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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車房氣爆速出報告
籲機電署檢討監管例 免「管人不管場」增風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表示，
今年6月向環境局去信了解現今香

港規管車輛維修工場的監管情況，但結
果令人失望，當局對有關維修工場的工
程劃分一直沒有清晰的指引，部分數字
更是「靠估的」推斷出來。根據機電署
規定，現時但凡維修工場有「第六類勝
任人士」（俗稱CP6），即可進行更換
石油氣燃料缸，及維修氣候與相關配件
的工程，惟法例並沒有訂明需在指定的
車輛維修工場維修，這個做法與1999年
政府需要同時「管人又管場」相較是明
顯的放寬標準，增加安全風險。

鄧家彪引述環境局的回覆指出，本港
「管人管場」的獲批准石油氣車輛維修
工場有29個，但無法確認只有CP6的一
般工場數量，當局猜測全港有約300個雖
沒有場地監管但可進行有關石油氣工程
的工場。鄧家彪強調，機電署一般不會
定期巡視有關工場，亦對它們有沒有進
行有關石油氣工程一無所知，加上部分
工場座落民居，情況令人憂慮。

倡標籤法「標籤跟人走」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理事勞士正亦

指出業界對工場安全有疑慮，的士司機

雖知道要有CP6技工才能進行石油氣缸
工程，但難以判斷哪一間工場有合資格
技工。他建議政府實行標籤法，工場需
特別註明擁有合資格技工，而且「標籤
應該跟人走」，一旦技工離職就要撤回
標誌，才能令司機放心。
鄧家彪對機電署現時提出的「工場自

願註冊計劃」表示歡迎，但強調計劃必
須「有時間表和終點」，最終達至強制
註冊的程度才行，有關部門亦要加強巡

查和重新檢討法例對工場的監管，必須
要「管人兼管場」，並加快市區重建，
把現有車房和民居分離，才能令工場顧
客及居民放心。
此外，慈雲山車房爆炸事件調查已進

行約3個月，至今未有結果。據了解，完
成整個調查並遞交文件至死因裁判庭審
議需時約一年，鄧家彪促請調查小組盡
快公佈結果，解封現場，並優先另行安
置永安樓10幾個家庭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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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慈雲山環鳳街車房爆炸事件發

生至今已有3個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三召開會議，討

論有關石油氣車輛維修工場的規管問題，但有議員不滿會議不會涉及

車房爆炸案的成因及檢討機電署過去監管工場的不足之處，促請保安

局盡快完成意外調查報告，及要求機電署檢討現行的監管法例，加強

巡查，以令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中大今年通過
「全國統一招生計劃」在
內地取錄了305名內地高
考生，其中3人年僅16
歲。根據內地各省公布的
考生排名及分數段統計資
料顯示，今年獲中大取錄
的考生皆排名於全省前
0.01%之內，包括20位獲
省市或單科第一；若以滿
分150分計算，整體內地
生的英語水平為139分。
中大發言人表示，由

於生源充足，並應某些
省份增加名額的要求，
故今年取錄人數比原來
300人略有增加，在新

疆、北京、江蘇、貴州等也有擴大招生，該
校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庫車縣取錄了一
名屬於貧困專項計劃的考生。
曾在小學時跳級、年僅16歲的任含希，

雖是文科生，卻在陝西省數學科考獲滿
分。她表示自己的思維偏向理科，計劃在
中大修讀會計課程。至於在安徽省英語單
科考獲滿分的理科生陳思涵，在高中時參
加語言學競賽獲國家一等獎，他透過閱讀

中大化學系麥松威及李偉基所著的《高等無機結構
化學》而認識中大，稍後擬修讀理學。中大將於8
月21日起為內地新生舉辦為期8天的迎新營，其間
會安排選課輔導、遊覽香港、中大遊蹤等。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對於小朋友來說，玩
具永遠都不嫌多，但是多未必就是好。有機構訪問逾800
位家長，發現近八成父母認為玩具是孩子的必需品，更有
六成半受訪兒童擁有超過50件玩具，其中超過一成人的玩
具多得數不清，但有近七成家長會把不要的玩具丟棄。專
家認為除造成浪費外，更會令他們養成「玩完即棄」的心
態，建議把玩具修復再玩，或把玩具捐給慈善機構。
港人物質生活豐富，有機構於6月上旬訪問全港812位育

有3歲至12歲小孩的家長，發現近八成父母把玩具當成孩
子的必需品，主要供子女娛樂之用，並令他們感到快樂。
三成半家長每月花2,000元以上為子女添置玩具，近六成半
孩子擁有50年以上的玩具，而超過一成受訪者更表示家裡
的玩具多得數不完，可見多數香港孩子不缺玩具。
但是，孩子會玩不代表會珍惜，超過四成家長表示子
女的玩具經常「去舊迎新」，逾七成家長會把過多的玩
具丟棄，主因是玩具損壞及沒有足夠空間放置玩具。基
督教青年會「玩具銀行」代表暨中心主任包秀怡指出，

小朋友擁有太多玩具，會令他們養成「玩完即棄」的習
憤，變得不懂得珍惜身邊事物，她建議家長不一定要讓
孩子玩「全新」的玩具，更可嘗試與子女一起修復壞掉
的玩具，或把過多的玩具捐贈予慈善機構，以加強親子
關係，及令子女建立「環保」觀念，減少浪費。
香港唯一的玩具修復專家李肇澤表示，修復玩具不難，

只要有耐性和使用適當的修復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菜頭菜尾
等於垃圾？有機構舉辦菜頭菜尾烹飪大賽，鼓勵
市民以廚餘入饌，減少浪費食物，達致源頭減
廢。由綠領行動主辦的菜頭菜尾烹飪大賽於昨日
舉行首場地區賽。比賽收到逾百份報名表，經初
步評審後有30隊隊伍入圍，並分成3組進行比
賽，競逐共6個決賽席位。

港廚餘每天3648噸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指香港廚餘問題嚴重。

根據環保署在2013年的資料顯示，香港每天產生
的廚餘高達3,648公噸，其中家居佔2,645噸，比
例高達72.5%。他稱全球各國皆關注廚餘問題，
為大勢所趨，而英國更有官方組織編寫食譜，教
市民如何利用廚餘入饌。因此他呼籲大家應為環
保出一分力，減少浪費食物。
現場所見，9隊參賽隊伍各有千秋。有參賽者
利用蝦殼及玉米芯熬湯、有一家大小利用橙皮煮
金沙骨，有男士「單人匹馬」上場，利用西瓜皮
作涼拌沙律，可謂創意及環保概念俱備。

憑「以和為貴定食」烹調五樣小菜而晉身決賽
的李太指，利用廚餘煮餸一直是她的「強項」。
為減省家庭開支，李太自組建家庭以來就善用廚
餘煮菜，平均每頓飯只花費60元至70元就能煮
出四人分量的菜式，而旁邊的女兒都大讚好味。
另一組決賽隊伍柯太與其女兒則利用湯渣包餃

子取得評審青睞。柯太指自己以往會直接把湯渣
扔掉，不曉得作其他用途。直至近一兩年從各個
媒介接收不少相關訊息，才開始嘗試用廚餘入
饌，例如從賽前的烹飪班才得知果皮十分有用，
故期望媒介可以多加宣傳，讓更多市民了解該如
何善用菜頭菜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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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家長扔玩具七成家長扔玩具 易令子女易令子女「「玩完即棄玩完即棄」」

■「玩具醫生」李肇澤（左）即場作維修及保養示範。

■ 李 太
(右二)自
組建家庭
以來就善
用廚餘煮
菜。
林嘉敏攝

■鄧家彪（前排左三）要求機電署檢討現行的監管法例，加強巡查。 楊喆彤 攝

■任含希
中大提供圖片

■陳思涵
中大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