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界憂補貼不足損創業慾

香港單車隊於一連兩日
在將軍澳單車館上演的「香港國際場地盃」取得佳績，
共奪得19金11銀14銅共44面獎牌，「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於昨日更帶領師妹包攬女子凱琳賽金銀銅牌，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亦親臨見證奪冠一刻。林鄭月娥昨在其
facebook專頁上載圖片（圖）並發帖指出，香港隊於
今次賽事中是大贏家，「好似我睇嘅壓軸女子精英凱琳
賽，李慧詩、李海恩、李燕燕就囊括金銀銅牌，而梁峻
榮、梁嘉儒就喺25公里記分賽包辦金銀牌。可喜可
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政府研增第二重補貼助微企
羅致光：取消對沖後補貼12年足夠僱主處理額外開支

政府種樹 市民乘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特區政府終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提

出初步構思，引來資方不少反響。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

表示，由於取消對沖是一個政策的轉變，政府有責任幫助僱主過

渡，但一定有時限，認為12年已足夠僱主處理額外開支。但他指

出，可研究增加第二重補貼以協助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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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環海味街往東，有一家「金記冰
室」。望「名」生義，原以為冰室是炎炎
夏日消暑之處，走進室內才發現另有乾
坤：冰室不止有凍飲可解口舌乾燥，亦有
米飯粉麵可飽轆轆飢腸。翻開菜單，有早
中晚三餐，也有下午茶點；有中式做法，
也有西式菜品。叫上一杯紅豆冰，再加一
份豬扒飯，吃喝之餘，發覺冰室也有一番
格調。

冰室有點傳統範
大約40平米的狹長格局，綠白相間的馬

賽克鋪就的地板，除了收銀台和廚房位，
剩下是木製卡座、圓枱和摺疊櫈，一水兒
（「一律」、「全部」的意思）的復古色
調。最引人注意的是牆面裝飾，張貼着舊
時香港街區圖片，懸掛着舊時香港少女
照。多處可見的「1967」，如同小孩出生

紙一般佐證它的創辦時間。原來「金記」
1967年就在筲箕灣開業，風風雨雨一路堅
持45年，2012年因業主加租難以為繼而結
業，2013年轉手後在海味街重開。新東主
為保留傳統，店內擺設、餐牌到食物都沿
襲舊時風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香港冰
室冒起之始，初時主要售賣冷飲、雪糕及
沙冰等冷凍食品，「冰室」即得名於此。
也有另外一說，相傳梁啟超同鄉以其書齋
「飲冰室」之名經營食店，遂開「冰室」
之先。隨着時代轉變，冰室不賣主食難以
生存，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漸式微，許
多冰室轉型為茶餐廳，冰室也由此被視為
茶餐廳的前身。與香港隨處可見的茶餐廳
相比，香港冰室並不多見，但大多主打
「懷舊」，平添了一份年代滄桑感。

冰室有點市井範
香港冰室尤喜藏匿角落，偏安一隅，與

普通鄰里街坊打成一片。有位台灣作家如
此形容冰室，「在中環尖沙咀這樣炫亮之

區不易見着，在陳舊灰暗的老商區的後巷
背街倒可偶一見之，有懷舊癖者正好可借
此尋幽搜古一番。」

「金記」的「存在感」也不是太強，從
海味街騎樓下走過，若不加以留意，估摸
着就錯過了。在冰室，飲食沒有太多講
究，衣着隨性似最為契合，形單影隻或三
兩相識「坐低」，時間短則一餐飯一杯水
功夫，長則個把鐘頭「傾下偈」。繁忙時
還需「搭枱」，陌生食客同枱飲食、各顧
各。環顧鄰桌，幫襯「金記」的以街坊居
多。靠裡的卡座是三名青年男子， 穿着T
恤、短褲，一邊喝着凍飲一邊說着趣事，
不時發出笑聲。緊挨的圓枱坐着兩名運動
後的高中生，津津有味地吃着炒米粉。靠
門邊是剛剛進來的一家四口，小朋友已經
吃上了薯片、雞翅，正要把小吃塞到媽媽
口中分享……

冰室還有點文藝範
香港開埠不到兩百年歷史，香港人卻有

許多集體回憶，數十年的風物即納入視
野，冰室是其中之一，見諸於新聞媒體、
見諸於電影電視。「金記」牆面有一篇文
章——《為金記寫一首輓歌》，係香港一
專欄作家於「金記」2012年結業前20多天
在報刊發表，內文回憶幫襯「金記」的點
滴，感慨「實在教人依依不捨」。

據說，香港祥利冰室 2010 年宣佈結業
時，其營業的最後一天，不僅許多老主顧
慕名而去，還有的在網上撰文紀念，如
《祥利再見》、《懷舊冰室》、《聚散有
時》、《最後探戈》等，標題都很是雅
致。港產電影、電視劇中，冰室既可襯托
故事發生的時間，又經常作為延展故事情
節的重要場所。《明報》還專門報道過，
有多位香港演藝界人士入股冰室，他們在
原有基礎上，對店內佈局、菜品等方面加
入了一些新元素。與新聞圈、影視圈的結
合，無疑讓冰室多了許多時尚風。

步出「金記」，赫然見到門口懸掛着四
塊大字牌匾——飲水思源、厚德載物、天

道酬勤、自強不息。我想，這十六字凝聚
了「金記」一路走來的感悟，也是香港冰
室幾經變遷的注腳。冰室是香港社會的縮
影，無論什麼「範」，歸結到一點就是
「香港範」。

香港的冰室很有「範兒」
人事部 范濤

■金記冰室主打復古懷舊，從店內擺設、餐
牌到食物都沿襲老香港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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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於昨日發表的網
誌上指出，近日天氣回暖，不同品種
的花卉悄然盛放，吸引市民四出「打
卡」，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
涼」，政府一直着力推動地區綠化工
作，多年前已開始為市區訂定「綠化
總綱圖」，推行綠化工程，以改善和
美化市民的生活環境，同時為降低碳
排放出一分力。

2004年起推綠化總綱
他指出，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拓

署）早於2004年已開始為市區制訂和
推行綠化總綱圖計劃，透過研究地區
的特色和需要，為不同地區訂定整體
綠化大綱，包括確立各區的綠化主
題，建議適合種植的地點和栽種品
種，並為規劃、設計和推行有關工程

的人士提供指引。該署首先在尖沙咀
和中環兩個香港最繁忙的地區推行計
劃，相關工程在2007年年初完成。
有見工程順利開展，且效果良好，

土拓署遂陸續將計劃推展至各區。土
拓署園境師鄧立明指出，上環、灣
仔、銅鑼灣、旺角、油麻地、西區、
南區、東區、深水埗、九龍城、黃大
仙和觀塘區內的綠化工程已於2011年
年中完成，合共種植了約25,000棵樹
和約500萬棵灌木。
「時至今天，各區整體樹木仍然茂

盛生長，默默為繁盛的都市和車水馬
龍的街道，穿上翠綠衣裳，當中不乏
各種花樹，為這個城市添上幾分色
彩。」
土拓署在完成市區綠化總綱圖工程

後，自2011年年中起展開制訂新界綠

化總綱圖的工作，把計劃擴展至新界
地區，首先進行工程的分別為新界東
南（沙田及西貢）及新界西北（屯門
及元朗）。由於新界幅員廣大，綠化
工程覆蓋範圍首先集中在市中心、旅
遊景點、主要交通幹線等，以有效增
加和改善當區的綠化空間。

黃偉綸盼提升生活質素
黃偉綸指出，有關工程已於去年10

月如期完成訂下的種植目標，在新界
東南和西北合共種植約4,000棵樹和
260萬棵灌木，土拓署現正進行植物護
養工作，並與接手護養的政府部門緊
密聯絡，安排逐步移交所栽種的植
物。土拓署現正就新界西南及新界東
北的綠化總綱圖向各方蒐集意見，並
邀請地區人士進行實地視察及會面。

黃偉綸表示，土拓署亦十分注重地
區溝通和教育工作，宣揚綠化的好
處。他期望透過土拓署的土木工程
師、園境師、技術人員繼續努力，在
各區廣種花草樹木，並加以妥善護理
和保育，為提升這個城市的生活和環
境質素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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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南和西北的綠化總綱圖於
2017年10月完成。圖為天水圍天華路
綠化工程。

根據政府初步構思，僱主須預先儲
錢到指定戶口，負擔取消強積金

對沖後僱員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政
府會提供雙重補貼12年。第一重政府
會補貼一半，若僱主儲不夠錢，第二重
會補貼餘額最多一半。政府估計取消對
沖後20年，仍有44%微企的專項儲蓄
戶口不夠錢，商界連日促請政府增加對
該類僱主的補貼。
羅致光昨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
可研究是否需要調校或增加第二重補
貼，「如果能幫到，承擔額不算太高，
當然可研究。」他於節目後回答傳媒提
問時重申，在有對沖的情況下，三分之
二僱主除以強積金的僱主供款抵消遣散
費或長期服務金外，還仍要自掏腰包，
而根據取消對沖安排的初步構思，到實
施第二十年後，大約有44%的微企的
專項儲蓄戶口不夠錢，「如果以全部企
業而言，只得21%不夠錢，相對今日
三分之二都不夠的情況，比例已大幅度
下降。」

不認同補貼結束企業裁員
對於有中小企代表建議按企業規模
來分兩級，然後額外補貼，羅致光回應
時指出，曾以頗長時間探討按企業大小
去分級，但問題是微企也分很多種，
「有些所謂僱員很少的企業，它的營業
額都可以很高。例如從事出入口的，跟
經營一間很小的快餐店，情況會相當不
同。」他指出，要去「劃線」什麼叫微
企，技術上很容易有爭拗，故於初步構
思提出兩層補貼。
至於有指企業或會於補貼的第十二

年裁員，羅致光卻不認同。他指到第十
二年時，政府的補貼只得5%，即是企
業如果要裁員，也要付出95%，「那
些也是他自己的錢，即僱主要出一隻
『雞』，我們（政府）只是出『豉
油』，他不會為了貪少許『豉油』而多
付一隻『雞』。」他表示，會於未來的
日子盡量約見不同的商會，與他們交流
意見。
另外，羅致光昨在其網誌上指出，

擔任局長9個月來，在眾多政策範圍
中，他花在對沖議題的時間最多，「問
題之所謂『老大難』，皆因自前立法局
於1995年7月27日通過《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條例》後，勞工界便已一直爭取
至今，而這亦是商界一直反對的議
題。」

政策轉變助企業過渡有責
他重申，政府在擬定這個初步構思

有三大原則、三大考慮，前者包括支付
遣散費或長服金是僱主的基本責任；取
消對沖是一個政策的轉變，因此除非必
要，有關政策改變應沒有追溯力；以及
政府在道義上應協助企業過渡。
至於三個考慮分別是如何維護勞工的

就業及失業保障；如何協助僱主為潛在
的遣散費與長服金開支作準備，減低他
們（特別是中小微企）可能面對的財政
壓力，避免因而結業；以及避免推行方
案後可能引發的裁員，這便是設立專項
儲蓄戶口的主要目的。
他表示，「為僱員提供基本的就業、失

業及退休保障，固然是僱主的責任，社會
亦應協助僱主履行這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小型企業聯
合會會長郭振邦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商會初步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取消強積金對
沖方案，指政府補貼並不足以幫助小微企業
應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支出，但出席同一
節目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扶貧委員
會委員張國柱都期望強積金對沖可以盡快取
消。
特區政府雖然願意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初期

「落水」，協助商界支付長服金及遣散費，
但郭振邦質疑特區政府的補貼金額並不足以
協助小微企業應付長服金及遣散費支出，指
有數據顯示方案實施後10年及20年後，能支
付相關支出的十人或以下企業僅有49%及
56%，擔心方案會加重企業負擔，認為政策

或影響市民創業意慾。
郭振邦希望特區政府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支

援，「政府能否額外設基金，注資入去。經
過第一層、第二層補貼，加自己戶口都不夠
錢，才動用這個基金做。根據盈利規模，去
決定哪些最需要幫助的中小微企，是200
萬元、400萬元抑或500萬元，希望商界及政
府凝聚共識。」
另外，郭振邦又重申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

與長服金的功能有所重疊，認為長服金應該
取消。不過，陸頌雄指長服金可保障年資長
的僱員不被無理解僱、加強員工對公司的向
心力，以及輔助強積金支援僱員退休生活，
不宜取消，呼籲資方理性看待方案，不要過
分放大新政策會為企業帶來的問題。

張國柱：非佔僱主便宜
陸頌雄指出，現時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
有回應勞工界要求保留長服金和強積金，以
及三分之二遣散費計算比例的訴求，指自己
會支持方案，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盡快提供更
多數據作研究及將方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張國柱則表示，強積金金額普遍不足夠市

民退休生活，認為取消強積金對沖是要撥亂
反正，改變過往對勞工不公平的情況，不存
在佔僱主便宜的情況，希望方案能早日落
實。
不過，他亦擔心有大企業會在方案實施首

數年，即政府補貼額仍然較高時大規模解僱
員工。

港 隊 大 贏 家

■ 羅 致 光 表
示，取消強積
金對沖是一個
政策的轉變，
政府有責任幫
助僱主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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