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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吃貨，但這家餐館卻去了不止一
次，不光自己去，還帶上閨蜜去，叫上同
事去，推薦朋友去。我和幾位朋友甚至成
了餐館的「迷妹」。人家一高興，親手把
自己的手機號寫下送上，我們如獲至寶，
也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姓名電話告知。每
次去都流連到餐館打烊仍依依不捨，臨走
時還一一擁抱道別。生生上演了一齣餐館
「老友記」。

要說這家餐館乍看起來並無特別，地段
並非鬧市，店面不大，只有十幾張枱。餐
食菜品不多，甚至可說簡單：主菜是西式
煎魚、牛排，前菜是免費的蔬菜水果沙
律、番茄湯。主菜好大份，女生一人吃不
完。僅憑這並不豐盛的幾樣菜，區區幾張
枱，卻是枱枱爆滿、天天爆滿。餐館並不

因此急於翻枱而強行壓縮食客就餐時間，
也並不刻意延長營業時間，只開到晚上十
點。每枱食客吃完了都捨不得離開，一直
開心地待到打烊。

到底是什麼樣的餐館讓人如此流連忘返
呢？細心人可能早已從文題中猜出謎底：
其秘笈就在於它有一群既普通又不普通的
服務生——說普通，因為他們都是香港的
普通市民；說不普通，因為他們是一群七
八十歲祖父母級的老人。

進到餐館，你會看到這樣一幅場景：一
群白髮蒼蒼的耄耋老人，迎客、寫菜單、
端盤子、擦桌子；你更會看到這樣一幅場
景：老人家放下盤子，拿起麥克風，瞬間
華麗變身為穿着工作服的樂隊歌手，和着
吉他、鍵盤、口琴、架子鼓，一首首粵語
或英語經典老歌，流金歲月彌漫全場。他
們為你服務時，動作輕緩但不遲鈍，慈祥
和藹像自家長輩；他們唱歌時聲音滄桑卻

激昂，充滿了歲月的質感和情懷。其中周
五的「元老隊」最受歡迎：平均年齡70+，
激情指數100+。令人忍不住為他們尖叫歡
呼、拍手伴唱，紛紛上前與老人合影。我
和朋友們可能因為太投入，幾次被老人們
邀請上台一起演唱《甜蜜蜜》《萬水千山
總是情》等歌，兩相配合嫺熟自然，如同
多年歌伴。那一刻，整個餐館仙樂飄飄、
歡樂融融。每次直到打烊，食客們仍沉浸
在這溫馨的氣氛裡，久久不捨離開。老人
們哄孩子似地和言勸道：我們不能影響周
邊居民休息，謝謝大家，歡迎下次再來！
大家排着隊與老人們握手擁抱一一告別。

「元老隊」樂隊的一位陳姓 uncle Pat-
rick，慈眉善目，放下餐盤唱得一把好歌、
寫得一手好字（給我們留電話時發現
的）。老人馬上就79歲了，每周二及四五
六晚上過來上班。令我吃驚的是，老人退
休前是房屋署公務員，有房有子女有孫

兒，可謂衣食無憂，但已經在餐館做了12
年。每周工作4天，每天5小時，每小時50
元。他家住新界，上工路上乘坐巴士、地
鐵單程就需要一個半小時，更不要算車
資。老人說，待在家裡太悶了，出來做事
不為錢，只為開心。他說以前工作時不唱
歌，只是在校讀書時喜歡，到餐館打工後
才開唱。老人大概沒想到，快80歲時竟然
成了一群「粉絲」追捧的「歌星」。

這樣的老人在這家餐館有十幾位，除了
uncle Patrick，最大的81歲。餐館裡擺着老
人們手工做的小食，剪紙銀杏葉上寫滿食
客溫馨的留言。老人們已至深秋年華，卻
毫不萎靡、毫不蕭索，依然以真摯情懷和
陽光心態去對待生活對待他人。恰如亭亭
銀杏，愈是年長愈發堅韌，愈是晚秋愈加
明麗，點亮天空，溫暖周邊。餐館裡貼着
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天，當你八十歲，
還有多少追夢的勇氣？」這群平平常常的

香港老人，以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只要
有夢，什麼時候去追都不晚。

對啦，這家餐館叫「銀杏時光」（Ging-
ko Moment），在太古。 我願頂着廣告之
嫌，向這樣一群香港老人家致敬。

追夢桑榆
研究部 王珺

據了解，政府建議為11個行業制定工時指引，
包括飲食、建造、水泥及混凝土、酒店及旅

遊、物流、物業管理、印刷、零售、戲院、清潔、
安老院舍。

未來5年難研標時立法
指引會列明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包括會就個別

行業提供一個建議工時標準，因應不同行業特性設
立超時工作補償指引，並訂立監察機制，確保只會
在必要的情況下，才需要超時工作，以及超時工作
需維持在合理水平。
勞工處計劃在明年第一季至2020年上半年，逐步

推出有關工時指引。政府會在11份行業指引推出3
年後、即約2023年檢視指引成效，再進一步探討工
時政策的可行方向，意味着未來5年內政府都不會
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
勞顧會昨日開會討論有關建議。勞方委員鄧家彪
會後指出，勞工界一直反對以合約工時取代標時立
法，認為做法不可取，故此對政府擱置合約工時，

並不感到意外。

阿彪：咁文職白領點算？
他認為，政府僅為11個行業制訂工時指引，並不

全面，「咁文職白領又點算呢？」而且指引沒有法律
約束力，成效不大，要求港府將勞工界一直爭取的每
周工時44小時及補水1.5倍訴求，加入在指引中。
鄧家彪指出，今屆政府的態度退步，有意迴避處

理本港打工仔女長工時問題及標準工時立法議題，
亦沒有清楚交代指引的檢討會否朝立法方向，質疑
政府沒有決心就標準工時立法。
資方代表郭振華就認為，行業指引有助增加僱傭

合約透明度，先在部分行業試行，有助其他行業仿
效，消除其他僱主憂慮。他支持先行指引，再就合
約工時立法。
被問到如何鼓勵資方執行指引要求，郭振華指出，
勞、資、政府三方討論指引時一定會平衡各方面的需
求，能夠促進勞資關係，令市場接受指引，讓資方有
跟隨指引的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標

準工時委員會向上屆政府建議訂

立合約工時，規定僱主須為月薪

不少於1.1萬元的僱員訂立書面僱

傭合約，列明工時款條及超時補

水安排，遭勞方反對，批評方案

對打工仔保障不足。現屆特區政

府決定暫不進行合約工時及標準

工時立法，僅制訂11份行業工時

指引。勞顧會昨日開會討論有關

建議，勞方委員認為指引無法律

效力，成效不大，並對政府未有

清楚交代會否朝立法方向去檢討

工時指引，感到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社聯）公佈2016年香港社會
指數為205，較2014年微跌1點，是發佈
該指數18年來，首次在經濟發展強勁下
錄得社會發展停滯。社聯發展總監黃健
偉表示，「拖累」指數主要由於房屋和
家庭團結兩項分類指數，分別錄得負342
和負114，顯示市民住屋狀況持續惡化，
貧富懸殊指數亦於全球發達地區名列第
一。社聯呼籲政府盡快推出短、中期房
策，紓解民困。
社聯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
數」，是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發
展制訂出的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
統，採用政府各部門提供的全年統計數
據計算得出。指數以1991年香港各類指
數為基準，18年來香港發展指數一直穩
步增長，但增速逐漸放緩，直至2016年
首次出現微跌。
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社會發
展）黃子瑋介紹2016年指數，各大分類

指數中，較1991年退步的包括：房屋負
342、家庭團結負114、文娛50、環境質
素58、政治參與87。

發達地區貧富懸殊 港列第一
較1991年進步的包括：康體108、人
身安全146、衛生健康148、治安205、
經濟 218、公民社會力量 292、教育
409、科技413，以及國際化474。香港
經濟發展持續進步，2016年人均生產總
值333,601元，但貧富懸殊持續加劇，基
層家庭入息總和僅佔所有家庭入息總和
16.8%。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為
0.539，顯示香港是全球發達地區中貧富
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黃健偉指出，房屋分類指數自2008年
起急劇下跌，由2008年的86大幅跌至
2010年的負5，2014年跌至負238，2016
年更劇跌至負342。住房開支佔總開支的
35.8%，較 2014 年的 32.8%進一步上
升，基層市民住房開支更為沉重，達總

開支的44%。
家庭團結指數較2014

年微升34個點，但情況
仍然嚴重，當中每10萬
名15歲以上人口新婚數
目僅768名，離婚個案與
新婚數目比例34.4%，每
10萬家庭家暴數目80.2
宗。每10萬名10歲至19
歲市民有4人自殺，見
2006年以來新高，每10
萬名17歲以下兒童被虐
案87.64宗，亦為2010年
以來新高。
黃健偉表示，要紓緩房屋問題，社會
必須有更多中、短期措施，例如增加過
渡性房屋供應。政府應在這些方面給予
更大支持，投入更多土地和資源。長遠
而言，需要維持充足及穩定的公屋供
應，利用市區重建項目建立更多公屋。
他續說，綜援是基層重要安全網，但

二十多年來一直未進行檢討，應全面檢
視，重訂基本生活標準及所需金額，並
應繼續推動退休保障制度，令所有市民
的退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時應將每
間中學社工人手增至兩名，增加兒童及
青少年精神服務資源，並擴大防止虐兒
的保護及支援網。

房屋「拖累」2016年社會指數首停滯

■黃健偉(右)指出，房屋分類指數自2008年起急劇下
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政府建議為包括飲食業等11個行業制定工時指引。 資料圖片

■「元老隊」樂隊的投入演出讓全場彌漫
着激情和溫馨。 作者供圖

民記助新東北居民爭取原區安置

■劉國勳(右二)指出席的新界東北居民代表整體上滿意和接受政
府最新的清拆安置補償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安置特
惠補償及最新的安排方案，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及陳克
勤聯同來自古洞村、馬屎埔及
石湖村等地的新界東北居民代
表，與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及
土木工程拓展署、地政總署的
一衆官員會面。
劉國勳會後引述，出席的居民
代表整體上滿意和接受政府最新
的清拆安置補償方案，但仍有部
分細節需要當局落實與完善。
居民普遍希望原區安置，但房
協在北區可用於安置的項目存在

時間差：「粉領嶺百和路項目最
快都要2023年才能落成，遠水
不能救近火。當局應該靈活處
理，房委會在上水的寶石湖邨是
最佳的選擇。」

倡自願提前遷出獲特殊安排
政府表明，新界東北前期工程

後續的餘下項目會進行壓縮，一
併處理。劉國勳認為，雖然餘下
項目獲合併處理，但整個發展計
劃仍分前後兩期。部分發展區內
居民的日常生活將受前期工程影
響，帶來嚴重不便。
他建議當局為自願提前遷出的

當區居民提供特殊安排，為他們
登記並提前收地安置。
陳克勤補充，發展區內居民在

收地賠償方面有不同的具體情
況，希望當局能夠寬鬆處理，一
方面回應他們的訴求，同時加快
收地發展進度，達至雙贏。
劉國勳又引述政府官員承諾會

協助居民原區安置，在北區上樓
居住。針對其他例如提前收地等
建議，當局表明會積極考慮，特
別是居住在政府土地上自願提前
遷走的住戶，會作仔細研究和跟
進。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會走訪
各村，了解居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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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有傳
媒報道指，房協筲箕灣明華大廈重建地盤
近日有20噸的鋼筋在抽樣測試中不合格，
並指有分判商工人違反施工指引，偷步使
用了部分問題鋼筋。房協昨日證實事件，
指分判商因趕工，未有檢測報告便使用了
約7.5公噸問題鋼筋，總承建商已決定拆
除及重做懷疑有問題並已使用的鋼筋。
房協昨日回應傳媒查詢表示，根據地盤

記錄，一批重量約20公噸的鋼筋批次於今
年4月28日送抵明華大廈第一期重建地
盤，存放於地盤倉庫，每支均有顏色標示
為未經檢測鋼筋。房協顧問的駐工地工程
師於5月2日抽取測試樣本，翌日送往檢測
實驗室作測試，但5月9日巡視地盤時，發
現分判商已經使用該批鋼筋，故即時發出
工地指示，要求總承建商俊和建築工程有
限公司叫停該部分的工程，以便進行調
查，並向顧問工程師及房協滙報事件。

總承建商指因趕工偷步
房協指，總承建商解釋，由於分判商趕

工，故在該批次鋼筋仍未有檢測報告前已
提取約7.5公噸用於地面車路、停車場及
樓宇地面層的混凝土上蓋結構，主要用作
箍筋（「絡仔」），而餘下的12.5公噸鋼
筋仍存於倉庫內。
房協續指，初步檢測報告顯示該批次鋼

筋的測試樣本未能達標，房協顧問駐工地
工程師翌日於餘下12.5公噸鋼筋中再抽樣
測試，覆檢報告顯示該等測試樣本符合規
格。房協、顧問工程師、駐工地人員及總
承建商於5月14日會面並檢視事件，總承
建商決定更換倉庫中未被使用的12.5公噸
鋼筋，以及拆除並重做7.5公噸懷疑有問
題並已使用的鋼筋。該批次20公噸鋼筋將

全數被棄用。 其他不屬於該批次並已取得合格證
明後才安裝的鋼筋，則毋須拆除。
房協指，根據工程合約，今次事件導致的延誤及

額外工程費用，會由總承建商負責。而按目前情
況，工程可如期竣工。房協並向總承建商重申，所
有使用於建造樓宇的鋼筋需符合建築物條例，並需
提交檢測報告予屋宇署。
明華大廈正分為三期重建，第一期將興建兩幢新

大樓，提供966個出租單位，項目正進行上蓋工
程，預計2019年底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