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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婆婆：做到被「趕走」為止
盼身教鼓勵兒孫助人 堅持逾廿載無意「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
表示，會研究調低首200萬
元盈利的利得稅率至10%以
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
長李秀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指，現時中小企經營艱
難，港元亦強勢，如特區政
府願意下調是好事，可給中
小企一個喘息機會。他形容
僱主與員工是「牛頭肥，牛
尾才會肥」的關係，倘企業
受惠於稅率下調而賺錢，不
可能不改善薪酬待遇，但如
果沒有生意，債主盈門，加
薪會有難度。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工聯
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則指，本
港利得稅並非累進稅，無論
企業賺幾百萬元還是一億
元，稅率都是一樣，她認為
盈利愈多，稅率應愈高，因
此歡迎林鄭月娥的建議，並
希望特區政府可將中小企的
稅率下調到10%以下，帶動
中小企的收益，對整個社會
都有好處。

就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指可
見將來或需考慮適量輸入外
勞，陳婉嫻認為，特區政府
可釋放「隱藏勞動力」，例
如婦女和長者，「60歲都仲
係好後生」，毋須輸入外
勞，又認為目前香港的工作
場所十分落後，年輕人決定
是否入行時會考慮工作環
境，建議僱主予以改善。
她以日前深水埗巴士車禍

為例指，有巴士司機向她反
映底薪「唔夠食」，因此需
加班至每天工作十多個小
時，有關問題長時間存在。
她指出，連美國、歐盟都規
定司機不可工作超過9、10
個小時，並同意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日前稱，要想
辦法處理高工時問題。
李秀恒說，如果公司請到

足夠人手，僱主反而不希望
補錢要員工加班，認為問題
源自人手不足。他建議可以
雙軌並行，既釋放「隱藏勞
動力」，亦可考慮輸入外
勞，處理厭惡性工作。

首200萬利得稅
勞資贊同下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開大學一
項調查發現，逾70%受訪者在需供付強積金
的情況下，仍願意按「預設稅率」額外繳稅
以增加退休保障，顯示實施全民退保有一定
民意支持及可行性，建議特區政府以「三方
供款」（政府、僱主及僱員）的模式運作全
民退保，以加強計劃的持續性，及減輕因人
口老化引致僱員供款減少的挑戰。
公開大學研究團隊在中央政策組「公共政

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下，於去年6月至8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方式成功訪問1,389名
在職人士，了解他們對「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的意見，及對現時退休保障及長者福利
的滿意程度。
結果發現，逾半數受訪者對現行長者福利

及強積金/職業退休計劃感到不滿意，收入
6,500元或以上的受訪者中，逾70%在要供
付強積金的情況下，仍願意按「預設稅率」
額外繳稅以增加退休保障。所有接受「預設
稅率」的人士中，約78%受訪者願意接受較
「預設稅率」高0.5%的稅率。
公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鄺志良認為，

結果顯示實施全民退保有一定民意支持及可
行性，稅率亦有上調空間，以支持設定更高
養老金額的全民退保。不過，在影響受訪者
接受「預設稅率」意願的因素中，收入兩萬
元或以上的受訪群組，接受預設稅率的意願
明顯較低。

「三方供款」減老齡化挑戰
調查亦發現，逾90%受訪者認同退休保障是重要議

題，但只有不足60%受訪者會經常留意與退休保障相
關的時事新聞，反映市民對退休保障的認知及關心不
足，需推動更多社會討論及教育。
調查亦發現，約28%受訪者指需要經濟上照顧家中

最少一名65歲或以上長者，證明推行全民退保對近
30%市民照顧長者的經濟負擔有即時幫助。鄺志良相
信「三方供款」的模式運作，可有效加強計劃的持續
性，及減輕因人口老化引致僱員供款減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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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研
究團隊昨
公佈調查
結果。

義務工作發展局今年增設「義工長期服務獎」，
表揚20名於過去20年來持續參與義務工作的人

士，當中最年長的盧瑋霞已屆90歲，她自1995年開
始一直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協助包藥物，現時
每星期仍會兩天由杏花邨住所自行乘港鐵到柴灣，再
轉車到醫院的藥房包裝藥物。她表示，暫未有「退
休」打算，會一直留在醫院至被「趕走」，或精神狀
況不能應付工作。

20義工獲頒長期服務獎
盧瑋霞到醫院擔任義工亦是出於機緣巧合，她本身

是家庭主婦，一生之中只曾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短暫
工作，最終因為一次到醫院參觀時碰上藥房招募義工
而開始了逾20年的包藥服務。
她指自己雖然年紀大，但精神仍然充沛，試過在一

日內最多包裝約10萬粒藥，且絕少出錯：「我工作
時不會聊天，別人說話我也不會理會，我要數大數目
的藥物，說話會打亂我，如果病人不夠藥食會很辛
苦，這份工作要有責任感。」
盧瑋霞表示，做義工令她變得更開心，精神亦愈做

愈好。她續說，自己在醫院任義工前的生活，大部分
時間都是用於照顧孫兒，當日決定當義工的原因之一
是希望可以做到身教，鼓勵女兒及孫兒幫助別人，女
兒一家雖然已經移居美國，但每次回港度假時亦會陪
她一齊到醫院做義工，孫仔在美國亦有在一間教會做
義工。
另一名已85歲的婆婆黃瑞甜近年雖行動不便，不
能繼續四出探訪其他有需要的長者，但亦繼續以自己
的興趣服務社會，每日到社區中心織披肩供賣物會籌
款之用。
她表示，過往到醫院及有需要長者的家探訪長者

時，看到他們有不同需要，令她有動力繼續服務社
會，不希望在仍有能力時便成為需要被幫助的一群。
至於退休前從事教育工作的伯伯蘇仲平，則是投入

最多時間做義工的人，他曾於兩年內用4,800小時於
義務工作上。他表示，已當義工逾50年，服務過青
少年、街坊及長者等不同對象，並指自己今年已88
歲，不能再跟以往一樣做前線工作，但亦可以運用知
識及經驗帶領其他人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幫助。
與蘇仲平同樣從事教育工作的小學老師梁國成則獲

選為傑出義工，他早年成立了非牟利團體「希望種子
籃球亞洲」，為居於兒童之家的小朋友、基層兒童及
邊緣青年提供籃球訓練，希望協助他們提升自信，並
因而獲選為傑出青年。
他之後更利用傑青的平台與更多社福機構合作，現

時除了繼續教小朋友打籃球外，亦帶他們做義工，指
義務工作可令青少年有存在感，協助他們找出自己的
能力和長處。

施比受更有福，義務工作發展局昨日頒發「香港傑出義工

獎」，表揚在義務工作方面有卓越表現的義工及長期參與義務工

作人士。有婆婆即使達90歲高齡仍堅持繼續服務社會，每星期兩天到醫院包裝藥

物，更指會一直留在醫院服務至被「趕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3名「義
工長期服務
獎」得主，
左起：黃瑞
甜、盧瑋霞
及蘇仲平，
均 已 年 過
80。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顏晉傑 攝

■梁國成現
在除了教小
朋友打籃球
外，亦會帶
他 們 做 義
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顏晉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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