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彩荷）

環保觸覺昨日舉辦第三屆「香港無
冷氣夜」，參加者由昨晚7時至今早7
時關掉冷氣機。直至昨日正午為
止，有逾7萬個家庭登記參加這次活
動，料可節省56萬度電，發電廠可
減少排放近400公噸二氧化碳。環保
觸覺希望透過「香港無冷氣夜」，令
公眾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性，鼓勵

市民身體力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香港每年夏季7月至8月期間，冷氣

的耗電量佔全港總用電量約60%，環

保觸覺為響應節能減碳，今年舉辦第

三屆「香港無冷氣夜」，至昨日正午

已有逾7萬個家庭登記參加活動，亦

有13間大學及大專院校、222間中小

學和幼稚園師生響應參加，另有逾

180間公司及機構亦支持活動，部分

物業管理公司昨晚關掉屋苑或大廈大

堂冷氣機，用行動實踐綠色生活。
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他們

昨晚7時至今早7時關掉冷氣機。每
部一匹冷氣機每小時消耗1度電，開
啟一晚便會排放約5.6公斤二氧化
碳，料7萬個家庭可節省56萬度電，
發電廠可減少排放近400公噸二氧化
碳。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活
動致辭時稱，市民應盡量減少開冷
氣，在炎熱的天氣下穿 合適的衣
服，用行動支持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前天的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會議上，承諾

設立「貧窮線」。有委員表示，本港可參考歐

盟國、經合組織國家，分別以家庭入息中位數

的50%及60%作為「貧窮線」。以本港4月至6

月的家庭入息中位數20,600元，若以入息中位

數50%計算，即家庭收入10,300元將屬於貧窮

線以下，即本港有近50萬戶活在貧窮線下。

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

示，政府曾提出27個貧窮指標，但指標「有上有

落」，難以提供客觀標準去了解在不同經濟狀況下，有

多少人活於貧窮之中，以及整體貧窮情況。她認為，設

立貧窮線是「行多了一步」，有助政府制訂針對性的政

策，對症下藥處理貧窮問題；公眾亦可透過貧窮線監察

扶貧措施成效，相信政府壓力會增加。
方敏生說：「哪個地區最貧窮？甚麼年齡的人最多生

活在貧窮線以下？這是第一步。至於如何建立一些扶
貧、防貧及減貧的措施，我們會建議政府在未來扶貧委
員會有不同工作去做。」

與國際接軌 須添港元素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出，「貧窮線」

要與國際接軌之餘，亦必須加入香港因素，「香港有些
特點和其他地方不同，因香港是一個較密集的社會，雖
然有些人收入很低，但本身可能有資產、有其他收入，
要考慮這些因素。」他又認為，「貧窮線」一定要建立
公信力，能夠有參考作用，並與國際標準掛 及比較。

執紙皮婆婆：窮都無辦法
深水 是香港其中一個貧窮人口最多的地方。有當區

長者說：「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就真是窮，住 房也
算是窮。」
75歲的周婆婆每月僅靠約3,000元綜援過活，平日

會靠執紙皮賺逾千元幫補生計。然而，交租又已用
去逾千元，但她仍然樂天知命，「窮都沒辦法的，
人人都想有錢，現在的生活都算是滿足了，政府連
糖都給你，替你交租，看醫生都不用錢，還不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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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中位50%計 家庭收入10,300即屬「線下」
貧窮劃線 料窮戶5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彩荷）中電早前揚言電價
在未來數年要增加40%，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表
示，在多個不明朗因素下，中電會盡量控制天然氣成
本，減低電費加幅，並計劃下月中向港府提交明年電
費調整檢討建議。環境局長黃錦星表示，當局已要求
兩電考慮環保之餘，亦要照顧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
相信兩電會考慮市民的承受能力。
莊偉茵表示，中電明白市民對電費的關注，會盡力

控制成本，把電費調整至合理水平。她稱，有多個因
素影響電費調整，包括燃料及營運成本，而中電使用
多年的崖城天然氣田蘊藏量減少，令天然氣發電的成
本有上升壓力。她稱，會採取措施減低天然氣成本，

包括改用低排放煤，取代部分天然氣發電，又會與關
注人士保持溝通。

來年電費檢討報告下月交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當局方已要求兩電下月

中提交來年電費的檢討報告，要求兩電考慮環保
之餘，亦要照顧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相信兩電
會考慮市民的承受能力。他又稱，當局會與相關
持份者交流，希望建議能得到社會共識和接受，
當局亦會在年底時部署電力公司管制計劃協議的
中期檢討，他期望社會各界積極參與，並於明年
初展開討論。

港 聞 拼 盤

稱減天然氣成本 中電允降電費加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香港人生活忙碌，
打工仔工時長，生活壓力沉重。有調查訪問150名香
港僱員，發現有55%表示他們今年所承受的壓力比去
年高，壓力主要來自工作；有50%受訪者表示，彈性
辦公方式可有效減壓。調查的機構表示，結果反映本
港僱員對彈性辦公方式的渴求，認為彈性的辦公方式
可提升僱員的生產力，建議本港企業推行。

半數認為彈性辦公可減壓
辦公室空間解決方案供應商雷格斯今年4月訪問了

全球逾16,000間公司，來自80個國家的上班族，當中
香港佔150名，中國內地佔335名。結果發現，有55%

香港上班族表示，他們今年所承受的壓力比去年高，
中國內地則更有75%，主要原因均是來自工作。此
外，有50%本港受訪者認為，彈性辦公方式可有效減
壓，中國內地方面則有88%。
雷格斯東亞區副總裁韓藍霆表示，中國內地較香港

多上班族認為承受的壓力比去年高，是因中國經濟發
展得比較快。他稱，長時間工作會令員工感到壓力，
影響家庭生活和身心健康，最終使工作表現下降、生
產力降低。
他認為，推行彈性辦公方式，不等於減少員工的工

作量，不單可促進生產力，更可促進員工家庭和諧，
建議香港企業推行彈性上班方式。

55%港打工仔 今年壓力勝去年

一晚無冷氣 7萬戶慳56萬度電

新冠狀病毒今刊憲須呈報

首8個月檢偽鈔增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保安局昨公布本港最

新犯罪數字，首8個月的總體罪案錄得50,342宗，按年
微升0.3%。此外，上半年嚴重詐騙案亦按年增加17宗，
達至27宗，當中涉及逾22億元款項。同時，警方檢獲的
本港偽鈔數量亦較去年同期增加28.7%至2,056張，假人
民幣亦按年增加8.1%至2,515張。保安局稱，大部分偽
鈔打印差劣，市民可輕易分辨毋須擔心。
保安局昨公布的本港最新犯罪數字，其中強姦及非禮

案分別按年增加18.6%及1.7%至83宗及942宗；此外，詐
騙及刑事毀壞亦分別錄得12.3%及7.6%的升幅，按年增
加至4,460宗及4,925宗。

暴力案跌0.2%  爆竊案減2.8%
雖然整體罪案數字增加，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在撲

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表示，本港治安依然平穩，警方及
各執法部門正採取有效措施預防罪案，其中有關暴力的
罪案按年減少18宗，達至8,624宗，下跌0.2%，除了爆
竊案按年減少2.8%，達至2,824宗外，縱火亦較去年同
期減少134宗至只有299宗；因干犯刑事而被捕的青少年
人數亦按年減少逾15.4%，當中10歲至15歲及16歲至20

歲的青少年罪犯，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630人及172人，
跌幅達26.9%及6%。
同時保安局表示，警方上半年檢獲的本港偽鈔數量，

較去年同期增加28.7%至2,056張，當中1,000元偽鈔有
876張，500元及100元偽鈔則亦分別有193張及481張，
假人民幣亦同樣按年增加8.1%至2,515張。撲滅罪行委
員會委員郭永強表示，大部分偽鈔的打印質素差劣，其
表面並未印有任何防偽特徵，市民可輕易分辨真偽，故
毋須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世衛
已發出全球指引，要求各地呈報新
型冠狀病毒個案；而丹麥6個疑似病
例亦確診為乙型流感。港府未敢鬆
懈，今日刊憲把該病毒列為法定須
呈報的傳染病，並即時生效；醫管
局亦嚴陣以待，決定要求前線加強
呈報可疑個案，若發現曾到沙特阿
拉伯及卡塔爾，並出現發燒等呼吸
道感染病徵，會把他們隔離和進行
相關測試。

丹麥6人非染新冠狀病毒
世衛已向194個成員國發出全球指

引，要求呈報曾經到沙特阿拉伯或
卡塔爾後出現嚴重呼吸道感染徵狀
的個案。在丹麥，6名懷疑感染新冠
狀病毒的人證實並非感染新病毒，
當地醫院化驗結果證實，他們對乙
型流感呈陽性反應，預料當地時間
星期四出院。至於在英國確診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的卡塔爾男子，目前
仍然危殆，要靠人工肺維生。

要求前線加強呈報可疑個案
香港醫管局因應中東發現的新型

冠狀病毒，加強監察應變。醫管局
總辦事處質素及安全部總行政經理
劉少懷表示，昨日先後召開兩次內
部會議，已決定要求前線加強呈報
可疑個案，以及感染控制措施，如
果發現曾到沙特阿拉伯及卡塔爾，
或與患者有親密接觸人士，有發燒
等呼吸道感染病徵，會把他們隔
離，及把樣本送往衛生防護中心快
速測試。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 賢表示，本

港防護衣物及口罩等設備足夠3個月
使用，而醫管局及衛生防護中心會
研究治療方案，亦已準備支援性治
療設備。他續稱，已與私立醫院診
所及出入境口岸聯繫，做好轉介準
備。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表
示，已經取得英國的病毒分析數
據，本港化驗所可在48小時內得到
基因測試結果，將會研究快速測試

方法。
醫管局昨日與衛生防護中心開會

後，決定把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
「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
病」。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今日刊憲
把新型冠狀病毒列為法定須呈報的
傳染病，即時生效。醫護人員如有
理由懷疑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
呼吸系統病個案，必須向 生署署
長作出呈報。 生署署長亦可因應
受影響地區，行使權力以執行相關
邊境管制措施。

■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表示，

本港治安依然

平穩，警方及

各執法部門正

採取有效措施

預防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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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賢（左）表示，醫管局已同

私立醫院診所及出入境口岸聯繫，

做好轉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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