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有保險經紀疑因跳槽

至新保險公司，遭曾任職的保險公司指控持有虛假大

學學歷，此舉被質疑是「秋後算賬」。在暨南大學畢

業的事主雷先生昨日表示，前僱主宏利指其畢業證書

所載的名字為繁體字，而非內地官方使用的簡體字，

即質疑他涉嫌造假。雷先生反質疑對方濫用投訴機

制，「為何入職時唔查清楚，到離職先查？」宏利回

覆本報查詢時表示，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

20162016年年66月月222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8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鄧逸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住宅租金逼人，民建聯
黃大仙支部及觀塘支部昨日發起請願行動，向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遞交14,058個市民簽名，並提出三項要
求，包括反對公屋加租；提供免租一個月，紓緩住戶
壓力；重新檢討租金調整機制等，包括計算時應加入
通脹因素。

柯創盛冀紓緩基層壓力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指出，房委會將於今年9

月進行第四次租金調整，如無意外會再加租10%。以
往數次加租，政府都有代繳租金或房委會提供免租安
排，如今香港經濟存在隱憂，百物騰貴，社會撕裂，
「如果房委會堅決加租，令住戶百上加斤，若沒有紓
緩措施，會令民怨火上加油。」他期望當局積極回應
訴求，紓緩基層公屋居民的生活壓力。

民記請願反對公屋加租

■民建聯發起請願行動，向梁振英遞交14,058個市民
簽名，反對公屋加租。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開
會討論市建局的工作及文物保育
措施進度。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
示，市建局推出首個資助出售房
屋項目「煥然壹居」，最終賣出

95%單位，認為如果有合適項目，不排除會再推出資
助房屋，但需視乎市建局意見。
陳茂波指出，市建局在短短一年間，以小社區發展

模式，在九龍城區開展了5個規模不小的重建項目，
涉及1.9萬平方米地盤總面積，提供逾2,800個住宅單
位，希望透過該些重建項目的整體規劃，重整區內的
道路網絡，提升規劃效益及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
他指出，巿建局預計有關項目將虧蝕逾40億元，
但能為社區帶來更大裨益，資源用得其所，政府非常
支持。

陳茂波：正調整需求主導準則
多名議員關注市建局是否有意停止需求主導重建計

劃。陳茂波表示，市建局正調整需求主導的準則，但
無意令計劃名存實亡。
他續說，政府不會因為市建局過去一年錄得盈餘便

減少對市區更新的承擔，「如果市建局工作需公帑補
貼又用得其所，政府仍會支持。」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及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質疑，市建

局的項目缺乏整體的社區考量，並無做好活化及發展
舊區的工作，包括旅遊及經濟。當局回應指出，通盤
考慮的建議是好，會記錄及跟進。
另外，陳茂波指古物諮詢委員會已於去年底完成檢

討保育私人歷史建築的政策。他表示，政府計劃優化
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以便私人業主及持份者為歷
史建築進行更徹底及全面的維修工程，例如考慮提高
每項工程的資助上限及放寬資助範圍。

■記者 文森

市建局或再推資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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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4月慈雲山發生造
成三死九傷的車房爆炸意外，事發至今已14個月，由
受影響居民組成的關注組昨日到立法會申訴部申訴，
並向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提交請願信，希望申訴
後可進行個案會議就事件繼續跟進，及要求港府盡快
公開調查報告和提供支援。
關注組列出四點事項希望政府跟進，包括保安局盡

快公開調查報告，或至少讓關注組先了解內容，讓住
戶可按需要進行民事追討；要求市建局重新為事發的
永安樓估價，並安排重建；屋宇署盡快到永安樓進行
安全評估，如發現需維修並提供資助，因鄰近環鳳園
經常出現打樁令居民擔心工程影響樓宇安全；以及相
關部門能加強監管車房，而車房需強制註冊，並希望
涉及維修氣體的車房可遠離居民。

死者家屬無法辦死亡證
關注組表示，明白現時警方已向涉案車房技工提出

起訴，而有關起訴程序仍在處理中，但指受影響居民
都希望保安局盡快先向他們公開調查報告，讓他們可
按需要展開民事追討及了解意外原因。
關注組成員伍乾元的妻子於意外中離世，由於調查

報告仍未公開，令他未能辦理亡妻的死亡證及解封他
與亡妻的聯名戶口。
另一名關注組成員林陳賽香表示，自己的住宅位於

大廈2樓及3樓，在意外發生前兩年已多次向多個部門
投訴樓宇附近傳出古怪氣味，並懷疑與工場有關，可
惜仍無法避免意外發生。

鄧家彪促監管安全問題
鄧家彪指出，爆炸意外後永安樓已經破爛不堪，但

屋宇署指永安樓結構仍然安全，並發出維修令與勘察
令，要求居民支付相關費用，涉及至少200萬元，對
永安樓14戶居民是沉重負擔。
他又說，慈雲山現時仍有很多車房在民居樓下，敦

促政府加強監管，以免再發生同類悲劇。

居民促公開車房爆炸報告

事主雷先生於2014年 9月加入宏
利，直至今年2月離職，並與上

司及數名同事一同轉職至現時的新公
司，卻於本月一日收到香港保險業聯
會來函，稱收到宏利舉報指他「行使
虛假學歷證書」，又說透過內部調查
發現未能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
網」上辨證其畢業證書的真偽；且證
書上顯示的姓名是繁體字而非簡體
字，涉嫌「行使虛假文件」及「作出
不正確陳述及聲明」，最嚴重可被吊
銷牌照。

事主：影響聲譽 擾亂生活
暨南大學經濟統計學畢業的雷先生

昨日在記者會上展示其學歷證書，指
自己確實完成4年學業，加入宏利兩年
間亦相安無事，故對舊僱主方的指控
感到氣憤。他表示，雖然現時仍可工
作，但批評對方的指控影響他在公司
的聲譽，更擾亂日常生活，「因為需
要補交多份文件證明事件，甚或須上
庭答辯。」
工聯會屬下香港保險業總工會理事

長張偉良表示，宏利作為上市企業，
人事部在聘請保險從業員前，已就員
工學歷及其工作經驗進行詳細的審
查，在員工離職後才「指證」從業員
偽造學歷，明顯有威脅意味。他反問
道：「既然對學歷有疑問，何不先打

電話了解，一來就投訴呢？」
張偉良表示，自己從事保險行業34

年，從未見過有關情況。他估計宏利
約有6,000名保險代理人，其中20%至
30%人持有內地學歷，質疑宏利有關
繁簡之爭的看法存在歧視。他又批評
宏利作為上市公司，應在員工入職前
做好學歷審查，而非待人離職再提出

質問，難免令人感到「秋後算賬」。

郭偉強促審視投訴機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日

內將去信宏利要求撤銷指控，同時促
請保險業聯會及保險業監理處介入事
件，及重新審視投訴機制，慎防被濫
用。

宏利疑亂投訴 報復員工跳槽
舉報畢業證書造假 事主：入職不查離職先查？

■事主雷先生（左二）疑因跳槽至新保險公司，遭曾任職的保險公司指控其持
有虛假大學學歷。郭偉強（左一）促保監介入。 翁麗娜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立法會昨早開會討論政府擬發600
個「優質的士」牌照，的士業界同時發起逾100輛的士包圍政府總
部，要求當局撤回早前建議的優質的士專營權計劃。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表示，專營權計劃非打擊的士業界，當局已安排與業界
會面，聽取意見。
「撤回的士專營權大聯盟」、「反對的士專營權關注組」發動逾
100人昨早8時在政府總部正門外集會，大聯盟成員將水潑向兩輛的
士，寓意「潑冷水」，抗議運輸及房屋局拒絕聆聽業界意見。
示威司機手持印有「撤回的士專營權」字樣的橫額與紙牌，遊行

到立法會示威區，沿途大叫「撤回方案、諮詢業界」等口號。

質疑政府不讓業界試行「優的」
大聯盟召集人吳坤成表示，發牌諮詢分化的士業界，無助改善的
士服務質素，又炮轟政府打擊「白牌車」與「黑的」不力，要求當
局盡快撤回計劃。他續說，業界本身有車隊是優質的士，局方或議
員可以監察，質疑政府為何不讓業界試行，「如果政府不撤回計
劃，不排除作出一切行動。」
有的士司機自發到場參與示威。駕駛的士33年的陳先生表示，的
士行業因工時長、缺乏假期及退休金等因素，令較少年輕人入行，
一些年紀較大的司機英文水平較差，相信亦較難轉型為優質的士司
機，擔心專營權計劃分化司機。他建議政府可為的士司機推出養老
補貼及增加培訓。

張炳良：安排會見業界聽意見
張炳良於會前與業界見面，並接收請願信。他表示，優的政策定

位並非取代現有的士，亦不是衝擊現時的士行業，政府希望現有的
士行業提升服務質素，相信與業界沒有衝突。
他又指出，已安排與業界會面，聽取意見。
大聯盟又聲稱，昨日共發起逾100輛的士包圍政總，但警方不准
所有的士駛入添美道，只有約20輛成功進入立法會道停泊。
另外，關注組亦號召約120輛的士到場聲援，車隊在中環郵政總局
停泊，計劃在會議期間圍繞政府總部行駛，但亦被警方禁止駛出。

百的請願促撤「優的」運房局：非打擊業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李慧宜）香港主要癌症
2013年報告指出，大腸癌已成為本港最常見癌症之
首。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團隊研究發現，大腸中長有
高危瘜肉（又稱癌前腺瘤）的人士，其直系兄弟姐妹
患有同樣瘜肉的機會，比普通人高出6倍。專家呼籲
家族中有人長有高危瘜肉的人士，應接受大腸鏡檢
查，在瘜肉演變成癌腫瘤前發現及切除。
中大醫學院團隊於2010年至2014年期間，邀請
600名52歲至64歲人士參與研究，一組是400名普通
人士，即其直系兄弟姐妹確認沒有高危瘜肉；另一組
則是200名與前者年紀相若，但其直系兄弟姐妹中，
有一位已確定患有至少一粒高危瘜肉而沒有大腸癌病
徵的人士。
結果顯示，直系兄弟姐妹是高危瘜肉患者之人士，

他們長有高危瘜肉及其他類型腺瘤的機會率，較一般
人分別高6倍及3倍。另外，2.3%參與研究的普通人

士出現多粒瘜肉的情況；另一組則為6.5%，有患者
更被驗出逾10粒瘜肉之多。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結直腸外科吳兆文指出，有關

結果的成因需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相信除遺傳因素
外，運動量少及多肉少菜的飲食習慣都會增加患大腸
癌的機會。中大醫學院消化疾病研究所何善衡腸胃健
康中心主任胡志遠補充，根據8年前的一項研究推
算，全港約330萬名40歲以上的人口中，約有5%，
即16萬人長有高危瘜肉。

醫生籲盡早檢查 免演變成大腸癌
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副教授黃秀娟呼籲，若

市民發現有直系兄弟姐妹長有高危瘜肉，應考慮接受
大腸鏡檢查，並盡早切除高危瘜肉，否則其將會在5
年至10年內演變成大腸癌。
中大醫學院消化疾病研究所何善衡腸胃健康中心現

推行「大腸癌風險評估及健康促進計劃」，為市民提
供大腸癌風險評估資訊及預防方法，市民可於中心網
站或致電3151-5666登記。

大腸生高危瘜肉「兄妹」風險高6倍

■中大醫學團隊發現，若患者大腸長高危瘜肉，其
直系親屬同患上的風險較常人高6倍。右二為參與
研究計劃的潘先生。 李慧宜攝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
日開會，討論政府建議發出
600個「優質的士」牌照的
諮詢文件。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表示，目前社會對

建議反應基本正面，他明白到的士業界的擔
憂，但強調建議只是初步構思，政府會繼續
與業界商討，期望年底推出方案。

鄧家彪倡由業界推「優的」免添亂
委員會主席、新民黨田北辰歡迎優質的

士建議，但擔心同時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
劃，增加優質的士只會令道路更擠塞，建
議現行的士可優先轉為優質的士牌照。
副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表示，的士載客

量下跌，其中一個原因是召車程式Uber和
白牌車競爭，質疑推出優質的士能否解決
問題，又建議當局讓業界自己推行有僱傭

關係的優質的士，避免添煩添亂。
張炳良表示，目前的士牌照可永久買斷，

亦不設與服務質素直接有關連的附帶條款，
車主和司機一般沒有僱主或僱員關係，缺乏
激勵機制維持服務質素，因此建議為優質的
士引入另類制度，以專營權模式經營。
他又指出，優質的士的商業模式與Uber不

同，專營權公司需有一定規模，方案也涉及
財務及持份者利益等，專營權亦不一定免費，
政府會謹慎平衡各方需要。
昨日的會議同時討論公共小巴座位增至19

個，多名議員要求當局考慮增至20座。張炳
良表示，根據政府委託的顧問研究結果，初
步建議維持全港4,350輛公共小巴上限，同
時增加不多於三個座位。運輸署署長楊何蓓
茵表示，業界普遍使用的車種，最多只可放
置19個座位。

■記者文森

續與業界商討 盼方案年底推

■的士業界發起逾百的士請願行動，要求政府撤回「優的」方案。 岑志剛攝■大聯盟將水潑向的士寓意「潑冷水」，抗議政府拒聽業界意見。 岑志剛 攝

■的士團體昨早又在政府總部正門外集會。 梁祖彝攝
■資深司機陳先生擔心專營權
計劃分化司機。 岑志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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