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感幸福 人數遜去年
促設完善退保統一假期 工聯：送上「完美母親節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文華）母親節將到，工聯

會昨日公佈婦女幸福指數

調查，顯示婦女幸福指數

由去年的 7.26 分下降至

6.97分，感覺幸福的婦女

則由去年83.3%，下跌至

今年81.4%。其中「設立

完 善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

（68.7%）、「勞工假期

及公眾假期劃一至17日」

（37.2%）及「實施標準

工時」（31.1%）被受訪

者評為「對自己及家人生

活有最大幫助的措施」的

頭三位。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呼籲政府盡快設

立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將

勞工假期及公眾假期統一

劃定至17天，並實施標準

工時，向廣大母親送上

「完美的母親節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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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及家人生活最大幫助措施
項目 人數 比率

設立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603 68.7%

勞工假期及公眾假期劃一至17天 327 37.2%

實施標準工時 273 31.1%

15年免費教育 222 25.3%

增加再培訓課程 203 23.1%

政府增加兒童託管服務/功課輔導班 146 16.6%

其他 21 2.4%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記者 陳文華

工聯會於上月初以問卷形式訪問878名婦女，要求受
訪者以1分至10分為自己的幸福評分，最多受訪者

評分為8分，佔36.5%，較去年跌1.5個百分點，其次為7
分（16%）及5分（11.2%）。
在令受訪者感覺幸福的因素中，「身體健康」（70%）

位列首位，其次為「有美滿和諧家庭」（51.2%）及「子
女聽話」（45.2%），顯示婦女對健康的重視及對家庭、
子女的情感依賴。另有40.7%受訪者因「解決到住屋問
題」而感到幸福。
不過，受訪者評分5分及以下的比例，則由去年17.9%

升至今年22.6%。其中「健康不佳」（58.3%）、「精神
壓力太大」（52.8%）及「有經濟問題」（47.2%）是令
受訪婦女感覺不幸福的三大主因。
而影響受訪者生活的「社會因素」則依次為「物價太

貴」（65.6%），「退休生活無保障」（50.6%）及「自
己或家人太長時間工作，少見面」（35.9%）。

在職母嘆子女放假自己返工
黃大仙區區議員譚美普以自身在職媽媽的角色分享說，

部分在職媽媽只享有勞工假期，相比17天的公眾假期少5
天，「有時小朋友學校放假，自己卻要返工，一方面要周
圍找人幫手照顧，另一方面又減少了自己與小朋友相處的
時光，令人煩惱。」她呼籲政府統一劃定勞工假期及公眾
假期至17天，為婦女分憂。
麥美娟補充稱，部分婦女因要照顧小朋友而辭工或做零

散兼職，不僅失去強積金保障，更沒有其他任何政府政策
支援，她建議政府盡快完善退休保障制度，並撤銷強積金
對沖及降低行政費，令婦女不再徬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不諳中
文的少數族裔在主流語言是中文的香港
找工作，經常會處處碰壁。一項調查發
現，在16個本地求職網站收集的1,500
份招聘廣告中，近乎全部均要求應徵者
懂粵語或懂中文書寫。有來港定居10年
的尼泊爾學生表示，因中文水平不足，
就連跨國公司的實習機會亦錄取渺茫，
坦言不想因語言障礙而離開香港發展。
負責調查的機構促請政府盡快制定「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政策，以及設立就業
支援計劃，協助少數族裔學生打破語言
障礙。
為探討少數族裔等不諳中文人士在港

求職過程中遇到困難，融樂會於2014年
4月至2015年12月，隨機於勞工處、
JobsDB 等 16 個本地求職網站收集了
1,500份招聘廣告，發現撇除一些未有清
楚列明語言要求的招聘廣告後，近乎全
部（約97%）均要求應徵者懂粵語或懂
中文書寫。有26%則要求需懂普通話。
約43%招聘廣告更進一步列明，要求求
職者的中文讀寫皆精，不需要兩樣皆精
的則不足1%。

要講普通話 尼泊爾生口啞啞
科大三年級生物化學系學生Prativa

Sapkota原籍尼泊爾，雖已來港定居10
年，但中文能力有限，故一有機會就報
讀粵語等中文課程，改善中文語言能
力。她稱曾自信滿滿地申請一所跨國公
司的實習機會，豈料考官至面試中段卻
要求她以廣東話及普通話回答問題，令
她當場驚慌不已。由於自知粵語說話能
力有限，她以英文作答，但已知錄取機
會渺茫，坦言親友現均在香港生活，不
想因語言障礙而要到其他地方發展。

融樂會研究主任葉皓羚分析指，不乏僱主心抱
「所有人都識廣東話」的觀念，才未在招聘廣告
中清楚列明對求職者的中文要求。她指出，政府
招聘網站如勞工處雖會翻譯招聘廣告，但工作性
質及內容等重要資料卻不時照舊用中文，「令中
文能力有限的少數族裔，連招聘廣告都睇唔
明。」

促設就業支援 助少族學中文
該會總幹事張鳳美透露，多數少數族裔都是小

學開始接觸中文，惟語言程度參差，加上中學時
期多選擇就讀以非華語學童為主的指定學校，故
升至大學時，已錯過學習中文的黃金時期。她促
請政府盡快制定政策，令學校有具體明確的中文
階段性學習進度目標並制訂適切教材，以及設立
就業支援計劃，協助少數族裔學生有效地學習中
文，打破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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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iva（左一）中文水平不足，跨國公司的實
習機會錄取渺茫。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母親節快將來
臨，房委會指將在轄下多個商場舉辦歌頌母愛推
廣活動，亦藉此增加商場人流，房委會稱，母親
節當日（5月8日），居民如欲對母親表達心意，
可前往房委會轄下的坪石、梨木樹、美田、天
恩、晴朗、彩德和油麗商場填上及掛上心意卡，
更可帶同母親及一家大小前往欣賞完成作品。
母親節當日上午11時至下午4時，房委會坪

石、梨木樹、美田和天恩商場將有愛心攤位遊戲
及小丑雜技或魔術師表演；而晴朗、海麗、彩德
和葵涌商場亦有小丑派發扭汽球。當日中午12時
至下午2時，光臨上述8個商場的母親們有機會獲
贈鮮花、手工花或曲奇餅。
另外，在5月7日（星期六）及8日（星期日）
下午，居民如前往晴朗、海麗、安基、彩德、葵
涌、天恩、梨木樹、坪石、美田、兆康和南山商
場購物滿指定金額，可換領小禮物，小禮物每日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兩年售46600張泊車代用券
房委會商業樓宇小組早前通過，維持對商戶大

量購買泊車代用券可獲八折的優惠，商戶如購買
50張或其倍數的泊車代用券，即可享有該優惠，
以鼓勵更多訪客惠顧房委會商舖。泊車代用券頗
受歡迎，以過去兩年為例，共售出約46,600張。
房委會又指為鼓勵市民前往房委會商場購物，

房委會轄下位於油塘的區域商場「大本型」及油
麗商場為消費滿指定金額的顧客提供免費泊車優
惠，詳情可參閱有關商場內的告示。

房委會商場活動「歌頌母愛」

■房委會
油麗商場
母親節佈
置。

■工聯會公佈婦女幸福指數調查，顯示婦女幸福感下
降。 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由於動力系統發生故
障，山頂纜車昨日需停止服務進行維修，直至昨晚始恢
復服務。昨日適值勞動節公眾假期，不少遊客及市民欲
乘纜車到山頂遊覽，但到達車站時才知纜車故障停駛，
均望門興嘆流露失望之情，而纜車站外往山頂的巴士站
則大排長龍。
山頂纜車公司昨晨稱因驅動系統故障，纜車服務於昨
晨7時起暫停，直至另行通告。其後公司網站發出消
息，指因需進行緊急維修工程，昨日的纜車服務要暫
停，而山頂凌霄閣將照常開放。直至昨晚7時半纜車服
務重開，纜車公司對事件造成乘客不便致歉。
受事故影響，運輸署安排行走中環（國金二期）至山

頂廣場的專線小巴1號線加強服務，新巴來往中環至山
頂的15號線巴士亦改經花園道纜車站；而來往中環天星
碼頭至花園道纜車站的新巴15C線則暫停服務。

逾百人等巴士 苦候句鐘
對於纜車突然故障停駛，遊客均感失望，纜車公司派
出職員在車站向乘客解釋情況，並安排陸續抵達的遊人
轉乘巴士上山頂。由於纜車站外巴士站並非15號線巴士
的總站，巴士抵達時車上已有不少乘客，令在場等巴士
的人龍一度多達百多人，一般要苦候45分鐘至1小時才
能上車，有部分人則改乘的士上山頂。
由廣州來港的蕭氏一家趁「五一黃金周」假期專程來

港觀光，原計劃上山頂遊覽，無奈遇上纜車故障，只得
改乘巴士。蕭家的小朋友過往雖已來港數次，但今次未
能乘坐纜車，坦言有點失望。
有來自瑞士遊客對纜車故障要轉坐巴士上山頂感失
望，不過，他希望回程落山時纜車維修妥當，讓他可乘
纜車下山。

纜車假期停駛「登山客」掃興

■■兩名瑞士遊兩名瑞士遊
客對無法乘纜客對無法乘纜
車上山頂感失車上山頂感失
望望。。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山頂纜車
故障，市民
排隊轉搭巴
士上山頂。
劉友光 攝

■中環纜車
總站外貼出
通告，提醒
市民纜車暫
停服務。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一名年
僅 4 歲尼泊爾籍男
童，前晚深夜在油麻
地炮台街73號3樓寓
所疑一時貪玩，攀窗
開啟一扇窗花失足由
3樓直墮街外，其間
先撞中樓下一個店舖
帳篷再反彈落地重
傷，趕急送往伊利沙
伯醫院搶救，情況嚴
重，現在兒童深切治
療部留醫。其母則涉
嫌「對所看管兒童或
少年人虐待或忽略」
被捕，經通宵調查
後，昨晨獲保釋候查，5月中再返警署報到。
墮樓大難不死的4歲尼泊爾籍男童，據悉事發時雖有母親在
家，但仍發生意外，其中一扇窗的窗花更不知何時被人開啟，
猶幸男童墮樓時被帳篷卸去部分衝力得以保命。
前晚深夜11時許，有途人目睹一名南亞裔男童由上址大廈高
處墮下，倒卧對開馬路旁受傷哇哇大哭，立即報警，與此同時3
樓一單位亦疑有人發現男童墮樓，連忙奔落樓察看情況，未幾
救護員到場，迅將男童送院救治，警員其後封鎖現場調查，並
將男童36歲母親拘捕帶署扣查。

4歲童墮樓案
母保釋候查

■男童由炮台街寓所墮樓受傷。
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虹）不少呼吸道疾病患者均
會使用吸入器，紓緩氣管不
適。有藥劑師學會發現，市
面上7種治療哮喘及慢性阻塞
性肺病的常用吸入器平均首
次使用步驟有13個，使用繁
複，當中有吸入器更有35個
必須步驟。有哮喘病人直言
需時半年才正確掌握吸入器
的使用步驟。有藥劑師估
計，本港約有70%患者錯誤
使用吸入器，相信患者接受
醫護人員適切使用指導後，
用藥成功率將高出兩倍。
為了解本港患者使用吸入

器的情況，香港醫院藥劑師
學會早前分析壓縮吸入器、
都保吸入器、輕霧吸入器等
共7種治療哮喘及慢性阻塞性
肺病的常用吸入器。結果發
現，整體吸入器的平均首次
使用的所需步驟為13個，當
中輕霧吸入器需要35個必須
步驟，是7種吸入器中最多；
逾六成本港患者會選用的壓
縮吸入器，則有10個首次使
用步驟。

需花半年掌握使用步驟
現年40餘歲的呂小姐20多

年前確診患上哮喘，一直慣
用壓縮吸入器。她表示，使
用初期不大熟習繁複的使用
步驟，常有誤用情況，「會
喉嚨痛及嘴痛，求診時醫生
才告知可能是因為使用（吸
入器）錯誤導致。」
在藥劑師指導下，呂小姐

耗時約半年才正確掌握吸入
器使用步驟，不適情況亦大
減。
港大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何重文列舉3種常見錯誤使用

吸入器情況，包括患者誤服
本與呼吸器一併使用的藥物
膠囊；不能手口同步協調，
在按下藥筒的同時吸入，以
及未能大力吸入藥物，影響
進入呼吸道的藥物分量。
學會會長崔俊明引述外國

研究指，患者錯誤使用吸入
器情況普遍，僅有30%使用
者正確使用壓縮吸入器，估
計香港情況相若。
他認為，相比缺乏使用指

導的患者，接受適切指導的
一群的用藥成功率將高出兩
倍，認為醫護人員向患者提
供藥物教育很重要。

七成病人錯用紓氣管吸入器

■崔俊明
（右一）
估計，本
港 約 有
70% 患 者
錯誤使用
吸入器。

趙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