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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DSC員工未獲破欠特惠金
陳婉嫻郭偉強助追討 張建宗:增人手優先處理

9名DSC員工代表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及郭偉強的陪同下，聯同代表律師及臨時清盤人，與勞工處代表會
面。員工代表馬小姐在會後表示，張建宗曾承諾於9月底發
放特惠款項予個案沒有爭議的員工，結果至今僅170多人獲
發7月份工資及1個月代通知金，每人約萬餘元；另有260多
名已申請的員工未獲發款項，當中至少100人對薪金及分紅
數目沒爭議。她又說，所有員工都未取回遣散費，有員工更
被拖欠約10萬元遣散費。

雙方提交資料有出入待勞處核實
陳婉嫻引述勞工處解釋，指臨時清盤人提交的薪金資料與
處方有出入，處方需時再核實，惟人手不足；員工代表曾詢
問處方有問題的個案總數，又提出多個解決建議，惟處方均
未有正面回答，亦不願承諾發放其餘款項的確實時間，「不
排除10月或11月才出齊（錢）。」

陳婉嫻批評勞工處令人失望
馬小姐表示，就業市場臨近年尾的空缺有限，仍有近四分
之一的受影響員工待業中，部分僱主更會藉機向DSC員工壓
價。有人為應付家庭支出，甚至向銀行借錢渡難關。
陳婉嫻批評勞工處的表現令人失望，對DSC員工的查詢往
往問非所答，迫使DSC員工激進。郭偉强指出，現時破欠款
額的涵蓋範圍不包括員工超時工作薪酬或補假，認為並不合
理，必須檢討。
張建宗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勞工處已透過內部人手
調配，優先處理有關個案，強調已盡力、盡快處理，絕無拖
延，沒有爭拗的個案亦已於上月25日、中秋前發放款項。
他表示，處理個案的最大困難或涉及臨時清盤人提供的資

料與處方收到的資料有出入，包括涉及工傷病假或調職，需
再核實，他已親自督促勞工處處長加快處理，希望本月內完
成沒有爭議的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8月初突全線結

業的連鎖傢俬電器直銷店「DSC 德爾斯」，員工

代表昨日與勞工處開會後表示，至今不足一半求

助員工獲勞工處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發放特惠款

項，處方亦未能給予發放其餘款項的確實時間。

員工代表直言對結果感到失望，批評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違背承諾。張建宗表示，勞工處已

增撥人手優先處理個案，希望本月內完成沒有爭

議的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為解決飲食業的人
手短缺問題，政府鼓勵業界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如彈性上班、配合員工需要而提供特定假期等，以挽
留業界人才。

24萬人從事飲食業冀彈性工作
根據勞工處的資料顯示，今年1月至9月，勞工處

共錄得超過98萬8千個私營企業職位空缺，當中約
16.5%空缺來自飲食業，較去年同期上升11.1%，而
現時約有 24.2 萬人從事飲食業，佔就業人口約
6.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飲食業的人手
需求殷切，而僱員希望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加薪也
未必能招聘或挽留員工，希望業界能提供更多家庭友

善僱傭措施，讓員工可以無後顧
之憂地工作。
勞工處推出的《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飲食業良好人事管理指
引》，建議企業可容許員工自行
調班、彈性上班時間、為有子女
的家長提供「家長日假期」及
「考試假」等，配合員工的生
活。張建宗稱，企業可因應員工
的個人需要及企業的運作而制定
不同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金仔米線採彈性上班
金仔米線於9月推出彈性上班

措施，其執行董事邱金榮指，以前員工每天大約工作
10小時，但現在會因應員工需要而安排彈性上班。
他表示，曾希望把一名員工晉升為廚房助理，並
分配她於晚上工作，但因該員工希望可回家準備晚
飯，最後安排她下午六時放工，「如果要她在夜更工
作，她寧願辭職。」邱金榮又承認，因人手不足，擔
心長遠會影響公司運作，但希望措施能挽留員工，減
低流失率。
邱金榮又表示，為改善員工工作環境及減低勞

損，店舖購入了自動炒鑊機、廚房安裝冷氣等，「飲
食業被認為是一份辛苦的工作，希望這些措施可令員
工及大眾改觀。」同時亦預先於工場完成部分生產工
序，減低員工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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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
港特區政府昨日宣佈，香港與澳門即
將商討自由貿易協定，即《香港與澳
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港澳CEPA》）。港府發言人指
出，建立《港澳CEPA》可進一步促
進兩地之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而香
港與澳門目前已各自與內地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港澳CE-
PA》建立後，三地可透過此等《安
排》組建新的共同平台，進一步推進
『大中華』地區內的貿易和投資開放
及便利。」
《港澳CEPA》將涵蓋7大主要元
素，包括承諾維持零關稅；減少非關
稅壁壘，以及避免實施貿易救濟措
施，包括反傾銷、保障和反補貼措
施；簡便的清關程序；服務貿易自由
化及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保護、促
進和便利化；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
法律和制度安排，以及爭端解決機
制。
澳門是香港去年的第十九大貨物貿

易夥伴及2013年的第十四大服務貿
易夥伴。2010年至2014年間，兩個
經濟體的雙邊貨物貿易每年平均增長
22%，雙邊服務貿易在 2009 年至

2013年間每年平均增長18%。此外，澳門是香港
的第十一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以及香港的第
十一大向外直接投資目的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被指有裁員計劃的
鳳凰衛視，有員工透露其中一個頻道「香港台」
的員工，昨早開始陸續「收信」被裁。鳳凰衛視
公關部回覆，不評論有關消息，僅重申順應香港
市場需要作架構及節目重組，「個別員工受影
響」，惟堅決否認受影響員工人數達百人。勞工
處暫未收到員工求助。
有鳳凰衛視員工昨透露，香港台部分編採人員

昨早上班接獲解僱信，裁員消息早於上周五由管
理層向香港台各部門主管開會宣佈，指香港台開
台以來一直未達收支平衡，加上今年鳳凰整體業
績虧損，必須開源節流，繼早前交還鳳凰優悅的
數碼廣播牌照，再向香港台「開刀」精簡人手。
鳳凰衛視公關部昨日重申，為順應香港市場需

要，對香港台作架構及節目重組，「個別員工受影
響」，但不影響節目24小時廣播。對於有傳媒報道
指，被裁的員工人數達百人，公關部斷言否認。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關心事件，暫未收

到員工求助，呼籲員工如有需要可向勞工處求助，
處方亦會為他們提供就業及勞工權益的資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及郭偉強聯同代表律師及臨時清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及郭偉強聯同代表律師及臨時清
盤人盤人，，與勞工處代表會面與勞工處代表會面，，助助DSCDSC員工討薪員工討薪。。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現時有部分餐廳已經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現時有部分餐廳已經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勞工處希望將來能勞工處希望將來能
把友善僱傭措施推廣至其他行業把友善僱傭措施推廣至其他行業。。 鄺慧敏鄺慧敏攝攝

飲食業推家庭友善僱傭留人

國慶黃金周期
間，20位香港魔方
高手在廣州征戰首
屆WCA中國魔方
錦標賽，其中黃健
樂以9.49秒的成績
獲得了三階中國亞
軍，同時，周嘉
偉、梁家浩等高手
一共刷新了10項香
港魔方紀錄。

據了解，這次在廣州南武中學舉行的魔方大賽是獲得世界魔方協
會官方認證的比賽，吸引了多位國外魔方高手和全國各地魔方高手
共計11個國家和地區556人報名參賽，比賽人數在全世界的魔方賽
中僅次於世界魔方錦標賽的580人。其中，多項全球第一的澳洲選手
菲利克斯Feliks等魔方屆的世界級高手也都現身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

19歲的重慶青年吳
家浩因患急性肝功能
衰竭，需要大量血漿
換血排毒，醫院血庫
告急，41個陌生人接
力獻血15,800毫升，
又重新為他帶來了生
的希望。
吳家浩家貧，16歲

起便輟學到浙江打
工。外出打工3年，吳
家浩竟攢下了8萬元，他一直希望能用這筆錢，為家裡人謀劃更好的生
活。不幸的是，吳家浩上月底突然被診斷出急性肝功能衰竭，肝壞死達
到90%。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是進行肝移植手術，但在找到匹配肝源之
前，只能通過「換血」排毒，每次約要換掉全身50%的血漿。
醫院血漿庫存不足，走投無路的吳家浩家人只有到街頭尋求幫

助。令他們意外的是，40多位路人竟爽快地伸出援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河北發現康熙年間河北發現康熙年間《《磁州志磁州志》》

自編劇自編劇自繪故事自繪故事
天才女童創動畫片天才女童創動畫片

1938年，經明清離開老家江蘇句容參軍，1942
年隨着遠征兵到緬甸抗日，之後就留在了那裡，
直到90年代才與老家人取得聯繫。離家近80
年，9月30日，經明清的家屬陪着他第二次從緬
甸回到家鄉。
10月7日是經明清的百歲生日，按照老家的風
俗，10月6日晚，家人在江蘇南京為他辦了百歲
壽宴。50多位家屬來為他賀壽，在飯店照了全家
福，一家人四代同堂。經明清有83歲的外甥女，
也有才上幼兒園的小朋友。經明清的孫女經育文
說：「有一位這樣英雄老壽星，是全家人的榮
耀，這次專程把爺爺從緬甸接回家鄉過百歲大
壽，是想讓他感受家鄉的溫暖。」
壽宴上，站在經明清身邊的兩位重孫輩的小
朋友主動地向老人獻吻，經明清先是一愣，隨

即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在母親墳前痛哭
經明清 10月 3日回了趟句容老家，「南京

1213志願者同盟」的志願者王先生一直陪伴
在老人的身邊。王先生說，經老年紀大了，
記憶停留在離開家的那個時候，「一直念叨
着要回家看看母親，說這次回來最重要的就
是要見一見母親，還堅持說母親一定在家裡
等着他」。
經老的兩個親戚帶着他到了母親的墳前。直到

看到墓碑上的名字，經明清好像才忽然明白了這
個難以接受的事實。王先生說：「經老祭拜時非
常激動，號啕大哭，我們這些志願者在旁邊看着
也很動容。」
10月14日經明清老人就要回緬甸。孫女經育文

告訴記者，「老人這次在南京的時間不長，我們
一定會給他留下最美好的家鄉回憶。」

■《現代快報》

8歲，原是看動畫片的年齡，可重慶的何悅爾卻自己原創了一部5分

鐘的動畫片。為了這部動畫片，她放棄了出國旅遊的機會，花了兩個月

時間，自己構思劇本、畫出描繪故事情節的繪本、捏了上百個「泥

人」、拍了上千張照片、請媽媽和弟弟配音。 ■《重慶晨報》
河北省邯鄲市磁縣磁州鎮固城村村民劉寶貴近日在家中意外發現

了一套清朝康熙年間的《磁州志》。據文保專家介紹，這套《磁州
志》距今有333年，是目前發現的磁縣縣誌中保存最早的，對研究邯
鄲地區尤其是磁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提供了原始詳盡的文史資
料。
磁縣因地產磁石而得名「磁州」，是中國磁州窯發祥地。據劉寶

貴介紹，這套縣誌是他家老一輩人收藏並傳承下來的。近日他在收
拾房間時，無意中從一個老櫃子的箱底發現了這套書頁已經泛黃且
稍有破損的康熙版《磁州志》，志書內容基本完整。
縣志的序言載明，這套磁州志年限從三國至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縣志共2本14卷，內容包括星野、疆域、沿革、山
川、祭祀、水利、風土、古蹟、秩官等。 ■新華社

渝青肝衰竭獲渝青肝衰竭獲4141人接力捐血人接力捐血

港高手穗魔方錦標賽奪亞軍港高手穗魔方錦標賽奪亞軍

今今年川美的畢業展剛開始年川美的畢業展剛開始，，姐姐袁莉就帶着何悅爾來到大學城姐姐袁莉就帶着何悅爾來到大學城。。動畫展區動畫展區
的作品在何悅爾的腦海裡的作品在何悅爾的腦海裡「「生了根生了根」。「」。「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夢見和弟弟進入我夢見和弟弟進入

了動畫世界了動畫世界，，在裡面我們自由自在地遨遊在裡面我們自由自在地遨遊，，還結交了許多外形各異的好朋還結交了許多外形各異的好朋
友友。」。」第二天第二天，，何悅爾就同媽媽達方圓說何悅爾就同媽媽達方圓說，，自己想原創一部動畫片自己想原創一部動畫片。。

達方圓雖然有些驚訝達方圓雖然有些驚訝，，但也沒當回但也沒當回事事。。然而讓她沒料到的是然而讓她沒料到的是，，女兒自己纏女兒自己纏
着袁莉姐姐着袁莉姐姐「「說了她的小小夢想說了她的小小夢想。」。」袁莉告訴袁莉告訴悅爾製作動畫大致需要寫劇悅爾製作動畫大致需要寫劇
本本、、繪畫繪畫、、捏泥人捏泥人、、拍照拍照、、合成動畫等步驟合成動畫等步驟，，悅爾並沒有退縮悅爾並沒有退縮，，還十分高興還十分高興。。
幾天時間幾天時間，，何悅爾就將一個幾百字的劇本就寫了出來何悅爾就將一個幾百字的劇本就寫了出來。「。「我和弟弟在家我和弟弟在家

裡裡，，收到一個快遞禮物收到一個快遞禮物，，打開後打開後，，我和弟弟被帶進了魔幻世界我和弟弟被帶進了魔幻世界，，那裡有白那裡有白
森林森林、、恐龍城堡……恐龍城堡……」」

一個泥人做逾一個泥人做逾3030次次
「「因為她以前完全沒畫過繪本因為她以前完全沒畫過繪本，，對於一個對於一個88歲的孩子來說歲的孩子來說，，確實有些困確實有些困
難難。」。」一路指導何悅爾的袁莉說一路指導何悅爾的袁莉說。「。「她每天畫好幾個小時她每天畫好幾個小時，，有時一張手稿有時一張手稿
甚至要畫十幾次甚至要畫十幾次」。」。半個月後半個月後，，1616張繪本畫終於畫好張繪本畫終於畫好。。接下來就是用軟陶接下來就是用軟陶
製作各種場景製作各種場景，「，「捏她自己和弟弟的泥人時捏她自己和弟弟的泥人時，，她很高興她很高興，，但因為還要對各但因為還要對各
種場景拍照種場景拍照，，時不時會把泥人弄壞時不時會把泥人弄壞，，又得重做又得重做，，有的泥人做了有的泥人做了3030來次來次。」。」
袁莉說袁莉說：「：「合成動畫片時合成動畫片時，，要拍上千張照片要拍上千張照片，，很煩瑣很煩瑣，，沒想到她居然都能沒想到她居然都能
夠堅持下來夠堅持下來。」。」
動畫製作好了動畫製作好了，，何悅爾邀請媽媽和弟弟配音何悅爾邀請媽媽和弟弟配音。。因為弟弟年齡太小因為弟弟年齡太小，，雖然雖然

配音時他很高興配音時他很高興，「，「但有時候還會笑場或者不配合但有時候還會笑場或者不配合」。」。何悅爾拿出棒棒糖何悅爾拿出棒棒糖
作作「「誘餌誘餌」，」，讓弟弟旺仔乖乖配音讓弟弟旺仔乖乖配音。。
經過兩個月時間經過兩個月時間，《，《奇跡之旅奇跡之旅》》問世問世。「。「這部這部55分鐘的動畫片還只是上分鐘的動畫片還只是上

集集，，寒假我還要製作下集寒假我還要製作下集。」。」何悅爾說何悅爾說。。

■■何悅爾和助教姐姐一起展示她們創何悅爾和助教姐姐一起展示她們創
作的動畫作的動畫、、手稿手稿、、模型等模型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當兩位重孫輩獻吻時，老人臉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網上圖片

遠征軍老兵回鄉 百歲宴四代同堂

■香港高手赴穗與魔方愛好者交流競技。
資料圖片

■吳家浩的表姐記下的40多個獻血者的名
字和電話。 本報重慶傳真

■何悅爾創作
的手稿。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