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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包商承建商合作「先聘後訓」 料年育人才倍增至8,000

建造業斥2.2億吸新血

香 港建造業商會會長何安誠昨日指出，
隨 十大基建項目及其他公務工程如

火如荼地展開，估計年底將踏入業界高峰
期，預期未來數年建造業將創造大量的就業
機會，需要大量增聘人手以應付所需。建造
業議會將於今年5月推出一個與分包商合作
的培訓計劃，在砌磚、雲石、木模板及水喉
等9個較為缺乏人才的工種，透過津貼招攬
人才，預計今明兩年，每年可培訓1,100人。

兩階段6個月培訓皆獲津貼

參加計劃的學員，首先會由外判機構或議
會提供25天至50天的入門培訓，每月可獲
8,000元津貼；其後再接受由分包商提供100
天至125天的工地培訓，其間除了議會提供
的8,000元津貼外，分包商聯會將額外提供
4,000元津貼。兩階段的培訓合共為期6個
月，完成後需要參加中工測試。

8工種學員培訓 日津150元

為培訓更多人從事電機行業，建造業議會
又與機電分包商合作，聘請學員接受相關培
訓，包括升降機及自動梯、電氣裝配及空調
製冷設備等8個工種受惠。每名學員每日可
獲150元培訓津貼，預計今明兩年，每年可
培訓1,111名學員。

職訓局機電生獲津貼勉入行

此外，議會又會與職業訓練局合作，向中

專文憑機電課程的學生提供每月2,800元津
貼，為期11個月，並鼓勵他們在完成第一年
課程後加入建造業。香港機電商聯會行政秘
書劉振麒指出，學員訓練期間只會獲發一半
津貼，餘數會在他們完成課程並為僱主工作
半年後發放；但如中途退出，則要交還津
貼。有關計劃會由今年9月的新學期開始，
每年招生名額為595個。
另一方面，議會亦會資助僱主提供在職培

訓與上述計劃的畢業生，僱主若聘用他們6
個月，每月可獲4,000元至6,000元津貼，但
必須在6個月後繼續聘用他們最少1年。議會
亦由去年9月開始，陸續啟用5個新的訓練
場，令每年培訓人數由3,000人增至4,600
人。
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出，

現時業界技術工人全民就業，期望透過計劃
吸納新人入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羅繼盛）假日郊遊
遇上臭魚腥氣味，可謂大煞風景。昨日有市民在熱
門郊遊地點大美督發現，水塘有大面積的綠色疑似
油污帶，同時傳出臭魚腥氣味。水務署回應表示此
綠帶為水藻，估計是因風向或水流將漂浮的水藻帶
向水壩，情況不算嚴重，至今水質亦屬良好。

水藻面積有3籃球場之廣

有市民昨日於大埔船灣淡水湖、近大美督位置發
現大面積疑似油污帶，面積有3個籃球場之廣，附近
亦傳出強烈的臭魚腥氣味，水塘上亦有數條死魚。
水務署發言人表示，署方於上星期已留意到船灣

淡水湖近主壩處有水藻聚集，估計由風或水流將漂
浮的水藻帶向水壩而引致，情況並不嚴重。署方已
密切監察有關情況，而目前為止，各濾水廠接收的
湖水水質良好。
發言人又表示，即使原水中含藻量增加，食水處

理過程中的沉澱和過濾程序均可有效去除原水中的

水藻。署方如發覺水質有任何異常情況，會即時加
強水質監測，並採取適當的相應行動和措施，包括
調較濾水廠的食水處理程序。
發言人亦補充，水務署在船灣淡水湖灣的取水塔

設有在線的水質監察系統，不停地監察湖水的水質
變化，包括水藻。各個接收船灣淡水湖存水的濾水
廠亦會定時抽取水樣本作恆常水質監測。署方亦定
期將食浮游植物的魚苗放入水塘，以維持生態平
衡，同時有效控制水藻繁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五一勞節

將至，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昨日在全港18區舉

行簽名活動，爭取劃一公眾假期，及盡快將

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讓全港打工仔都能

夠享受公眾假期。

「銀行假」「勞工假」相差5天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周聯僑及副主任葉

偉明昨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首場街頭簽

名行動。葉偉明表示，由於殖民統治時代留

下來的歷史原因，目前香港打工仔的假期主

要分為兩種，分別是「公眾假期條例」規定

的每年17天公眾假期 ，即俗稱「銀行假」，

二是「僱傭條例」規定的每年12天法定假

日，俗稱勞工假，兩者相差5天，對部分行

業的僱員造成不公平及剝削。

他說，特區政府一方面鼓勵各行各業締造

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一方面卻繼續容許這

種不統一、不公平的假期制度存在，令僱主

可肆無忌憚地繼續要求僱員在「紅日」繼續

工作，剝削勞工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嚴重影

響勞工階層的家庭和諧及精神健康。

倡假期加班補水起碼1.5倍

工聯會權委認為，隨 香港回歸和經濟環

境改變，必須修正兩種不同的假期制度，盡

快立法將「勞工假」與「銀行假」看齊，讓

僱員享有更公平的待遇，同時亦要求假期加

班每小時補償不少於1.5倍。此舉不但可消

除對僱員的剝削，也是政府訂立標準工時的

善意態度，作出最實際回應及行動。

葉偉明表示，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近2小時

的簽名行動中，工聯權委共收集到近400名

打工仔的簽名。

他們會繼續到全港其他地區收集市民簽

名，在4月下旬將所有蒐集所得的簽名送交

政府，又透露工聯已定出今年「五一勞動節」

活動的主題，提出3個訴求，分別為反對輸

入外地勞工，爭取標準工時及劃一假期，及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討論全民退休保障多
年，多個民間團體曾建議不同方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認為，現時社會就退休
保障的意見分化，期望他領導的研究報告有助凝聚各方
意見，但認為於特首梁振英的本屆任期內難以達成共
識。他又表示，倘全數長者都可領取養老金，金額不能
太高，每月約4,000元是合適數目，但有關開支不能全
靠政府，僱主及僱員亦要負擔。
周永新昨日出席無 電視節目《講清講楚》時表示，

現在社會有較成熟的條件研究退休保障，在撰寫報告
時，會分析坊間不同退休保障方案的可行性，但自己不
會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將由政府參考報告自行選擇。
他表示，將深入研究所有現有方案，包括邀請精算師分
析20年至30年後對政府財政負擔的影響，以及能否發揮
保障作用等，期望收集足夠數據，幫助凝聚各方建議。

指養老金每月4,000元適當

周永新認為，如果全部長者都可領取養老金，金額不
能太高，每月4,000元是合適數目，以現時有約100萬名
65歲以上的長者計算，政府每年的開支超過480億元，
較現時生果金每年250億元開支增加超過9成，「即使政
府注資數百億元的啟動基金都會很快用完，屆時政府不

用付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甚至綜援，省下的250億
元可撥過去，至於餘下的約200多億元開支就由社會討
論如何支付」。周永新表示，有關開支不能全靠政府，
僱主及僱員亦要負擔。他又認為，以政府注資設立種子
基金，作為全民退休保障開支的方法並不可行，因為隨
人口老化，退休開支只會越來越多，相信基金很快會

用盡。

扶貧會明年或提實質方案

周永新續指，有信心特首任內能夠提出經仔細分析的
方案，但會否得到市民認同，他卻信心不大。他指出，
市民質疑政府無意承擔全民退休保障，政府與市民之間
的互信不足，認為特首梁振英的本屆任期內難以達成共
識。他預計，扶貧委員會明年將提出一至兩個比較實質
的方案，給予公眾考慮。
另外，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昨日發起遊行，要求政

府就全民退休保障提出具體方案，並進行公眾諮詢和落
實推行，又要求特首梁振英兌現競選承諾，設立養老基
金。昨日約有200人在中環長江集團中心集會，然後遊
行到禮賓府，有部分長者坐在輪椅上參加。聯席認為，
退休保障是安老而不是扶貧問題，政府將退休保障議題
交由扶貧委員會跟進是浪費過去相關的討論和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實施最低工資後，
保安業大受歡迎，不乏年輕人入行。僱員再培訓局主席
梁永祥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鑑於市場對高級保
安員有需求，再培訓局計劃今年內開設為青少年度身訂
造的「特種警衛訓練計劃」，培訓他們成為從事要人保
護、在私人宴會維持秩序等工作，預計有近200個名
額，目前已獲得一些地產、娛樂公司及酒店，口頭上對
計劃表示支持。
「特種警衛訓練計劃」將由退休紀律部隊教官向學員

提供步操、人群控制及自衛術等課程，培育青少年成為

高端護衛。梁永祥指出，很多青少年也很想加入紀律部
隊，但礙於競爭激烈，未必成功，「在這個情況下，他
們或會對高級保安員這工作有興趣，例如要員保護、秩
序維持及在私人宴會做保安工作」。

政府注資150億 望年回報5%

梁永祥又謂，該局會在政府的財政預算案獲立法會通
過後，與財政司司長商討如何投資政府注資的150億
元，期望每年可獲5%投資回報，應付同年13萬個課程
名額的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香港

建造業興盛，港府預期2013至2014財

政年度的基本工程開支將紀錄性地超

過700億元，惟縱使政府及業界一直

透過多種渠道大力招募新血，人手依

然缺乏。建造業議會昨日宣布，將斥

資2.2億元推出多項培訓人才計劃，包

括與分包商及承建商合作，以「先聘

用、後培訓」方式招募人才，又向職

業訓練局的機電課程文憑學生提供津

貼，鼓勵他們加入建造業，預計每年

為 建 造 業 提 供 的 人 才 可 倍 增 至 逾

8,000人。

再培訓局推特種警衛課益青年

水塘現綠色「油污」當局指屬水藻

周永新料CY任期內「退保」難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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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燕 攝

■建造業議會昨日宣布，將斥資2.2億元推出多項培訓人才計劃。隨 十大基建項目及其

他公務工程展開，估計年底將踏入業界高峰期，預期未來數年建造業將創造大量的就業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葉偉明指不統一假期制度，影響勞工階層家庭和

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工聯會發起簽名運動爭統一公眾假期17日。左一

為周聯僑。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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