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香港人

生活緊張，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較為疏

遠。有組織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家庭健康、

快樂及和睦程度的調查顯示，逾60%受訪

者認為與家人相處和睦，有半數受訪者表

示能與鄰舍守望相助，但參與義工服務的

比例則不足15%。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與香港大學公

共衛生學院合作推行「愛+人」計劃，於

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間訪問了8,335戶

家庭，結果顯示有60%受訪者認為與家人

關係達75分或以上，其中約3%受訪者更取

得100分滿分，顯示其家人關係非常和

睦，同時亦有逾半受訪者認為鄰舍和街坊

樂意守望相助。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系主

任梁卓偉認為香港家庭和睦程度高，鄰舍

也守望相助，顯示香港社會核心結構仍然

以家庭為骨幹。

義工參與度遠遜澳加日

同時，調查中只有14%受訪者表示曾於

過去12個月參與過義工服務，遠低於一些

已發展地區，如澳洲（36%）、加拿大

（46%）及日本（28%）等。梁卓偉認為家

庭及鄰舍的正面互動關係普遍未能延展到

整個社會層面，所以義工參與度比較低。

調查同時了解約1,000名來港少於10年的

受訪者融入香港社會的情況，其中25%受

訪者表示在來港生活後曾經受到不同程度

的歧視，其中有17%人士曾受到無禮對

待。調查亦顯示年齡、性別、收入及教育

程度等因素與歧視並無直接關係，他們表

示開心的比率較低，自我評估心理健康狀

況亦較差。梁卓偉表示，研究證實了社會

流行病學的原理，即不公平對待可能影響

被針對者的身心健康。

是次研究內容還包括受訪家庭的「快

樂指數」，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包括體

重、血壓以至是否有慢性病等，結果於

稍後公布。梁卓偉表示，他們將會建立

公開的數據庫，讓各界參考研究不同社

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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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動物協問卷助緝殺貓魔

垃圾按量收費 市民支持度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香港基層家庭生活艱難，食物、房屋等

開支佔據日常開支的絕大部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分析本港170萬非綜

援家庭，每月在食物、房屋、交通等方面的開支情況發現，以3人基層

家庭為例，食物的開支已佔總開支的51%，再加上房屋等開支已佔總

開支約70%，而家庭每月其他開支，即醫療教育等更較10年前下降

3.9%，低於10年間的通脹數字。社聯建議當局向私樓基層家庭提供租

金津貼，擴大食物援助範圍，對非綜援的低收入家庭制定補貼制度。

社聯揭生活質素差過10年前

基層家庭開支 食住高居七成
社聯昨日以政府統計處1999/2000年度及

2009/2010年度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為基礎，分析本港170萬非綜援家庭，每月在

食物、房屋、交通等方面的開支情況。結果發

現，以3人基層家庭為例，每月食物開支佔總

開支的51%，加上房屋開支，已佔總開支的

69%。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業務總監蔡海偉表

示，基層家庭每月只餘小部分支出以應付教

育、醫療、衣履等消費，不利於個人及兒童發

展，也不能改善生活質素。

倡增「社區飯堂」補貼助非綜援家

同時，香港家庭的每月其他開支，與10年前

相比卻有所下降。蔡海偉續指，2000年時本港

3人基層家庭每月其他開支約為2,360元，佔每

月總開支的29.1%，但到2010年卻下降到1,945

元，僅佔總開支的25.2%，相較10年前開支比

例下降3.9%，低於10年間5.2%的消費物價指

數升幅，反映基層家庭在10年間生活質素下

降，且沒有足夠資源以改善生活。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示，建議當局在加快

興建公屋的同時，考慮向私樓的基層住戶提供

租金津貼，減低基層住戶的房屋開支，同時建

議當局增「社區飯堂」等食物援助服務項目，對

低收入非綜援家庭，制定補貼制度，改善現有

的鼓勵就業措施，以資助形式支援基層家庭，

檢討退休制度，助清貧長者改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局將於本月中向立法會交
代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諮詢結果及未來路向。環保團體地球之友
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60%市民贊成按量收費，較大
半年前增加，反對者則由2月的35%減少至上月的25%，主要擔
心收費太高負擔不起、收費太低又無成效等。地球之友發言人
表示，支持按量徵費的市民增加，建議政府盡快提出收費方
案。
地球之友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2月及11月分別訪

問近1,000名市民，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發現約65%受訪者
支持垃圾按量收費，較年初同類調查高出超過10百分點；反對
徵費的受訪者就減少，當中30%受訪者認為丟棄垃圾是生活必
需，不應收費，17.3%認為根本無從量度每個單位的垃圾量。
地球之友發言人昨日表示，支持按量徵費的市民增加，建議

特區政府盡快提出收費方案。建議參考外國經驗，每個垃圾袋
收取1.5元，以一個家庭每日一袋垃圾計，一個月約需繳交45
元，他們促請政府盡快定出收費方式及水平，展開第二階段諮
詢。團體認為政府需要向市民解釋，水、電均屬生活的需要，
但大家都需要付水費和電費。所以付垃圾處理費都是一個很合
理的繳費。
發言人又認為，只要在源頭將垃圾分類，每月收費可低至10

多元，市民毋須憂慮負擔重，參考台北及韓國徵收垃圾費經
驗，收費第二年整體垃圾量便會下降，但政府要有監察措施及
罰則。

黃錦星：政府未有「意向價」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雖然約60%市民贊成立法徵費

的原則，但細節仍需要時間醞釀，而有關的委員會將討論有關
細節，於明年與民共議。他說，價錢問題須從多方面考慮，政
府暫未有意向價。而從上次諮詢結果顯示，市民大致傾向按量
收費，但因為香港較多高樓，收費方法仍須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繼盛）

香港去年有超過
3,500公噸廚餘棄
置於堆填區，佔
都市固體廢物量
約40%。為解決
廢物處理問題和
推動廚餘回收，
環境局昨日舉行
持份者參與會
議，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於會後宣
布成立「惜食香
港 督 導 委 員
會」，推動廚餘
回收活動，並於12月6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環境局昨日宣布成立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環境局局長將出任委員會主席。而

成員由來自不同界別，包括餐飲及酒店業、零售業、物業管理業、教育界、學術
界、環保團體和食物回收組織，及相關政府部門。

料運作3年減10%食物廢物
黃錦星昨日在會後宣布，委員會將負責制定及監督「惜食香港運動」的推行，

以增加公眾對本港廚餘問題的關注，預期「惜食香港運動」將運作3年。
他說，根據外地經驗，同類的廚餘回收運動，可以減少10%食物廢物。委員會

同時協調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以身作則減少廚餘，期望可鼓勵市民及家庭改變生
活習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減少廚餘。委員會並會為在工商業界訂立和推廣減少
廚餘的良好工作守則，並促進商戶向慈善機構捐贈剩餘食物，包括討論向各行業
提供相應的誘因和配套，促進社會減少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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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深水㝸南昌街後巷
前天發生殘酷殺貓案，2隻花貓慘遭虐殺，其中一隻
更肚破腸流，警方已展開深入調查。愛護動物協會
昨日亦派員到現場向街坊作問卷調查，希望協助警
方早日緝拿殺貓狂徒歸案。
愛護動物協會2名督察，昨晨9時許便到達案發現

場一帶，向街坊和商戶進行問卷調查，內容包括最
近是否有飼養的貓隻失蹤、有否目擊案發情況，以
及最近是否發現有可疑人出現等。他們也向街坊了
解附近流浪貓隻的生活情況。
愛護動物協會督察指出，案件離奇之處在於其中

一隻慘死的花貓被「㜜肚」，另一隻卻沒有表面傷
痕，故該會獸醫會仔細檢驗2具貓屍，並會把貓屍送
交政府化驗所進行毒理化驗，以確定牠們的死因，
希望有助破案。

安排同學援交
小淫媒改判更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5歲中二女生夥拍
男友充當「吸血小淫媒」，安排同班女同學下海援交
賣淫，從中搾取大部分肉金，今年初首天受審後翌
日，即與男友棄保潛逃，到邊境地區捕蟹維生，最
終雙雙落網，被裁定一項控制他人賣淫罪成，判入
獄2年半。少女早前就刑期提出逾期上訴，法庭再為
她索取感化、更生中心及教導所報告，她昨被改判
入更生中心。
報告顯示她不了解自身過失，不適合感化，反而

須接受長時間輔導；但上訴庭考慮她年輕無案底，
且明顯受23歲男友影響犯下嚴重罪行，認為應盡量
給予她更生機會。此外，她自去年開始，已先後被
判入兒童院及還押懲教看管10多個月，故改判入更
生中心較為合適。
法官特別叮囑她珍惜機會，反省過失重新做人；

又勸告其到庭旁聽的父親，要多探望女兒，否則她
日後會經常出入監房。據知，同案男友早前提出上
訴被駁回，並打算上訴至終審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國泰宣布全體13,000
名合資格員工，明年平均加薪2%。逾200名國泰空中
服務員不滿公司單方面宣布「侮辱」的加薪方案，昨
日在機場抵港大堂遊行到離境大堂抗議，更發出「最
後通牒」，稱資方須於日內重開談判及上調加幅，否則
不排除於聖誕新年的旅遊旺季發動更進一步的工業行
動。國泰機艙服務員經理吳秀蘭強調，航空業今年面
臨經營困難，加薪幅度已考慮各方面因素及訴求，呼
籲同僚冷靜、理解及克制，與公司同舟共濟。

促重開談判 一日要回覆
逾200名國泰空中服務員昨日從機場抵港大堂遊行

到離境大堂並圍繞國泰櫃㟜，抗議資方在沒有改善員
工福利的情況下加薪2%，即時薪制員工平均時薪只
加3元至5.7元不等。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嬋
批評稱，公司在勞資雙方尚未達成共識之際，便單方
面公布明年的加薪幅度2%，破壞雙方互信，又指公
司提出的加幅遠低於工會提出的5%，落後於整體通
脹率3.9%，員工變相「減人工」，故被員工批評這是
「侮辱式加薪」。

工會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國泰日內回覆會否
重開談判，就工資、薪酬機制、改善航班組合、員工
申訴程序等問題再作談判，否則不排除採取工業行

動，包括按章工作或罷工等。

資方籲克制 免影響港人
國泰機艙服務員經理吳秀蘭呼籲同僚冷靜、理解及

克制，與公司同舟共濟，又指聖誕新年是普天同慶的
大日子，不少市民與家人外遊，相信工會不會為其他
同事或公眾帶來不便。被問及資方會否接納工會提出

重返談判桌的要求，她表示雙方一直有不同的溝通途
徑，過去一個半月曾與勞方6次商討加薪事宜。
國泰航空上周與空中服務員工會展開第六輪年終薪

酬福利談判，雙方不歡而散後，國泰隨即單方面宣布
明年加薪方案，全體13,000名合資格員工明年平均只
獲加薪2%，並將連同12月薪酬一併發放1個月酌情年
終獎金。

舊公屋重裝冷氣機 工聯促延寬限期富邦證20客遭櫃機「讀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讀卡黨」肆虐本港，僅個半月已
揭發6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呼籲市民使用櫃員機時提高警
覺，並透露銀行業正推行自動櫃
員機晶片技術，進一步加強保
安。而前晚屯門啟民徑曾遭「讀
卡黨」干擾的富邦銀行分行表
示，證實有20名客戶資料受影
響，銀行已立即凍結戶口，並補
發新卡。

已凍結戶口 補發新卡
前天傍晚屯門鄉事會路的東亞

銀行、及啟民徑的富邦銀行，先
後發現有櫃員機遭不法之徒裝上
針孔鏡頭及讀卡器，懷疑盜取客
戶資料，警方正追緝6名涉案男
子。富邦銀行回應查詢時證實，
共有20名曾使用該櫃員機而受影
響，當中包括有其他銀行客戶，
該行事後已立即凍結受影響客戶

戶口，並會補發新卡。
金管局提醒銀行客戶使用櫃員

機時要提高警覺，要小心保護個
人密碼，及妥善保管提款卡，包
括輸入密碼時遮蓋鍵盤；留意櫃
員機有否異常情況，尤其注意鍵
盤保護罩有否被移除，及插卡口
有否任何可疑裝置；若有懷疑應
立即通知銀行。
就「讀卡黨」肆虐，金管局亦

已要求銀行提高櫃員機保安措
施，包括增加巡查次數，留意有
否可疑裝置，並定期監察櫃員機
交易，以偵測可疑或詐騙活動，
並加強向客戶宣傳防範受騙。
金管局又透露，銀行業正推行

自動櫃員機晶片技術，以進一步
加強保安。
有關銀行須於明年2月底前完成

自動櫃員機的提升程序，並在
2014年至2015年期間分階段為客
戶換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香港不少舊式公屋均沒有
設置冷氣機位，市民只好自行
在窗口劃出位置，安裝冷氣
機，但不少均超出安全範圍。
工聯會指出，房署上月初突然
向230戶沙田新田圍㢏居民發
出「違規安裝冷氣機警告
信」，並要求住戶在一個月內
重新安裝冷氣機，否則將會予
以扣分或終止租約。工聯會認為，房署的
一個月期限倉促，要求當局寬鬆處理，同
時協助經濟有問題的長者。

葉偉明：至今接30宗求助
工聯會權委副主任葉偉明昨日表示，新

田圍㢏合共約有6,000戶居民，據了解收到
警告信的230戶只屬「第一批」，受影響者
不止此數，工會至今接獲約30宗求助個
案。他指出，住戶明白樓宇安全的重要
性，亦願意依法，但不少住戶已安裝冷氣
機逾10年，突然要一個月內處理，做法不

近人情，「樓宇裝修業興旺，短時間內找
到工程技師處理未必容易，加上費用約
1,000元至4,000元不等，一些經濟有困難的
長者未必應付得來」。
葉偉明促請當局體恤長者情況，延長寬

限期，並協助他們尋找福利團體，減輕財
政負擔，另應進一步加強宣傳及教育工
作，讓未來需要安裝新冷氣機的住戶及工
程技師清楚知道規格，避免令市民因重新
安裝而白白浪費金錢。他表示，房署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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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抗議「侮

辱性加薪」行動，在機場大樓內

遊行。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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