區議會選舉「種票」被判監。當中3
人為嚴姓三姊妹，是「牛丸大王」黃標的
樂園茶餐廳「熟客」。辯方表示當日該食肆
要求她們「幫 手」、「選舉要夠票至
得」，更邀請她們做義工，3人填表登記做
選民卻空出地址一欄；而二妹及三妹於選
舉當日更擔任黃標助選團。辯方律師求情
時形容嚴家幼妹，因當時失戀想做義工消
磨時間，於是做助選團「幫人」，而大家姐
則無論填登記表和投票都只是「巧合」，誤
以為填表是支持黃標參選，非登記做選
民，當日去投票站亦只是支持妹妹，後來
才被說投票，並非刻意漠視法紀。

3人稱僅「一股傻勁」幫人
三姊妹嚴美琪（34歲）、嚴海文（28歲）

及嚴思明（24歲），同承認一項在選舉中
舞弊罪。辯方律師表示大姊嚴美琪是家庭
主婦，已多年沒有社會經驗，且只唸書至
中三，三妹嚴思明中五程度，正「半工讀」
修讀酒店管理，性格單純，平日亦喜愛做
義工，憑「一股傻勁」幫人。律師於庭上
指嚴思明正值失戀，為打發時間才去幫黃

標助選。二妹則學歷不高，一心想陪妹妹
才幫忙助選，忽略事件的嚴重性。
其餘5位被告張瑞冰（23歲）、曾寶琪

（29歲）、張君鼎（25歲）、張君豪（35歲）
及蔡香茹（30歲），當中及張瑞冰和張君
豪為夫妻，5人同承認一項選舉舞弊罪。
辯方律師於求情時表示張瑞冰來港只有10
年，對香港法律並不認識，且是其丈夫要
求她幫忙填選民登記表，唯有跟從。律師
續表示2人育有3歲兒子，家人已表示沒有
時間照顧，希望法官輕判。
代表8位被告的幾位辯方律師表示，是

次案件中各人都沒有獲得私利，且全都非
熱心政治；當中7人更從未試過投票，只
有嚴思明18歲時由父母陪同下投票，但連
投了給甚麼人也已忘記。

8人各囚2個月擬上訴
署理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判刑時直言案件

十分嚴重，監禁是恰當量刑，判處8人都
要入獄，因認罪由3個月扣減刑至兩個
月，即時執行。全部被告聽取刑期後都表
示上訴，裁判官准許各人以原有條件保釋
外出等候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證監會昨晚公
告，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安永」）
未有交出審計新股標準水務有限公司
（下稱「標準水務」）申請上市的會計紀
錄一事，防礙證監會對懷疑失當行為進
行調查，已在原訟法庭對安永展開法律
程序。

安永稱受內地法律限制
公告稱，證監會就此案引用《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185條，該條文賦權原訟法
庭進行查訊。證監會指，已向安永發出
正式通告，要求安永交出有關標準水務
的審計工作底稿及相關會計文件，但安
永沒有遵從此要求，聲稱沒持有該等紀
錄，並指受委聘的工作由其內地合營夥
伴安永華明執行，相關紀錄亦由安永華
明在內地持有。安永其後就沒有遵從證
監會要求一事解釋時，聲稱礙於「中國
法律的限制」，無法交出有關文件。
按照中國有關部門於2009年10月20日

發表的聯合聲明，會計紀錄（包括審計

工作底稿）在中國法例下可
能屬於國家機密，而所有香

港會計師將任何會計紀錄交予證監會等
監管機構前，都必須徵得內地相關部門
的同意，即使有關紀錄存放於香港亦
然。證監會遂透過有關調查事宜的常設
互助安排，尋求內地相關部門協助。不
過，安永華明並沒有按內地相關部門要
求交出有關紀錄。

證監指事態極嚴重
證監會指，安永身為前申報會計師而

安永華明作為其前代理人，卻沒有應證
監會要求向內地相關部門交出該等紀
錄，事態極之嚴重。證監會強調，任何
申請在港上市的私人公司的會計及審計
工作底稿，必須直接交予證監會，或根
據常設合作安排經由內地相關部門交
出，這安排尤其適用於證監會就懷疑失
當行為進行調查的情況。標準水務在
2009年11月向聯交所申請上市。到2010年
3月，安永突然通知聯交所，表示發現標
準水務提供的文件內容前後矛盾，因此
辭任。標準水務隨後亦撤回上市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特首梁振
英申請剔除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的選舉呈
請，聆訊昨日結束，法官押後宣判。而
高等法院上月拒絕受理何俊仁及(長毛)
梁國雄要求推翻特首選舉結果的司法覆
核申請後，2人已正式提出上訴，現有
待排期聆訊。
梁振英的剔除申請於本月中展開聆

訊，並押後至昨日繼續，代表何俊仁的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陳詞，他爭議選舉呈
請只可在選舉有結果後7個工作天內提
出的限制，違反《基本法》，又認為政

府亦未能提出合理原因，解
釋為何要實施這項限制，且

完全漠視選舉落敗者需要時間諮詢法律
意見，才能決定會否提出選舉呈請。
李又稱，7天的限制是由特首選舉日

與特首上任日之間有95天的時間而引伸
出來，但政府未能解釋95天的來由。此
外，如特首因為死亡或被罷免而無法履
行職責，法例規定需於特首有空缺起計
的6個月內選出新特首，李認為既然可
以容忍6個月的特首出缺，為何提出選
舉呈請的時限要如此緊逼。李又認為確
保特首選舉公平公正的公眾利益，應該
凌駕於盡快審理選舉呈請的考慮。

港 聞 拼 盤

特首申剔何俊仁呈請押後判

證監控安永索新股會計紀錄

▲何耀勝聲言會留守至最後

一刻，在匯豐和警方清場後

遷移到立法會繼續行動。

李彩荷攝

■勞工處

人員在奪

命工業意

外現場視

察環境並

用捲呎量

度 一 部

「 千 斤

頂」。

■被下墜旅巴壓死

修車工人李家榮(小

圖)遺體被舁送殮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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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傍晚在銀行對開的樹

上掛起寫上「反對資本主義」

的橫額。 李彩荷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