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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標時月底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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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為表
達在社區中人與人之間互助互信的人情味，聯同香港
電台推出全港首套推動社會資本電視劇《同里有
親》，一連15集的《同里有親》將於今日至8月30
日，逢星期六晚上8時正播放。

社區基金首推15集電視劇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表示，《同里
有親》取材自社會資本發展計劃中的樓長制度，是基
金首個推出的電視劇集，講述兩名原本互不相識的主
角，因不同原因在小社區裏相遇，並在逐漸與街坊多
接觸後，愛上社區從而令個人有所轉變，街坊之間的
人情味亦愈來愈濃。
基金期望透過大眾傳媒，將社會資本理念「入屋」，
令鄰里更守望相助及社區更有人情味之餘，藉劇集帶出
凝聚社區力量、建立互助互信、凹凸互補等社會資本核
心信念，推動大眾共同建立富人情味的香港。
對於基金的發展，林正財指已審批新一輪項目申
請，其中兩個在啟德新發展區，會結合醫療、福利和
社群的模式，透過社福機構、街坊福利會等，一同推
動社區連繫。

資助「小層長」探鄰居學習關心
此外，基金資助計劃「鄰里『心．伙』相傳」設有

「小層長」，旨在培訓年齡介乎8歲至15歲的生力
軍，聯同由成年人擔任的樓長和層長，一起探訪鄰
居，從小學習關心別人。其中11歲的孿生姊妹黃沅蕎
及黃海蕎，昨日在計劃安排的裹糭活動上，分享參與
計劃後的轉變。沅蕎和海蕎只是小學生，卻學懂長者
家居安全知識，不時提醒長者勿把常用物品放於高
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準工時委員會昨
日舉行第7次會議，討論「工時諮詢」及「工時研
究」兩個小組的工作進度報告。委員會主席梁智鴻
會後表示，為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對工時議題的意
見，委員會將由本月29日至7月26日，為政府早前
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提及的較長工時行
業、其他主要行業、僱主組織及勞工團體的成員及
地區人士，舉辦13場大型公眾諮詢會。

下月起蒐逾萬打工仔數據
梁智鴻表示，除一系列諮詢活動外，委員會亦會
主動進行社區及工作場地訪問，聽取更多市民及有
關工作人士，對工時議題的意見。在工時研究方
面，委員會將於今年6月至8月進行大型住戶統計調
查，透過面談向最少1萬名就業人士收集工時數
據。委員會亦會向從事工時相對較長或工時情況較

特別的職業或專業人士，收集最少1,500 份問卷，
令統計調查更全面。

巡迴展覽 派漫畫書光碟推廣
他指出，由於所收集的數據對委員會日後的工作

及社會繼續討論工時議題十分重要，呼籲被抽樣選
中的市民積極支持及參與統計調查。他續稱，為提
升公眾對工時議題的認識，委員會亦會繼續透過不
同途徑，加強公眾教育及推廣活動，包括舉辦巡迴
展覽及派發漫畫書及光碟。
委員會鼓勵市民出席有關諮詢會，市民可從委員

會網頁下載登記表格，或致電2127 4504登記。除
出席諮詢活動外，委員會亦歡迎市民及有關團體透
過電郵、傳真或郵寄方式，在7月31日前，向委員
會表達書面意見。詳情請瀏覽委員會網頁（www.
swhc.org.hk）。

城大生藝術展 分享遊南極得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城市大學於2012年起，實行

「極地環境」計劃，組織學生前往極地環境勘察。該校20名學
生早前參與「南極之旅」，跟隨經驗豐富的科學家進行對環境
「零影響」的研究，共採集資料數據3萬多頁及拍攝照片7萬多
張，並透過科學資料融入藝術創作。校方昨舉辦名為「凝靜之
景」的科學藝術作品展覽，讓學生以獨特作品呈現對環境的關
注。

牢獄似籠屋「複製」放旺角
城大犯罪心理學學生曾凱渝和傳播與媒體學生李嘉琪製作

「囚徒」展品。李嘉琪表示，往南極途經的烏斯懷亞一個流放
重犯的地方，發現當地牢獄大小，與香港籠屋差不多，因而獲
得靈感，設計由反光紙包裹的模擬籠屋，將之置於旺角鬧市一
天，了解途人反應。
她說，途人即使看到模擬籠屋，仍然不聞不問，正如大家知

道香港仍有籠屋存在，卻視而不見。她希望作品引起社會關
注，讓房屋問題逐步得以改善。
該校科學及工程學院學生黃浩賢與創意媒體學院學生劉清華，

以光測儀器測試南極和香港空氣，發現香港空氣污染物極多，質
素勁差。該藝術裝置以燈光模擬兩地太陽軌跡，透過照射多層半
透薄紗的光度模擬污染強度，呈現兩地空氣質素分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
政長官於施政報告宣布推出「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各界叫好，但
不少意見俱認為每月208小時的工作
要求太高。對於當局決定放寬有關要
求，不少政黨、學者均表示支持，認
為可平衡「鼓勵工作」的理念與門檻
太高的情況。不過，有福利團體認
為，放寬後的工作時數仍然太高。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政府首次
公布計劃詳情後，已有不少基層市民
反映工作時數要求太高，當時他與該
黨觀塘區議員顏汶羽已率先向當局提
出放寬工時要求的建議。
譚耀宗認為，2月份的日數較少，

低收入家庭「想做都做唔足（208小
時）。」他透露，當局初時認為，每
年30億元開支已屬上限，相信今次放
寬工時要求及增開支的做法妥當。

顏汶羽：更多基層戶受惠
譚耀宗又指出，學生資助辦事處的

工作性質與低津有一點相通，認為交
由該部門推行計劃，亦算合適。
顏汶羽表示，降低工時要求可令更
多基層家庭受惠，亦更平衡家庭與工
作的需要，特別對要照顧子女的在職
人士更能受惠。

黃國健：回應社會訴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對當局放

寬工時要求表示歡迎，認為是回應社
會訴求的表現，但新的工時要求是否
合理，則要待具體實行一段時間後才
能下定論。他指出，如果將工作時數
要求定得太高，很多人將未能受惠；
但如定得太低，則會失去「多勞多
得」的其中一個計劃意義，認為要在
兩者當中取得平衡。至於由效率促進
組抑或學生資助辦事處負責，他就認
為沒有所謂，「只要有部門問責便
成。」

鍾劍華：原先「算得較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

指出，計劃原定的每月208小時工作要求，等同
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時，「算得比較
盡」，亦與鼓勵5天工作的政策存有矛盾，認為
現時調低工時要求的做法合理。但他指出，不能
將工作時數要求定得太低，否則便會將覆蓋範圍
與綜援混合，與原有目的有出入。他又認為，勞
工及福利局負責勞工與福利事務，應「順理成
章」由該局負責推行工作。

■社區投資基金資助計劃「鄰里『心．伙』相傳」設有「小層
長」，旨在培訓年齡介乎8歲至15歲兒童探訪鄰居。

■梁智鴻呼籲，被抽樣選中的市民要積極支持及參與
統計調查。 資料圖片

◀黃浩賢（右）與劉清華利用光測
儀器分別測試南極和香港的空氣，
發現後者空氣質素勁差。 校方供圖

▲曾凱渝（右）和李嘉琪希望作品「囚
徒」，能夠引起社會對籠屋的關注，逐步
改善房屋問題。 校方供圖

「低收」高津擬放寬 多6萬戶受惠
張建宗：涉額外2億開支 最快明年第四季推行

扶貧委員會去年根據本港2012年數字發表的報告書指出，在計算綜
援等現金福利收入後，香港約有40萬個貧窮住戶、102萬貧窮人

口，當中14.3萬戶、合共49.3萬人為沒有領取綜援的在職住戶。當局
希望透過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紓解沒有領取綜援低收入
在職家庭的經濟壓力，鼓勵在職者自力更生，避免跌入綜援網，以及
協助紓解跨代貧窮，料71萬人受惠。當局預期，本港整體貧窮率可由
15.2%降至13.1%，兒童貧窮率更可由19.9%大幅降至15.5%，38,300
個住戶會因而脫貧。

曾研放寬至176小時 難承擔
根據當時的初步構思，受惠家庭必須為2人或以上家庭，沒有領取綜

援，並有至少1名在職人士，資產方面則建議沿用申請公屋的限額，並
允許有自住物業。「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會根據申請家庭的工時及入
息引入兩級制，若受助家庭每月收入不多於入息中位數50%，而有在職
成員每月工作達208小時，該家庭每月可獲發1,000元基本津貼；若每月
工作時數不足208小時但滿144小時，則可獲發600元基本津貼。
如家庭成員包括15歲以下兒童，或年齡介乎15歲至21歲、正接受全

日制非專上教育的青年，每人將可額外獲發每月全額津貼800元。 鑑
於單親家長或因照顧子女未能投放太多時間於工作之上，他們的工作
時數要求將降至36小時及72小時。此外，若受助家庭每月收入介乎入
息中位數50%至60%，仍可獲發津貼，以達到防貧效果，但所有津貼
金額均減半。
當局聆聽團體意見後，計劃放寬領取高額津貼的工時要求至192小

時。據了解，當局曾考慮將門檻放寬至176小時，但合資格領取高額津
貼的戶數會大增，無法承擔，最終決定中間落墨。此外，當局原本計
劃由政務司司長轄下的效率促進組負責，最終決定改由學生資助辦事
處負責。

鼓勵多勞多得 192小時屬「底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將208小時的要求

酌量削減至192小時，是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既能平衡多勞多得的理
念，亦可鼓勵長工時的基層工人繼續努力工作，是一個恰當的做法，
「事實上，每年2月份要工作滿208小時的確是有困難，因為工作天只
有24天。」他又強調，192小時已是當局的「底線」。
他指出，計劃放寬後，可領取高額津貼的受惠家庭數目，會由約6萬

戶倍增至約12萬戶，「最簡單以一個4人家庭來說，如果按現時最新
的數字，即入息為1.55萬元一個月，不超過貧窮線，有2名小朋友，太
太又沒有做事，是可以領取1,000元的個人津貼，再加兩名小朋友的
1,600元，即每個月有2,600元，而我們的資產上限是以申請公屋為標
準，即45.5萬元的資產也合資格申請。」
他又表示，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能如期處理，當局期望明年第四季
可以接受申請，並會仿傚交通津貼的做法，以過去6個月計算，「只要
申請者提供足夠的資料，我們會給6個月的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施政報告建議每年動用

近30億元公帑，向20.4萬個合資格家庭發放「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惟要求受惠家庭必須至少1名成員每月工

作208小時，才可領取1,000元高額津貼，遭到不少政團

批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當局計劃將高額津

貼的要求，放寬至192小時，預料有6萬個家庭將因而

「升格」至領取高額津貼，每年涉及額外2億元開支。他

又表示，原定由效率促進組推行計劃，亦將改由學生資助

辦事處負責，料最快明年第四季推行。

學資處執行增協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今次「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的其中一個改變，是將執行部門，由
效率促進組改為學生資助辦事處。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解釋，將執行部門由效率促進組改為學生
資助辦事處，是基於詳細考慮到運作情況後作出的
決定，「這項津貼本身其實主要是協助一些有兒童
的低收入在職家庭，而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對象，亦
是在學兒童，當中有一個協同效應。」

擬短期增聘約500人
張建宗指出，低津本身的操作是一個大工程，

需要建立一套電腦系統及人手，當局會成立一個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以取代原有的學
生資助辦事處，相信對福利事務走向較為綜合一
站式的服務，是一個好的起步。
他又謂，長遠而言，需要逾300名公務員處理

低收入津貼的申請事宜，連同其他運作開支，每
年涉及約1.8億元經常性開支，行政費比例恰
當。不過，由於計劃初期將有大量申請要處理，
故需額外聘請逾百名非公務員合約人員，即當局

短期內需為計劃額外聘請約500人。

拉布延撥款 計劃或推遲
張建宗表示，當局會在下周二的立法會扶貧小

組上，詳細解釋框架細節，期望可在下月11日到
人事編制委員會作增聘人手的申請，以便7月4
日呈交財務委員會，「如果在7月4日獲批，我
們會即時展開籌備工作，因為是相當龐大的工
程。」然而，立法會內的拉布行為，令當局不少
撥款申請均未能如期處理，張建宗指如果今年立
法會休會前都未能申請撥款，便不能展開工作，
計劃的推行日期或要推遲。
張建宗強調，「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推行

目的，是鼓勵低收入的在職家庭自力更生、持續
就業，不要跌入綜援網；同時，亦要協助該些家
庭的兒童，處理跨代貧窮的問題，故出發點是與
就業掛鈎。」他指出，今次推出低收入津貼，明
顯是政府對改善貧窮的承擔與決心，「相信一定
可以紓緩到跨代貧窮的問題，以及真正幫助到在
職貧窮的家庭。」

▶張建宗強調，每月工作192
小時已是當局的「底線」。

資料圖片

▲當局計劃將「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申請要求放寬，預料
多6萬個家庭受惠。

計劃放寬前後比較
項目 原計劃 放寬後
高額津貼工作 208小時 192小時
時數要求：
高額津貼受惠 約6萬戶 約12萬戶
家庭數目：
受惠家庭數目： 20.4萬戶 20.4萬戶
預算每年開支： 逾29億元 逾31億元
執行機構/部門：效率促進組 學生資助辦事處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