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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踏入年
尾，打工仔最關心就是來年薪酬調整。
工聯會屬下的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
一項調查顯示，逾八成來自4間公共事

業公司的受訪者不滿今年的加薪幅度。
工會批評企業年年均見盈利，但員工的
加薪幅度卻追不上通脹，期望明年加薪
不低於6.8%。

香港公共事業聯會於今年11月尾至
本月中，成功以問卷訪問1,730名受僱
於中電、電訊盈科、煤氣及港燈員工，
了解其加薪期望。調查結果顯示，
82.8%受訪者加薪低於5%，當中加薪
不多於 3%，更佔 34.2%。調查亦發
現，84.5%員工不滿今年的加薪幅度，
而96.7%受訪者認為公司應與僱員分享
業績成果。
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主席、中華電力

公司華員職工會主席施生弟表示，今年
4間公共企業均見盈利，如中電今年中
期盈利為74億多港元，較去年同期上
升26%，惟平均加薪幅度均低於4%。
他認為，企業的盈利來自僱員努力，譴
責有企業多年來不為部分員工加薪，促
請企業按通脹水平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
加幅。

57％員工連續4年「凍薪」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主席區啟昌指出，

有83%受訪電盈職工稱兩年以上不獲加
薪，公司亦沒有劃一加薪日期，員工只
能等到收信或年底才知道是否獲加薪，
而57％員工連續4年「凍薪」，形容情
況嚴峻，促請資方正視訴求。
他又指，公司亦存在同工不同酬問

題，新入職員工的薪資較舊員工多近兩
成，打擊資深職工士氣，加上退休潮來
臨，隨時有更多員工流失。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主席馮向文

認為，港燈多年來都有盈利，而員工在
颱風「山竹」吹襲期間緊守崗位。
他促請資方回應加薪要求，同時取消

「按績論酬」做法，否則影響員工士
氣。

聖誕新年臨近，油尖旺區的「食

廈」人山人海，惟食客在品嚐美食的

同時，小心火警隱患。香港文匯報記

者巡視油尖旺區多幢熱門「食廈」，

發現不少食肆除了打開防煙門外，更

在逃生位置擺放垃圾、石油氣罐及食

材，有員工將後樓梯當作吸煙區。食

廈懶理消防安全，但消防處未見嚴加

檢控，其中尖沙咀一幢「食廈」在最

近11個月內共接獲23次處方發出的

「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但未有任

何檢控。立法會議員批評，消防處檢

控率低，難以有效阻嚇違規食肆。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油尖旺4幢「食廈」統計
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數字

旺角食廈（一） 0

尖沙咀食廈 23

油麻地食廈 2

旺角食廈（二） 8

檢控 數字

旺角食廈（一） 0

尖沙咀食廈 0

油麻地食廈 2

旺角食廈（二） 0

收到有關消防安全投訴 數字

旺角食廈（一） 1

尖沙咀食廈 2

油麻地食廈 1

旺角食廈（二） 3

資料來源：消防處（2018年1月至11月數字）

工會促兩電煤氣電盈加薪最少6.8%

雜物阻塞走火通道，一旦發生火警
應如何逃生？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主
席聶元風指，如大廈按照香港消防條
例正確使用防煙門，防煙門應可有1
小時或以上的抗火能力，「大家逃生
時，見到冇濃煙升上嚟，就一定係向
下走，盡快逃出大廈。」

聶表示，火警發生時，不一定要
走上天台逃生，可走到火警發生樓
層的上一兩層等待救援，「每層防
煙門都有抗火能力，天台係冇得選
擇時，先會揀嘅逃生地點，因為消
防員走到天台需時，拯救工作會因
而延遲。」他指，由於部門人手緊

張，近年亦會安排消防安全大使在
社區推廣防火信息，以及協助消除
或舉報火警危險。
根據資料，消防處於1997年推出

「消防安全大使計劃」，訓練來自社
會各界的志願人士成為消防安全大使
或大使導師，接受基本防火訓練並通
過考試後，向市民傳遞防火信息、提
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以及協助消
除或舉報火警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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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廈」存在不少消防隱患，有保
險業界表示，食肆業主及租客均要確
保設備合規格及正常運作，一旦發生
意外，即使大廈法團和食肆購買第三
者責任保險，保險公司亦有權拒絕賠
償，或影響索償金額。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

表示，若食肆涉嫌違反《消防（消除
火警危險）規例》，違例阻塞緊急出
口，會被視為擅自改變安全設施用
途。
而大廈法團或管理處有責任保持公

眾地方安全，如果縱容食肆將雜物堆
放於後樓梯，在發生意外後也未必能
獲得賠償。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食肆在走

火通道放置雜物，會違反《消防（消
除火警危險）規例》，若食客被雜物
撞到或絆倒，甚至未能及時逃生而引
致傷亡，當事人有權向有關人士進行
民事索償，「但就要搜集證據證明啲
雜物係有關食肆擺放，先可以索償
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施政報告
宣佈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2.0」及「消防資
助計劃」，協助舊樓業主改善樓宇結構及提升
消防安全水平。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表示，
兩個計劃分別收到約600宗及約2,500宗申
請，市建局將於明年第一季開始分階段聯絡申
請人，開展核實申請工作，協助業主申請計
劃。
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表示，市建局在上周

五開始，陸續向初步合乎申請資格的樓宇，
寄出申請結果及優先次序通知書，並於明年
第一季開始，按照通知書上的時間表，委派
個案主任，分階段聯絡申請人，開展核實申
請工作，協助業主申請計劃。
他指出，由於遞交申請的大廈眾多，而市
場上相關工程承辦商的供應有其限制，為顧
及市場平衡及對工程價格的影響，由市建局
與相關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組成的督導委員
會，設計了一套評分機制，按申請樓宇的樓
齡、「消防安全指示」的首次發出日期、是
否同時參加「2.0行動」和是否已委聘工程
顧問或工程承建商等因素，考慮處理申請的
次序。經排序後，部分個案會暫列於候補名
單上，相關個案亦會於今年年底前收到通
知。市建局會監察「消防資助計劃」的實施
情況，並於2019年底或2020年初再與候補
名單上的個案聯絡，講解個案的最新情況。

韋志成：下月推網站助修樓
韋志成又說，市建局將在1月份推出一站式的「樓

宇復修平台」網站，為法團及業主提供實用資訊和技
術支援，協助他們順利籌組工程。
該平台涵蓋樓宇預防性保養、如何籌組維修工程及

工程合約招標範本等資訊。市建局在過去一個月，已
為推出平台作最後系統測試和優化工作，以配合
「2.0行動」和「消防資助計劃」的個案處理工作。
他指出，多年來，市建局各項樓宇復修計劃，已

協助約4,000幢樓宇展開或完成樓宇復修工程。隨着
「2.0行動」和「消防資助計劃」開展，加上明年第
一季尾推出「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未來數年，
市建局將繼續加強支援業主樓宇復修；而未來更重
要的工作方向，將會是推動預防性維修保養，延長
樓宇壽命，降低重建壓力，減少浪費財政及社會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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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羅致光：研扣分制監管院舍

早前申訴專員公
署批評社署監管院舍
寬鬆、法例過時。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政府將會
在3個月內推出院舍服務認證計劃，改
善安老院舍服務質素，並正研究設立扣
分制的可行性，按違規性質設立不同級
別警告及相應懲處，但現階段暫無時間
表。
最新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社

署監管安老院舍服務有多項不足之處，
包括相關法例過時，逾22年沒有修訂，
涵蓋範圍不全面，社署無權作出檢控；
且社署執管寬鬆、巡查機制不足、就安
老院舍違規事項所提供的資訊亦未夠全
面。

羅致光昨日在電視節目表示，政府正
多管齊下改善安老院舍服務質素，包括
在未來五年向私營院舍購買合共5,000
個宿位，以提供誘因。另一方面會檢視
現行法例，提高安老院舍人手比例等，
預料明年中有結果。

按部就班免掀倒閉潮
羅致光並指，政府計劃在大約三個月

內會推出院舍服務認證計劃，改善安老
院舍的工作流程，提升質素，視乎計劃
發展速度和反應再作檢討，不排除日後
會在指引或業務守則提出要求。
他並透露，當局正研究設立扣分制和

優化處罰機制，按違規性質設不同級別
警告及相應懲處，但現時未有時間表。

他強調要按部就班，不能夠一下子提高
法例要求，否則會出現私營安老院舍倒
閉潮。
對於安老院舍人手不足問題，羅致光

提到，去年整體院舍人手流失達17%，
若流失率維持雙位數，有需要在資助院
舍輸入外勞。
他解釋，隨着安老服務人手需求不斷

增加，輸入外勞不過是時間問題，而人
手不足會影響院舍質素，正收集數據分
析，預料在明年首季完成。
此外，羅致光昨日在網誌表示，自上

月政府發佈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社會共
識認為，政府對減低貧富懸殊及扶貧是
責無旁貸。
他指當局今年4月將「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優化為「在職家庭津貼」，截
至本月21日，已有4.4萬多個住戶獲發

津貼，涉款接近7.8億元，受惠住戶成
員超過15萬人，當中有6.2萬多名兒
童，惟整體成效有待實施一年後再作出
檢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任何人
如將或安排將任何物件或東西擺放或留

下，而該等物件或東西阻塞或可能會阻塞該處
所內的逃生途徑，該人即屬犯罪，如屬首次定
罪，罰款10萬元；如屬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
款20萬元及監禁1年，而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下，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日另處罰款兩萬元。

逃生路變廚房 後樓梯難出入
縱使法例規定不可阻塞處所逃生途徑，但油
尖旺一帶「食廈」的消防安全令人擔心。其中
尖沙咀厚福街一幢樓高21層的商廈近年人氣
甚高，是吃韓烤及火鍋的好去處，每逢周末假
期便有大堆食客到此覓食。
然而，記者日前發現該處逾半數樓層的逃生
通道擺放大堆垃圾或石油氣罐，並未關上防煙
門。有食肆將逃生通道變為廚房，放滿大堆食
材；有的更放滿啤酒飲料及餐車。
在油麻地登打士街一幢 23 層高的「食
廈」，其情況亦不遑多讓。該「食廈」近半後
樓梯均被雜物阻塞，而其中一層雖然是拳館，
但其逃生通道被大量拳館用品阻塞，影響後樓
梯出入。曾在拳館上堂的張小姐表示，一直不
知道拳館內部分地方是逃生位置，「拳館大門
係電子鎖，萬一有事開唔到就好危險。」
至於「食廈」雲集的旺角，在樓高11層的
「食廈」內，有食店員工把後樓梯當作吸煙
區，並有大量垃圾堆積。而另一幢樓高14層
的旺角「食廈」，亦是年輕人聚腳地，惟記者
目擊有食肆為方便員工工作，不但長期打開廚
房的防煙門，以磚頭「頂住」，更將大型垃圾
桶擺放在另一樓梯的防煙門外。
就有關上述「食廈」，消防處於今年1月至
11月共發出33次「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其中尖沙咀「食廈」佔23次，但未有任何檢
控。而其餘3幢「食廈」，亦僅油麻地「食
廈」被檢控2次。

容海恩：消防檢控率低
「一幢食廈被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23次，但都係零檢控，係不能接受。」立法
會議員容海恩批評，消防處檢控率低，會導致
阻嚇力不足，應加重罰則及檢控，才可為消防
安全把關。

■羅致光指正研究設立扣分制的可行
性，但現階段暫無時間表。 網誌圖片

■■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要求明年加薪不低於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要求明年加薪不低於66..88%%。。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旺角有食肆為方便工作，長期打開廚
房的防煙門。

■尖沙咀有食店將逃生通道化身
「廚房」放滿食材。

■■尖沙咀有食肆的逃生通道放滿雜物尖沙咀有食肆的逃生通道放滿雜物。。

■油麻地「食廈」的後樓梯放有大型垃圾桶。
只留一人通過的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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