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訪冀談合作 考察雄安新區

上水「麵包超人」派包敬老
獲邀行善幫長者 自行加碼愛心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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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晨結束北京訪問行程，
轉往河北（冀）與河北省委書記和河北
省省長會面，並到雄安新區考察。林鄭
月娥表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
會與內地不同省市加強合作，期望參與
和助力雄安新區發展。

與王東峰許勤會面
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及特首辦主任陳國基陪同下，
上午在石家莊與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和
河北省省長許勤會面。
她指出，今年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開局之年，最近開通的廣深港高速
鐵路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加上稍後開

通的蓮塘/香園圍口岸，為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提供良好基礎。

盼助力新區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亦會與內地不同省市加強合作，期
望參與和助力雄安新區發展，並邀請對
方率團到香港訪問，讓香港企業了解河
北的優勢和未來的發展。
林鄭月娥與許勤共進工作午餐後，一

行人下午參觀了雄安新區的政務服務中
心和城市展示中心，了解該區現時的情
況和未來的規劃、交通基建、智慧城市
建設藍圖和文化保育等。
雄安新區是去年設立的國家級新區，

銳意發展為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城市，將

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發展高校和科研機構、醫療健康機構、
金融機構、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等。

林鄭月娥一行隨後前往白洋淀視察，
了解該淡水湖泊周邊的生態環境治理和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措施。
白洋淀是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

亦是雄安新區發展成生態城市的重要組
成部分。
林鄭月娥一行昨日下午結束行程，並

於晚上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網訊，10月22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應約會見訪港的莫桑比克駐華大使
瑪麗亞．古斯塔瓦。
謝鋒特派員歡迎古斯塔瓦大使來港訪

問，向其介紹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成功實踐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最新進
展。他表示，隨着廣深港高鐵投入運營
和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粵港澳大灣區
經濟圈、一小時生活圈正在形成。
這不僅為香港居民帶來各種便利，而

且也將會給包括莫桑比克在內的各國提
供更多發展機遇。謝鋒與古斯塔瓦大使
還就中莫關係、港莫兩地合作、「一帶
一路」建設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古斯塔瓦大使對「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成功實踐給予高度評價，表示莫方堅
定支持「一國兩制」安排，相信中方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使
莫從中受益。莫方將努力抓住相關機

遇，積極加強莫港在經貿、金融、旅遊、人文、
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推動莫中
關係、莫港兩地合作取得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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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的城市發展較早，很
多設施都跟不上現代需求，例如
行人路及馬路使用多年後變得平

滑，路人稍有不慎就會滑倒。民建聯中西區團隊
近日發起簽名行動，並在區議會呈交文件要求當
局跟進，最近更拍攝了一段短片，喚起公眾關
注。雖然片中兩名年輕社區幹事「跣」出愛火花，
但團隊坦言不希望這些「淒美情節」會再度發生。

雨天舊渠蓋如陷阱
短片甫開始，民建聯社區幹事張嘉恩和莫淦森

在區內一條馬路下斜，前者踏到舊式渠蓋時滑
倒，幸得後者伸出臂彎英雄救美，最後沒有釀成
悲劇，反而成就了一段「愛情故事」。
回到現實，張嘉恩表示，團隊早前收到街坊投

訴，指渠蓋在下雨時變得濕滑，更有人曾被渠蓋
滑倒，頭顱撞到渠蓋而流血，需入院治理，而中
西區有很多又窄又斜的路，渠蓋安全值得關注。
莫淦森就指，民建聯已向區議會呈交文件，要

求政府正視過去因渠蓋而發生意外的數字，從而
審視渠蓋設計，並作出相關行動，以減少未來市
民因渠蓋平滑而受傷的機會。

張嘉恩莫淦森扮臨記
鏡頭一轉，張嘉恩和莫淦森走到東邊街中山紀

念公園的天橋斜道，女方今次又再不慎滑倒，男
方同樣來一招「英雄救美」。
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楊學明表示，該處路面非

常平滑，下雨時經常出現行人滑倒的問題，希望
路政署能加快路面更新工程。社區幹事劉天正
說，民建聯上月中發起簽名行動，爭取路政署盡
快為斜道鋪設防滑鋼沙，而市民亦十分希望斜道
平滑的問題得以解決，減少意外發生。
不過，當楊學明及劉天正錄影時，原來莫淦森

一直在背後抱着張嘉恩「守護」她，直至「收
機」為止，連楊學明也大讚他臂力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西區道路太滑
民記拍片籲防「跣」上世紀90年代，鄧老闆在自小長

大的上水石湖墟開設「美琪飽
餅屋」。幾經波折，無懼連鎖店競
爭，走過25個年頭，「美琪」依舊屹
立不倒，更被街坊譽為愛心麵包店。
鄧老闆不但沒有年年加價，更由今
年4月初每逢周一及周四早上10時，
向65歲以上長者免費派發麵包，風雨
兼程。

打拚數十載 抵食夾大件
這位慷慨仗義的「麵包超人」，和
大部分上一代香港人般，曾經歷獅子
山下的奮鬥故事。那年，鄧老闆19
歲，在友人推薦下，當上麵包師傅學
徒，每天搓麵團、清洗烘焙工具等，
「以前邊好似家咁多機會呀，讀完
書咪膽粗粗試吓囉。」滿師後，他不
想一世都替人打工，於是便努力賺
錢，希望可以早日自立門戶開店。
鄧老闆憶，當年為了開舖，曾試過

一日打兩份工，清晨7時許做西餅，
在下午4時放工後，就轉到另一間麵
包店工作，「做到夜晚7點收工，但
有時會加班，試過10點先放工。」這
種工接工的磨練一捱就差不多5年。
不過，鄧老闆對於過去刻苦耐勞、
為夢想打拚的往事，沒有半點自滿，
反而覺得是瑣事一宗。他慨嘆：「年

代唔同，以前社會啲人好勤力，好捱
得，唔會有人怕辛苦，家啲後生做
幾個鐘就話攰，冇咩人肯入行。」
對他來說，能夠「取之社會，用之

社會」，才是他推崇的處世宗旨。以
往他曾與社區團體合作，替小學生舉
辦麵包暑期班，讓他們體會工作的辛
勞而努力讀書。直至今年4月初「港
版羅賓漢」的出現，更迅即產生了化
學作用，令他更熱愛行善。

不派有餡包 怕「老友」留隔夜
今年4月初，有一名陌生男子來到

其麵包店表示，正在各區推行「愛心
麵包」計劃，冀向長者免費派發麵
包，故希望以成本價購入50個麵包，
並由該店代派發給65歲以上長者。
對方說，若麵包數量不足，會稍後

再增加，但鄧老闆立即道：「唔使啦，
唔夠嘅就由我哋自己免費派啦！」
自此，每逢周一及周四早上，在其

麵包店外總會出現長長的長者人龍。

鄧老闆指，現時每次平均派發逾百個
麵包，並會提供菠蘿包、雞尾包、餐
包、麥包及豬仔包供長者選擇。細心
的鄧老闆解釋，「咁樣啲老人家先至
會捨得食，如果派啲有餡嘅麵包，啲
老人家會留到夜晚或者聽朝先食，但
咁樣啲麵包會好易變壞。」
至於該位「港版羅賓漢」的真正身

份，他指並不知曉，而記者亦找不到
相關資料。
鄧老闆的麵包店是家族式經營，兩

名兒子都是麵包師傅，師承於他。
對於兒子會否子承父業，他笑言一

切隨兒子所願，「佢哋話事啦，如果
願意接手做咪做囉，如果唔做都冇咩
所謂。」
訪問尾聲，鄧老闆問記者是否吃了

早餐，說要請客，當記者稱吃過後，
他仍然細心地遞上清水予記者解渴。
這份濃濃的人情味，相信與店內陣

陣撲鼻的麵包香味般，充斥人心，令
人絲絲溫暖。

「麵包超

人」現身上

水石湖墟？這不是卡通主角，

是真正的有血有淚、憑雙手日

打兩份工捱出頭來、在上水自

立門戶開設街坊麵包店逾25

年的「麵包超人」鄧老闆，這

位隱世超人一直以來行善施

仁，除了沒有年年加價外，亦

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的精神，今年初獲一名神秘人

「港版羅賓漢」的邀請加入

「愛心麵包」計劃，每周向長

者免費派發麵包，更不惜加碼

令更多長者受惠。這份濟貧救

苦的善心，或多或少可從這句

話反映：「做人賺咁多錢冇用

㗎，不如幫吓有需要嘅人仲

好。」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特色老店買少見少，這些
舊區老店的故事，往往人情
味滿瀉。鄧老闆的「美琪飽

餅屋」邁入第二十六個年頭，與街坊的相處有如
同家人。鄧老闆表示，經常都會有小朋友上學前
來取一個麵包，他們的媽媽會待下午才到店付
錢。記者好奇問老闆會否怕客人走數，他笑言：
「唔記得咪算囉！我哋咁多年都係做街坊生意，
同埋啲街坊個個好老實，唔會話走數。」

在上水居住逾廿載的70多歲梁老太表示，非
常欣賞鄧老闆的行善心，「老闆咁多年都冇咩加
價，同我哋啲街坊大家都好熟。」
她稱讚其店是貨真價實。
另一街坊龔婆婆則指，該店麵包色香味俱全，

惟她不是每次都會來拿免費麵包。對於老闆身體
力行支持愛心麵包計劃，龔婆婆感到欣慰，並指
這樣可幫助有需要的人。

朝取包午找數
信街坊無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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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賺咁多錢都係冇用㗎，

不如幫吓有需要嘅人仲好。」

■「我哋做咗咁多年都係以抵食
夾大件做賣點。」

■「以往都有同社區一啲團體合
作，搞啲小學生麵包暑期班，
等啲小朋友明白做呢行辛若，
第時可以畀心機讀書。」

▲慷慨仗義
的鄧老闆，
很認同「取
之社會，用
之社會」的
精神。

■鄧老闆親自派麵包，長者滿心歡喜。

■每逢周一及周四早上9時許，麵包店
外出現長長人龍輪候。

▶鄧老闆經
營的「美琪
飽餅屋」參
與愛心麵包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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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右二）會見莫桑比克駐華大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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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聽取雄安林鄭月娥聽取雄安
新區規劃的簡介新區規劃的簡介。。 ■■林鄭月娥參觀白洋淀林鄭月娥參觀白洋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大
會昨日在54票贊成、1票反對及4票棄權
下，三讀通過《2018僱傭修訂條例草
案》，將男士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政
府預料可以於農曆新年前實施。
審議期間，反對派議員提出增至7天的
修正案全數被否決。
政府亦表明，若提出的增加侍產假至7
天的修訂獲通過，便會撤回條例草案。
建制派議員認為，當局並非恐嚇議員，
只是說出現實。
政府建議法定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

但有反對派議員認為不夠，提出修正

案，建議增至7天，政府早前已表明若提
出的增加侍產假至7天的修訂獲通過，便
會撤回條例草案。
民主黨黃碧雲形容，政府的做法是公

然要脅立法會，屬於「行政霸道」的手
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言時強

調，政府的建議是基於勞顧會的共識，
並表明不會接受一下子將侍產假增加至
7天。
他重申，所有無經勞顧會協商的修

訂，都偏離勞顧會共識，「政府既然接
受勞顧會決定，就不會支持未經勞顧會

討論的議員修訂。」
他表示，政府珍惜和重視勞顧會的決

定，一旦接受勞顧會的立場便等於政府
立場，不存在勞顧會凌駕立法會，又指
政府有責任決定是否接受議員修訂，否
認做法霸道。

羅致光：草案反映勞資共識
羅致光續說，不接受審議期間，辱罵

勞顧會的批評，希望外界欣賞勞資代
表，背負各自所代表界別的壓力，接受
勞顧會的公職，並以互諒互讓態度協
商，「勞顧會的工作並不容易。」

反對派修訂案全被否決
建制派亦反對修正案。工聯會陸頌雄

認為，當局並非恐嚇議員，只是說出現
實，又批評有議員於審議草案期間，明
知政府不會接受才提出修正案，質疑有
議員扮天真。
他又認為，工聯會明白不可以「明知

不可為而為之」，不可急攻冒進，所以
支持政府建議。

54票贊成 大比數通過
結果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訂案全部被

否決，政府建議法定侍產假由3天增至5
天的草案，最後在54票贊成、4票棄權及
1票反對下三讀通過，政府預計明年農曆
年前可以正式實施。

5天侍產假料明年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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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的莫淦森（右）雖成功奪取張嘉恩（左）芳
心，但民記冀現實不會出現這種「淒美」。片段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