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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工作回港 涉看管少年人忽略罪

獨留13歲兒在家 周啟生被捕

現年52歲的周啟生已獲准保釋候查，他
事後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兒子無

恙，但暫不回應事件，會於明日（周三）交
代。現場為跑馬地成和道35號近載德街一單
位，昨凌晨零時許，警方接獲上址住戶報
案，指發現鄰居單位有1名男童疑遭獨留在
家，恐有危險。警員接報到場，證實確有1
名年僅13歲男童被獨留家中，期間自稱是男
童父親兼單位戶主的周啟生返回寓所，自稱

剛於海南島工作完畢返港，警員遂以「對所
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將周拘
捕。

顧嘉煇高徒 歌聲似許冠傑

周啟生（Dominic Chow）是顧嘉煇的徒
弟，父親是粵語片時代著名喜劇演員周吉，
他是歌手兼音樂創作人，擅長電子迷幻音
樂，出道時以唱歌聲線酷似許冠傑而聞名，

較出名的作品有《天長地久》、《長得很》、
《喜歡嗎》、《淺草妖姬》以及為他人創作的
《無奈》、《風的季節》等等。他與胞姊周小
君剛於上月中舉行一連2場《小生小君演唱
會》。

經歷3段婚姻 稱愧對前妻

周曾經歷3段婚姻，20歲便與前無 藝員
盧影瑂結婚，4年後誕下1子（現年30歲），
這段婚姻維持不夠10年；至2006年，周與第
二任妻子、落選港姐梁晶瑩的16年婚姻又亮
紅燈，當時2人已育有1子（現年13歲）；
2010年周啟生再與現任太太，即大提琴家司
徒靄杰結婚，翌年誕下女兒。曾經歷過2段
失敗婚姻的周啟生，曾坦言愧對前2任太太
所生的兒子，只求盡力做好父親的角色。

周啟生於1999年亦曾惹官非，他當日捲入
一宗租務糾紛，被控刑事毀壞柴灣杏花 一
單位內的木地板，最終因控方沒足夠證人及
證據而脫罪。

16歲以下受保障 官彈性處理

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獨留兒童的年
齡限制為16歲，但有社工承認，隨 社會發
展，這條年齡 已顯得不合理。社工指出，
家長若把16歲以下兒童獨留在家，即可能因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起
訴，面臨最高監禁10年的刑罰。惟時下13
歲、14歲的少年人已相當成熟，不能獨留在
家顯得有些荒謬，所以遇上類似個案，警方
也未必檢控，而法官審理案件時也會因應情
況彈性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剛於上月與胞姊周小君舉行演唱會的音樂人

周啟生，近日涉嫌將13歲兒子獨留跑馬地寓所後離港到海南島工作，鄰居發

現唯恐出事，昨凌晨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期間周啟生剛好現身家門，他涉嫌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被捕帶署，案件由灣仔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九隊跟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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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工人求加薪8%  職工盟擬搞罷工

97%港人「亞健康」易罹危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24歲女子進
食河豚乾後懷疑中毒，
一度入住將軍澳醫院，
第二日出院。衛生防護
中心表示，事主上星期
五中午在將軍澳尚德商
場一間餐廳，進食河豚
魚乾約一小時後，出現
四肢麻痺、暈眩、氣促
和胸口不適徵狀。

四肢麻痺胸口不適

防 護 中 心 發 言 人 表
示，河豚含有的河豚毒
素是一種耐熱毒素，不
會 在 烹 煮 過 程 中 被 分
解，河豚毒素主要集中
於魚的肝臟、生殖腺及
皮膚。避免進食河豚是
防止由河豚毒素引致中
毒的最有效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職
工盟屬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
昨日聯同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到港
鐵總部外請願，要求今年加薪8%。
工會代表指，若港鐵未能提出合理
加幅，工會不排除會採取罷工行
動。港鐵表示，公司每年7月會有
薪酬調整的決定，而在此之前，會
透過不同渠道聽取員工意見。

港鐵其中2個工會，包括職工盟
的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共40名代
表，昨日到港鐵九龍灣總部外請
願，他們高舉寫有「支持加薪
8%」、「人工加得差，員工士氣差」
等標語牌，大叫口號，批評港鐵以
往的加薪幅度低，而新增的懲罰機
制同時增加員工壓力，嚴重打擊員

工士氣，工會要求今年加薪8%。
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劉彩紅指，

考慮到現時通脹率約為5%，加上
公司以往的年資增薪點為3%，從
而得出加薪8%的要求。工會早前
向約200名員工了解加薪意見，8成
多員工同意8%的加薪方案。她又
認為，薪酬要同時考慮年資及通
脹，促請港鐵應清晰化以年資增薪
3%的薪金機制。

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主席陳善
和表示，港鐵會在本周五召集6個
工會舉行溝通會，工會屆時會向公
司表達訴求。若港鐵在下月公布初
的薪酬調整方案，未能滿足工會要
求。工會會先諮詢員工意見，不排
除會採取罷工等工業行動。

港鐵：調薪機制緊貼市場有效

港鐵回應表示，公司有一套行之
有效的薪酬調整機制，主要參考市
場上28間良好僱主的薪酬檢討結
果，確保公司薪酬緊貼市場趨勢，
機制是經諮詢員工後制定，多年以
來均行之有效。薪酬調整機制會因
應市場環境、公司業績、以及員工
貢獻等多個方面作充分考慮。

港鐵強調，公司的薪酬在市場上
具競爭力，有關薪酬調整的檢討仍
在進行中，公司每年7月會有決
定，而在決定前，公司會透過不同
渠道聽取員工意見，包括與員工選
出的員工評議會溝通，亦會聽取各
工會的意見。

保險聯會：自願醫保費用貴難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立法會醫療保

障計劃小組委員會今日討論自願醫保保單的擬議
初步設計。港府提出的新方案規定自願醫保「必
定受保」及「接受已有疾病者投保」，香港保險
業聯會昨估計，自願醫保保費將較現時的貴。聯
會又指，業界在執行新方案上面對4大困難，包
括業界定價參差、私家醫院參與度成疑、計劃轉
移的風險管理及如何處理現持私人醫保的市民，
故倡議政府牽頭制訂自願醫保收費及標準。

有私院拒參加 倡常見手術先推

食衛局提交立會的文件訂明，日後住院醫保須
提供符合15項條件的標準計劃，包括由保險公司
與私家醫院為常用的手術訂定套餐價、保證承保
及終身續保等。醫療改革專責小組陳秀荷昨與傳
媒聚會時表示，暫時未能確定保費水平，但由於
自願醫保必定受保及接受已有疾病者投保，料保費會
較現時的貴，「此外，保費升幅亦會受醫療服務使用
量、醫療科技及通脹影響」。業界執行上面對困難。
首先保險公司與私家醫院為手術訂定的「免繳付套餐」
或「定額套餐」，可造成價格差異。再者，早前已有
私家醫院及醫生表態拒絕參與自願醫保，增加保險公
司覓尋醫院合作的難度。她建議改由政府牽頭討論醫
療費用範圍，並按照病症分類或套餐形式劃一收費，

「初期政府可先推8至10個常見手術的套餐收費，如白

內障及照腸鏡」。
她指，2011年本港有180萬人買實報實銷的私人醫

保、80萬人持現金保障計劃，及160萬人由公司購買團
體醫保，「若現持有私人醫保的市民的保障範圍較自
願醫保少，這批市民是否需額外支付購買自願醫保？
這是政府應解決的」。此外，在計劃轉移方面，她又
稱，假如市民欲轉移其個人醫保計劃至另一保險公
司，新承保公司將可能面對較高的賠償風險，風險管
理甚具難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你有無試過一駕車便很暴
躁，仿如變成另一個人般？經常發 憎又易 ？這些都是

「亞健康」的徵狀，「亞健康」指介乎健康與生病之間的身
心不適狀態，長期忽視會增加患癌、糖尿病和中風等嚴重
疾病的風險，是健康隱形殺手。港大昨日公布調查，發現
有97%港人正處於「亞健康」狀態，並有超過60%表示生活
已受到影響，其中以30歲至49歲最受困擾。專家建議除均
衡飲食、充足睡眠和適量運動外，每天望 鏡稱讚自己，
亦有助保持健康。

專家：每日照鏡讚己可紓緩

港大思源基金健康及社會工作學教授陳麗雲指出，雖然
國際間暫時未對「亞健康」下明確定義，即使身體沒有明
顯徵狀，但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會出現不適，這種介乎健康
和生病之間的情況，屬於「亞健康」狀態，徵狀包括失
眠、容易煩躁不安、難以集中精神，以及腰痠背痛等（詳

見表）。
記者會同日公布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今年4月，以

電話隨機訪問535名年齡介乎18歲至65歲的香港居民的調查

發現，97%受訪者於過去3個月曾最少有一項「亞健康」徵
狀，其中以眼晴疲勞、腰痠背痛及經常疲倦最困擾港人；
64%的人認為影響日常生活特別是工作表現；至於最受困擾
的30歲至49歲的年齡群組，過去3個月平均出現9.4個徵狀。
不過有57%的人卻認為自己健康良好，反映「亞健康」被忽
視的情況普遍。

不少都市人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大，養成不良生活習
慣，例如睡眠不足每日8小時、缺乏運動、食無定時等。陳
麗雲指出，「亞健康」影響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惡性循

環，「越 越不想做運動，但事實是做運動有助改善情
況」，長期忽視或增加患其他慢性疾病風險，亦會影響工作
學習表現和家庭社交生活。

陳麗雲建議正視「亞健康」問題，飲食要多菜少肉，
「女士不要因為減肥而戒飯，要均衡」，保持充足睡眠和適
量運動，「上班上學早兩個站下車步行亦是運動」。她強調

「心靈運動」亦十分重要，建議凡事不要太執 ，學習欣賞
別人，「每天望 鏡讚一讚自己，只需1秒，亦不用付
鈔」，亦可保持心境開朗平和。

■周啟生與姊周小君早前上電台接受訪

問。 資料相片

■保險業聯會昨表估計，自願醫保保費將較現時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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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瑩秋 澳
門報道）昨（3）日上午，三名經
港澳碼頭由香港進入澳門的內地遊
客懷疑食物中毒，被送往澳門仁伯

爵綜合醫院治療。據了解，該三名
疑似中毒遊客是跟隨一個共有26
名遊客的山東旅遊團，經香港來
澳門旅遊。在出發赴澳前曾在香

港集體用早餐，其中兩男一女在
乘船抵澳時感到不適，出現頭暈
及嘔吐現象，需要送院治療，其
中一名女病患需要用擔架抬入急
診室。初步診斷該三人感染腸胃
炎，懷疑進食了不潔食物，具體
原因尚在調查中。

15項「亞健康」徵狀
■心理徵狀

失眠、頭暈頭痛、情緒低落、胸口翳悶、記憶力變差、容易煩躁

不安、難以集中精神

■生理徵狀

眼睛疲勞、腰痠背痛、消化不良、怕冷、容易傷風感冒、喉嚨

痛、經常疲倦、容易氣喘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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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魯客經港抵澳疑食物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