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聯逾千人遊行促速撤對沖
冀政府更「給力」游說商界 強調工友堅守現有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日便是五一勞動節，勞聯及多個

團體昨日發起千人大遊行，爭取勞工權益，之後再乘車前往政府總

部請願，要求政府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勞聯主席林振昇表示，理

解有商界擔心中小微企經營受取消對沖影響，希望政府可加大力度

游說商界接受方案，強調勞工界底線是維持勞工現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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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工作，往事經年。生命中經歷的一
些人和事，就像那浩瀚星空中劃過的點點
流星，雖然短暫，卻熠熠生輝，鑲嵌在記
憶深處。我想起了幾位曾經遇到過的計程
車司機師傅們。

（一）深夜為我送卡包
出門不小心，把手機、錢包、銀行卡、

甚至重要證件弄丟了，那份沮喪和焦慮，
恐怕許多人都有過。可是，丟失貴重物品
後又能失而復得，那份欣喜、那份感恩的
心情，又有幾人能體會到？

我很慶幸，自己在香港享受過那種遺失
物品又失而復得的驚喜。

去年4月的一個深夜，我打車前往西環的
辦公室。上樓時，習慣性地從褲兜掏摸裝
有出入證的卡包。卡包不見了！我翻遍衣
服口袋和隨身攜帶的背包，腦袋一陣發
懵。卡包裡不僅有出入證，還有香港身份
證、信用卡、內地身份證和其他證件。這
可如何是好？

我努力回想當晚自己曾經去過的地方，
銅鑼灣、中環、西環、計程車上，偌大一
個港島，茫茫人海，深更半夜到哪裡能找
到卡包？

正當我一籌莫展時，手機響了，電話那

頭是我認識的中國海外集團的朋友 X 先
生。X先生告訴我，他正在北京，問我是不
是丟東西了。我一陣驚喜，丟失的卡包可
能有了線索。卻又在心裡納悶，他人在北
京，怎麼會知道我在香港丟了東西。

X先生說，是香港的計程車司機師傅給他
打了電話，我的卡包裡存有 X 先生的名
片……

兩分鐘後，我的電話又響了，這次是計
程車司機師傅打來的。師傅告訴我，他人
在東區，一會幫我把卡包送到西環。當我
從司機師傅手上接過那失而復得的卡包
時，內心的那份驚喜，那份感激之情難以
言表。望着司機師傅駕車遠去，我甚至忘
了問他的姓名，只是在心裡默默祝福他一
路平安！

（二）相知應是曾相識
「先生，如果我沒猜錯，您是大學老師

吧？」這是在香港計程車上，第二次有人
問我這樣的問題。

「從您上車的第一個動作、第一句話，
我就猜您是在大學當老師的。」望着前排
年輕的背影，我有些懷疑，自己的聽力是
不是真的出了問題。

「您與我在中環拉的其他客人不一樣，

那裡的人一上車，我就知道他們是做生意
的。」沒等我回過神來，年輕司機自顧自
地繼續着自己的話題。我很好奇，他怎麼
就斷定我是大學老師呢？我開始對眼前的
這位年輕司機產生興趣。

「您知道嗎？剛才給您攔車的那個年輕
人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喂，出租，幫
我送個客人去港大』，然後遞給我100元。
您上車後，第一句話是，『師傅您好，我
去西環』，然後說，『請把 100 元還給
他』，您和多數人說話的方式不一樣，行
事方式也不一樣。」

「那我上車的第一個動作呢？」我有些
佩服他的心細。「您上車後很規矩地坐在
左側的位置，然後把背包放在腿上」，年
輕司機從容而答，「您的動作也與我在中
環拉的客人不一樣，大多數人一個人打車
時，會把腿伸得很直，怎麼舒服怎麼來，
也不會把背包放在自己的腿上。您是一個
講規矩的人。」

得到一個陌不相識的年輕人的讚美和肯
定，我有些受寵若驚。我知道，在他心目
中，老師的職業是神聖的，雖然我並不是
老師。

我不忍打攪年輕人對老師職業美好的景
仰，我想他也應該知道資本社會對金錢的

崇拜。自始至終，我都沒有否認他對我身
份的猜測。也許，他的話是對我未來人生
的一種激勵。

（三）中年師傅的兩地情緣
常在香港坐計程車，總會遇到性格脾氣

完全不同的各類司機。有人健談，有人沉
默，有人嚴肅，有人微笑。一般而言，乘
客如果主動與其聊天，絕大多數司機師傅
都不會拒絕，而且，如果運氣好的話，還
能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師傅，您的普通話講得真好！」我發
自內心地佩服，眼前這位50多歲的中年男
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是嗎，我
就是從大陸來的啊。」隨着我的讚美聲，
司機師傅打開了話匣。

「我7歲那年和父母從汕頭到香港，到今
年50年了。50年啊，老家的變化太大了。
老家的親戚，家家都建了洋樓，日子比我
過得還好啊。」師傅有些感慨。

「不過我也還好，我有兩個兒子」。師
傅話鋒一轉，臉上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兩個兒子都成家了」，師傅接着說，
「大兒子從澳州昆士蘭大學畢業，前年結
婚了，兒媳婦是他同學，老家是天津的，
現在兩人留在了澳洲。二兒子去年從英國

大學畢業，找了個北京的女朋友，現在都
在北京工作呢。」

我開始理解這位中年父親說自己「也還
好」的真正含義了，培養兩個兒子成家立
業，這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功。而且，從言
語中我能感覺到，這位父親對兒子的兩門
親事還十分滿意。

「去年，我和大兒子一家一起去了天
津，和天津的親家一起過的春節，北方過
節和香港不一樣啊」，師傅的臉上洋溢着
滿足和幸福。

我也被師傅的快樂感動了。下車時大聲
對司機師傅說：明年您和二兒子一家到北
京過年吧！

好風萬里伴君行
經濟部 雷海秋

勞聯昨日早上10時許發起遊行，由
深水埗楓樹街足球場遊行到油麻

地碧街。遊行隊伍逾1,000人，他們口
叫「勞動要體面，工作有尊嚴」的口
號，要求政府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就
標準工時立法、劃一法定假日及公眾假
期、反對擴大輸入外勞、最低工資一年
一檢、落實七天全薪侍產假等。
勞聯並在代表其訴求的道具板上貼上
「傷心」的表情圖像，反映政府未有改
善多個勞工政策，並寓意勞工界面對不
滿和無奈「做到喊」。
勞聯主席林振昇表示，上屆政府提

出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案，建議將
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比例由月薪三分
之二調低至二分之一，是犧牲勞工權
益；今屆政府的新方案則維持三分之
二，感到勞工的意見受到尊重，他對
此表示歡迎。
他又說，理解有商界擔心中小微企

經營受取消對沖影響，希望政府可加
大力度游說商界接受方案，強調勞工
界底線是維持勞工現有權益。

林振昇反對擴輸入外勞
林振昇並指，勞工界反對政府擴大

輸入外勞，指部分行業因工資低和工
時長才「請不到人」，出現勞工短缺
情況，加上現時已有「補充勞工計
劃」這輸入外勞的制度，如果再擴大
輸入外勞，將會令基層勞工薪金無法
上升，認為政府需要加大力度，釋放
本地勞動力，並要嚴格按照現有既定
機制處理輸入外勞申請。
有份參與遊行的禤小姐從事銷售及

推廣行業，希望透過遊行爭取盡快取
消強積金對沖。
她提到，過去有不少已工作20至30

年、即將退休的服務業員工，都被強
積金對沖抵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即使是大企業亦不例外，又坦言今次
遊行是為下一代打工仔爭取。
任職文員的唐先生則表示，除了希望

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外，不少行業都
出現超時工作「無補水」的情況，「可
能大時大節OT才會有補水」，期望政
府可立法規管，保障員工的權益。

■■勞聯等勞工團體昨日遊行勞聯等勞工團體昨日遊行，，要求政府改善要求政府改善
勞工權益勞工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常在香港坐計程車，會聽到有趣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人力需求殷
切，個別行業出現人力不足情況，部分青年人又未
能及早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容易對前景感到憂慮
及迷茫。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由
他擔任主席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和青年發展委員
會，過去兩周已先後舉行首次會議，就青年發展事
業和學業出路作初步探討。他又形容，本港航空業
求才若渴，青年人可考慮投身其中。
張建宗指出，香港航空市場蓬勃，但不少人誤以

為航空業只有機師和空中服務員，實際上航空業提
供的職位和工種多元，而且不少工作有技術要求，
包括飛機維修、地勤服務、航空保安、機場服務、
設施管理和空運物流等，加上機場對餐飲、零售、
款待及會展服務需求大，實在是求才若渴。
他提到，香港機場是全球最具效率航空樞紐之

一，飛機起降量逾42萬架次。作為國際及區域航
空中心，機場對維持香港的亞洲國際都會地位有着
舉足輕重的貢獻。為應付香港長遠及龐大的航空交
通需求，維持樞紐地位，機場管理局正全力落實三
跑道系統計劃。

職訓局年提供逾700培訓額
他表示，一直關心青年人向上流動，而三跑道系

統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故本港必須培育足夠人
才，配合機場未來發展。機管局於2016年成立的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提供航空業相關教育課程。
首批課程於去年4月推出，至去年12月已推出逾

170項課程，為逾5,500名學員舉辦了多項專業培
訓課程。
此外，他指出，職業訓練局每年亦為有志投身航

空業的青年人，提供逾700個培訓學額，接近一半
與飛機維修工程相關。課程涵蓋飛機維修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培訓，並為同學提供實習機會，協助同學
取得香港民航處認可的飛機維修執照資格。
為進一步提供更先進學習環境以培訓更多飛機

維修工程專才，張建宗表示，政府支持職業訓練
局於其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的土地上興建
航空及航海工程中心。新大樓預計設有小型飛機
庫、飛行系統模擬器等設施，為學員提供模擬真
實工作情況的訓練環境。
他最後指出，政府會在職業和專才培訓方面多下

工夫，讓家長了解多元出路的重要性，以及技術專
業工作可提供有前景出路，同時讓青年人通過生涯
規劃及早作好準備，踏上成功就業的跑道，達至人
盡其才。

張建宗籲港青投身航空業

■張建宗指本港航空業求才若渴，青年人可考慮
投身其中。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短
短32年的人生，髮型師劉十六（化
名）曾經歷離家出走、販毒、坐牢、
做三行、賣報紙等。後來做廚十多
年，升至行政總廚，卻毅然放下多年
事業，由剪髮學徒做起，只因希望以
一雙手為他人義剪，回饋社會，找回
人生的意義。劉十六參與義剪之餘，更
常起用更生人士，堅信「學壞」了的年
輕人應給他們機會改過，「小時候有人
幫我，現在有機會想幫其他人。」

曾販毒坐牢 望回饋社會
劉十六手勢利落，採訪當日，約

10分鐘便成功為一名長者剪髮，看
不出她在數年前才執起剪刀入行。
十六的人生充滿戲劇性，11歲接觸

黑社會，12歲起開始製造及販賣毒
品，15歲被警方拘捕，送往高等法
院受審，18歲出獄。重投社會後，
十六做過報紙檔、清潔、三行、零
售、壽司學徒等。
被問到會否後悔小時候「學壞」，

十六笑言：「每個人也曾做錯過，只
要做錯肯承擔就行。」
她說，以往的經歷令她較同齡人見

識更多。她憶述，在獄中擔任剪髮工
作，惟未曾正式學習。
在當髮型師前，她當了十多年的廚

師，全因煮食為她帶來很大滿足感，
轉職髮型師前她已月入逾3萬元。不
過她說，該工作甚少接觸社會，萌生
轉行及服務社會的念頭。她問自己
「是否要多做一點回饋社會？」後得

髮型屋老闆收她為徒，且在友人鼓勵
下，十六不顧薪金大減三分之二毅然
轉行。
接近30歲入行，十六笑言自己是

「跳級」，未學洗頭，先拿剪刀，
「因為老闆知我為了義剪才轉行，故
讓我快一點拿剪刀。」
數年來為多少人義剪？十六笑說

數不清，「這個問題好像問我洗過
多少次澡。」由長者到康復人士，
十六經常利用休假日四出義剪。助
人自助，十六亦從受惠者身上學懂
人生的道理。她寄語，大眾不要對
復康中心的人士存有偏見及誤解。
她說，在老人院令她有更深刻體

會，曾有長者的頭部有傷，有血流
膿，有些更須長年坐輪椅，頭髮也塌
下去。她認為，義剪服務並非最重
要，重要的反而是關懷及溝通。
今年她更鼓勵其東主騰出髮廊的空

間，為長者免費剪髮、染髮及電髮。
「義剪易」創辦人Alex表示，現時
約有80名理髮師義工加入，為長者及
弱勢社群義剪。他續指，有社福界人
士反映長者及智障人士等難以外出剪
髮，故成立義剪隊回饋社會。
他又說，不少義工反映難以尋覓地
方義剪，因此自去年起希望把義剪服
務推廣至髮型屋，希望東主能在非繁
忙時間騰出空間，現時已有銅鑼灣、
炮台山、荃灣等地區的髮型屋參與。

■十六（左
邊剪髮者）
由行政總廚
轉行至髮型
師，以一雙
手為他人義
剪，回饋社
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寶儀 攝

棄菜刀轉剪刀「剪」出人生意義

——香港計程車司機師傅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