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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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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回收商續收廢紙 料用官地暫存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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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社創基金將於本
月21日再度舉辦「共享價值：締造競爭優勢」論
壇，旨在鼓勵商企建立「將企業所長與社會所需
相結合」的「共享」營商宗旨。基金主席、香港
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表示，上屆論壇反應不俗，
「共享」營商理念獲得諸多大、中、小企參與和
支持，基金已獲獎券基金再撥款9,000萬元經費，
繼續致力推動共享營商理念，希望能聯合商界、
學界和慈善機構力量，令香港更宜居、更美好。

張仁良：研解決社會問題
張仁良說：「企業『發財立品』，賺到錢後捐錢
做善事、鼓勵員工做義工做好事的模式，已不能滿
足社會發展需要。『共享價值』可以說是『發財立
品』2.0，企業在擅長的領域考慮如何解決社會問
題，並尋找盈利空間。社會和商企共同得益的營商
模式，更具生命力和可持續性。」
張仁良指出，「創造共享價值」是指企業將開拓

新市場及提升利潤的營商策略，與幫助和改善社區
和社會相結合，是一個既能獲得盈利又能
解決社會問題的商業模式。
他解釋，「共享價值」強調企業角色

不但要滿足社會需要，亦要增強自身競
爭力，善用本身的商業特質，重點是要
「在商言商」，透過「共享價值」的創
新商業思維，既開拓自身新的利潤空
間，又擴大整體經濟及社會效益。社創
基金將發揮「創新營商」催化劑的作
用，希望發動商界緩解本港貧窮和社會
對立問題，締造社會效益。

劉冼靜儀喜見在商界發酵
社創基金專責小組秘書長劉冼靜儀表

示，基金於2015年舉辦首屆「共享價
值」論壇後，喜見「共享價值」在商界不
斷醞釀和發酵。香港工業總會在每年舉行

的「工業獻愛心」表揚計劃中新增「創造共享價
值」評審準則，團結基金成立「商社聚賢」平台推
動「共享價值」，和富社企、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等均推出促進「共享價值」計劃。
今年，論壇將邀請約200位本地及跨國企業，交

流推動「共享價值」的心得與經驗，並請來「共享
價值」倡議人Mr Mark Kramer做專題演講。
「STAN GROUP」是本港首批共享價值 B

Corp認證企業之一，其創辦者、傑出年輕企業家
鄧耀昇表示，宗旨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他說：「我們家族是做地產，已將旗下工廈物業

活化為綜合商業平台和共享辦公空間，以全方位資
源支持和扶持初創企業，目前已協助逾80間初創
企業進入市場。」
他續說，相對於利潤，更重視培養集團內互

助、共享文化，打造一個健康、和諧的創業生態
系統，「不重視人和社會，企業怎能長久發展？
公司成立以來獲各方廣泛支持，營業規模迅速增
長。」

■鄧耀昇、劉冼靜儀、張仁良、黃元山和張博宇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林太觀賽打氣 4港人膺廚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2017世界粵菜廚皇大賽昨日在中
華廚藝學院舉行總決賽，在40個
國家和地區粵菜精英中選出十大
廚皇，其中香港更勇奪4席，成為
世界粵菜廚皇大贏家。出席活動
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
「美食天堂」金漆招牌一定可以
保持下去，尤其是大灣區、「一
帶一路」可以出口精彩的粵菜。
新出爐的十大廚皇包括來自內
地的彭愛光，香港的梁耀基、林
勸飛、陳智斌、黃贊奇，台灣的
林建廷，馬來西亞的林禮勝，荷
蘭的區志勇，新加坡的蔡國源，

澳門的余慕良。
特首林鄭月娥昨午前往中華廚藝

學院，觀看正在進行的賽事，為各
地選手打氣。她在歡迎酒會上致辭
時表示，2017世界粵菜廚皇大賽是
配合香港回歸20周年的活動，集合
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粵菜精英切磋
比賽，為香港回歸20周年增添一份
色彩。
林太透露，她喜歡下廚煮幾

味，自己雖是浙江人，但家中以
煮廣東菜為主，因為款式多，多
小炒，適合家人。不過近年已少
下廚，但在飲宴活動、家人外出
活動會試到新菜，近年香港粵菜

發展是與時並進，精益求精，除
了抵食、食飽外，要求色香味俱
全。「剛才參觀了比賽選手的作
品，像藝術品般，捨不得吃。」
她續指，香港粵菜趨勢，走向健

康養生，少油少鹽少糖，更以生
果、藥材入饌，有着無限創意，和
香港發展經濟要創新一脈相承，反
映了廚藝界的創新能力。

「帶路」可出口精彩粵菜
她表示，香港「美食天堂」的

金漆招牌一定可以保持下去，尤
其是大灣區、「一帶一路」可以
出口精彩的粵菜。

■■林鄭月娥與嘉賓林鄭月娥與嘉賓
及參賽者合照及參賽者合照。。

拖欠遣散 萬 僱主「潛水」
工聯與員工赴酒家分店抗議 職員稱不同老闆「找錯人」

馬會3方案修「大館」古諮會盼重建改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有香
港廢紙回收商指由於不能收回成本，
將於下周一起停收廢紙，並已託全國
政協委員去信中央，希望恢復以往進
口配額，決定暫緩停收計劃至下周
五。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指出，特
區政府正與相關的回收業界及有關持
份者緊密溝通互動，研究如何協助他
們，而佔市場約90%的大型廢紙回收
商表示會於下周繼續回收。如業界有
需要，當局可提供一些以公頃計的大
面積土地協助他們暫存回收物料，相
信有足夠空間應付所需。
內地早前公佈提高外來垃圾或回收
物料進口的水平，由年底開始禁止24

類廢物入口，包括廢塑膠及未經分揀
的廢紙，疑因此導致近日廢紙價急
跌，回收量銳減三成至四成。
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稱「有貨無地
方去」，計劃下周一開始停收廢紙，
令每日約2,500噸廢紙或要送到堆填
區。
總會昨日開會商討後，決定將停收行

動延至下周五（15日）。總會會長劉耀
成稱已去信政協委員，反映業界情況，
並希望在短期內獲回覆，盡快完成審批
進口的批文，則毋須進行停收行動。

黃錦星：廢料北上須符標準
黃錦星昨晨在出席一個活動時解

釋，內地並非拒絕接收，而是有關廢
料如要進入內地，水平就必須達到某
一標準，影響香港的主要是廢紙與廢
膠兩種回收物料：「廢紙要分開處
理，即是紙皮、報紙和其他寫字樓的
文具紙要分開才能進口到內地；廢膠
則要變成較具質素保證的半製成品，
例如膠粒，才能進口內地。」
他表示，特區政府在知悉相關政策
後，已經與中央及內地相關部門緊密
溝通，同時和業界溝通及了解情況
後，盡量善用回收基金的機遇協助他
們。

諮委會下周公佈應對方法

黃錦星指出，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
於本周一公佈應對方法，特區政府會
針對最新狀況支持業界升級轉型，以
維持能夠進口內地的做法，這亦是一
個提升香港回收業界回收水平的機
遇。
他強調，全球回收業都要逐步與時
並進，提升水平，過程中一定有危有
機，對不同公司有不同影響是可以理
解，特區政府一直與業界溝通，亦盡
量將回收基金要求的準則更貼近整體
狀況。
他指回收基金的申請數字一直上

升，一定某程度能幫助整個業界長遠
或中期提升回收水平。

■90%大型廢紙回收商表示，會於下周繼
續回收。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位於青衣的「權發海鮮酒家」於7

月底結業，約30名員工被拖欠遣

散費及賠償，涉款約280萬元。工

聯會飲食業職工總會昨日聯同受影

響員工先後到權發銅鑼灣及柴灣分

店抗議，促請僱主現身，補償員工

應得的權益，並且呼籲在場的市民

切勿光顧該酒家。勞工處回應指，

會協助員工往勞資審裁處提出申

索。

■■郭偉強現身柴灣權發海鮮酒郭偉強現身柴灣權發海鮮酒
家家，，支援打工仔支援打工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前中區警署
建築群「大館」去年中發生倒塌事件，負責
活化的馬會昨日向古諮會交代工程進展，並
提出「重建」、「改建」及「保留」3個考
慮方案。多名委員認為倒塌屬意外，並非值
得紀念，認為無必要保存，故重建及改建方
案較為可取。馬會預計大館於明年中開幕，
但第四座需時復修，估計未能同步開幕，屆
時需圍封。

事件發生後，馬會選出3個修復方案。3
個方案之一的「重建」，旨在以現代物料還
原古蹟舊貌，外觀難辨新舊；「改建」則指
重建損毀部分並加強結構，外觀能分出新舊
部分；「保留」即保留倒塌歷史，倒塌部分
改建為庭院。
古諮會主席林筱魯指出，文物保育並非

要放大或紀念倒塌事件，故大多數委員認
同重建及改建方案。重建方案主張重建樓

宇倒塌部分，外觀上難以看到倒塌前的分
別，委員認為是cheating（欺騙），不能
接受，因為應尊重歷史；但改建方案會加
入現代建築元素，根據世界各地經驗，新
設計容易引起爭拗，故兩個方案均有利
弊。

馬會：成本非決定性因素
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總監張亮表示，暫

時未知修復成本，但會承擔所有費用，選
項成本不是決定性因素。他指出，未來會

繼續討論古諮會意見，並會按程序諮詢相
關政府意見，最終方案需獲發展局局長同
意。
古諮會又討論了九龍城龍津石橋保育事

宜。建築署早前提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建
議原址保留龍津橋，並興建約30米闊、逾
200米長的長廊，讓公眾欣賞石橋。有委員
質疑其環境設計「喧賓奪主」，附近更有商
場，使市民無法真正欣賞石橋；亦有委員指
設計無法表現古時生活，且介紹只集中一
點，或使觀眾興趣大減。

■飲食業職工總會昨日到柴灣權發海鮮酒家抗議，追討遣散費、補水等賠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約20名員工及工會代表手持「老闆手法
真邋遢不瞅不睬無品格」的橫額，並

舉起寫有「出力出力得個桔；僱主無良好心
噏」的標語，聚集於銅鑼灣分店門外，高呼
「抵制權發、街坊不好幫襯」等口號，並勸
阻市民不要光顧。

分店不同公司 持有者同一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銅鑼灣分店職員查詢，
有職員稱兩間權發屬不同公司及老闆，認為
青衣的員工「找錯人」。不過，根據資料顯
示，兩間分店雖由不同公司持有，但持有人
均為同一人。

黃必文：或需申破欠基金
工聯會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指
出，酒家要求員工簽署同意書，以強積金僱
主供款部分對沖遣散費及長服金。不過他指
出，對沖後的金額不足以支付全數的遣散
費，要求僱主補回差額。
他續說，員工多次透過勞工處聯絡僱主不

果，加上早前長沙灣分店結業亦同樣出現拖
欠遣散費情況，「即使法庭已頒令勞方需支
付遣散費，惟至今員工仍未收到，或需申領
破欠基金。」

資深員工：僱主沒發遣散費
入職權發逾12年的部長阿萍批評，僱主

曾要求他們簽署文件證明已收妥工資及遣散
費等，惟從沒發放遣散費，員工堅拒簽署。
她被拖欠11.3萬元遣散費，扣除對沖後尚欠
逾3萬元，促請僱主與勞工處商討，盡快支
付。
她質疑僱主採取「拖字訣」，讓員工因

長時間追討而不了了之，並利用破欠基金

漏洞，「不應該是破欠基金出（這筆
錢），且破欠基金員工亦收不到全數應得
的款項。」

陸頌雄倡政府盡快修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不少受影

響的員工年資較長，部分人扣除對沖後仍欠

逾5萬元。他指現時不少飲食業及服務業公
司利用破欠基金，逃避應付的遣散費，建議
政府盡快修例。
勞工處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收穫29

名青衣權發海鮮酒家的僱員求助，已為僱傭
雙方進行調停，惟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該處
會協助員工往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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