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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工傷頻生 工聯促重罰僱主
要求提升至「可公訴罪行」最高罰款600萬或10%生意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

「國際工傷紀念日」，工聯職安健協會舉

行遊行，隊伍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政府

總部，要求政府加強保障工人權益。立法

會議員陸頌雄、何啟明、勞顧會代表鄧家

彪及數十名工人參與行動，促請政府設立

「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協會批

評現行法例罰則欠缺阻嚇性，要求將嚴重

工業意外案件提升為「可公訴罪行」，轉

介至區域法院審理，並將最高罰款增加至

600萬元，或營業額百分之十。

低資周三起加3元 料影響通脹僅0.1%

■最低工資 5月 1 日起調
升至37.5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昨日舉行「尊
嚴勞動」勞工大遊行，向政府表
達多項勞工訴求，包括取消強積
金對沖、標準工時立法、劃一勞
工假期至17天及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等。遊行前於深水埗大坑東球
場舉行儀式，隊伍遊行至油麻地
碧街後，部分行業代表乘車前往
金鐘政府總部向政府遞交請願
信。勞聯表示，昨日約有1,500人
參加遊行。
勞聯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發
起「尊嚴勞動」勞工大遊行，飲
食服務、交通運輸、醫療、公務
員、資訊電子等各行各業工友均
有參與，舉辦方表示遊行人數高

達1,500人，創歷史新高。遊行隊伍出發
後，沿界限街和彌敦道遊行至油麻地碧街，
遊行民眾一路高呼「標準工時立法」及「設
立全民退休保障」等口號。
勞聯主席林振昇表示，強積金對沖每年沖

走400億元，但政府提出2024年始落實取消
強積金對沖，令不少將近退休的工友未能受
惠，促請當局盡早實施，惠及更多打工仔。
他批評，政府漠視勞工界長期關注的議題，
包括劃一假期，香港有約30%基層及前線工
人只有12天勞工假期，而且工時長、工資
低，但假期較17天的公眾假期更少，十分不
公。
勞聯常委及部分行業代表，其後再赴金鐘
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展示滿載勞工訴求的
「樽鹽」，期望政府能夠正視勞工的「尊
嚴」，聆聽勞工聲音回應各項勞工訴求。
昨日不少遊行參與者是為親友發聲，70多
歲的張女士表示，她早年從事地盤建築行
業，但十幾年前基建銳減，導致無工開，便
一直賦閒在家。她現在仍與不少還從事該行
的工友有聯絡，認為行業福利不佳，勞工至
今未得到合適保障。
多位醫療系統人員亦有參與遊行，香港醫

院職工協會主席鄧德浩表示，作為從事醫療
行業多年前線人員，此次薪資調整十分不
公，會造成老員工薪資低於新員工的不合理
現象。老醫護人員，曾經奮戰在SARS、豬
流感等傳染病第一線，對香港有過貢獻，現
時卻將他們過去的勞動成果摒棄。鄧德浩希
望政府能夠正視團體訴求，給予醫療職員同
工同酬的待遇。
醫療支援系員工邱女士表示，她參與遊行

並非僅為自己利益，更多是為醫療職系的年
輕同事。她說，自己快將退休，但年輕人還
有廿多年要做。「如果此次薪酬調整方面不
能做到新舊人同工同酬，他們將來每一年收
入都會少於別人。」

■勞聯發起五一「尊嚴勞動」勞工大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工聯職安健協會副主席蔡金華表示，
本港在過去5年職安健狀況極差，已

經發生超過千多宗重大工業事故，平均每
星期發生約4宗嚴重工業意外，導致900
多名工人不幸去世。然而，法庭一直沒有
為導致發生致命意外的僱主作出懲罰性的
判決，不斷助長「膽博膽」歪風。

協會指應轉介區院審理
針對勞工處日前進行的「違反職安健條
例的刑罰」諮詢，協會要求將嚴重工業意
外案件提升至「可公訴罪行」，轉介至區

域法院審理，並將最高罰款金額定為600
萬元或定罪單位的營業額百分之十，以起
到阻嚇作用。勞工處和律政司應向法庭就
案情惡劣、刑罰明顯偏低案件進行上訴，
尋求法庭頒佈量刑指引，目的是調高量刑
點，真正嚴懲違反的僱主。
協會要求政府盡快設立「中央職業保險
補償局」，推行「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
金」制度，增設職業工傷補償功能，將現
時分散式的工傷管理工作集中化，刪減行
政費用，轉撥至為各行業受傷僱員的職業
復康服務上。同時政府應為高風險行業者

提供「中央勞工保險」服務，解決他們以
高昂價錢自行購買勞工保險的問題。

要求勞保擴闊「職業病」範圍
協會亦要求勞工處盡快全面檢討僱員補

償條例，亦要檢討「工傷申報及索償程
序」機制， 縮短受傷僱員判傷程序及時
間。另外亦要在條例加入與時俱進的勞工
保障項目，包括擴闊「職業病」範圍，把
猝死、中暑、因工作所造成的精神及身體
勞損均列為法定職業病。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職業安全健康協

定》指出，政府勞工部門有責任防止工業
意外發生，及將因工業意外所造成的影響
減至最少。協會認為，本港現有的《僱員
補償條例》雖保障工人，但已過時。
協會並指出，本港對「僱員」的定義，
亦未跟隨經濟環境變化而作出重大改變，
條例上仍忽略「自僱人士」的保障，現時
本港有超過21萬僱員是以「自僱」身份工
作，這些人的勞工權益並無保障。而且，
現時受僱者的勞工權益亦受到剝削，常有
僱主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否定僱員的工
傷，動輒停工停糧，甚至即時解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法定最低工資於
5月1日起由34.5元調升至37.5元，增幅8.7%，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撰寫網誌指出，雖然這是歴
年最大增幅，估計相關增幅對平均通脹影響僅約
0.1%，惟因領取法定最低工資行業以清潔與保安
為主，相關影響例如業主要交付的管理費增幅將較
為明顯。
羅致光表示，最低工資委員會在檢討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時，會參考最新社會經濟及就業情況、工資
數據、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可能影響作出的評估，
以及社會各界及不同行業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相
關意見。今次作出的調升，是勞資雙方得來不易的
共識。

羅致光：增幅8.7%歴年最大
他指出，雖然調整的增幅為

8.7%，但估計對平均通脹的影響僅約0.1%，對不
同階層及行業的影響則有所不同。其中由於領取法
定最低工資的行業以清潔與保安為主，相關影響例
如業主要交付的管理費，增幅便會較為明顯。
他並指，雖然據估計領取最新法定最低工資的勞

工只佔約2%至2.5%，由於連鎖效應或是水漲船
高，其他低薪工種的工資，都會有向上調升的壓
力，這對其他行業如飲食及零售都有影響。而對於
基層消費者的影響，會較高消費者的影響明顯。
法定工資已實行近8年，羅致光估計，社會人士

普遍對法定最低工資已十分認識，故近年涉及的申
索聲稱個案，由2014年的85宗減至去年的19宗。
他希望每位老闆都能留意有關調整，避免誤犯法
例。
他又提到，過往他有不少公開言論，都成為「翻

舊賬」的材料，但這些「翻舊賬」都有其選擇性，

如有報道引述他在一個研討會的說話：「若與國際
比較，香港的法定最低工資應為每小時60元，但
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當然不可能一蹴即至。」
他解釋，這個60元的說法，是因當時的法定最

低工資為30元，若以台灣法定最低工資的購買力
作比較，香港的法定最低工資便應是60元。若以
綜援兩人家庭的平均水平作比較，應是39.5元；而
若以一人平均養1.9人，法定最低工資便應是37.5
元。

作為官員要按機制辦事
他認為，以前作為學者，他有發表研究與分析言

論的自由；但作為政府官員，則要按機制辦事。而
且在最低工資委員會進行有關檢討工作時，他更要
避免表達個人意見，讓委員會獨立地進行檢討工
作。

打鼓嶺流浪貓狗收留場竟成遍地狗屍的
「人間煉獄」。警方、漁護署及愛護動物
協會人員，昨天再到狗場拯救倖存貓狗及
蒐證，再帶走餘下的60多隻身體虛弱、
瘦骨嶙峋的貓狗。
由於現場環境惡劣，發現的貓狗屍體部

分已化成白骨或僅剩皮毛，保守估計已有
約36隻貓狗慘遭活活餓死。警方又在場內倉庫發
現存有大量貓狗糧，並不缺糧，正調查場主疏忽
照顧貓狗的原因。

倉庫堆近米半高貓狗糧
如同「人間煉獄」的流浪貓狗收容場，昨有更

多消息曝光。據悉該狗場雖佔地逾一萬呎，但供
貓狗生活的環境卻極度惡劣，場內共分4個區域
用作「收留」流浪或暫託的貓狗，當中一間房專
用作放養貓隻，其餘大部分地方都用作養狗。
當局在場內發現的逾146隻貓狗，當中包括死

亡的約36隻貓狗，均是普通唐狗或花貓，相信不
涉非法繁殖活動。另於現場倉庫內發現堆有近米
半高的貓狗糧，可見狗場並不缺糧。
昨早10時許，警方邊界警區重案組探員聯同漁
護署及愛護動物協會等數十人，重返現場蒐證及
拯救倖存餘下的60多隻貓狗。據香港文匯報記者
現場所見，有被救出的狗隻身體顯得非常虛弱，
或患病或瘦至皮包骨，記者站在狗場外圍仍能聞

到陣陣惡臭。

貓狗屍至今已增至36隻
愛護動物協會檢核部總督察梁兆麟表示，現場

發現的貓狗屍體至今已增加至36隻，當中大部分
為狗屍，籠內籠外都有，屍體被隨意棄在枱面，
或置於櫃內用麻包袋掩蓋，有的狗屍正處於不同
程度的腐爛中，爬滿蛆蟲，部分更已化成白骨，
或僅剩皮毛，場面觸目驚心。
梁兆麟續稱，部分籠內狗屍外表顯得非常瘦

弱，相信是長期缺水缺糧，被活活渴死和餓死，
估計如此殘酷對待動物的情況至少已持續數月以
上。但真正死因，仍有待檢走骸骨、或較完整的
狗屍作進一步剖驗才能確定。
案件揭發是因早前有狗義工多次被拒絕進入狗

場探望暫託的狗隻，且聞到惡臭味而感到可疑。
前日有義工用航拍機作高空察看，赫見狗場遍佈
貓狗屍體、及瘦骨嶙峋的貓狗，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漁護署及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發現

共30隻貓和66隻狗生活在缺水缺糧的嚴劣環境
中，逾半已患病、體弱及瘦至皮包骨，另發現至
少10具貓狗屍體、骸骨及皮毛。前日先帶走約46
隻情況較差的貓狗。姓鄭（62歲）男場主因涉嫌
殘酷對待動物、及刑事毀壞電視台一名記者的器
材而被捕，他報稱身體不適要送院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好心痛、好悲
傷……」愛護動物
協會檢核部總督察
吳縣勳直言，狗場
內的環境極度惡

劣，四周都是籠和雜物，逾百隻
缺水缺糧的貓狗，生活在遍地便
溺、臭氣熏天、令人作嘔的環境
中，另有逾10隻貓狗屍體分佈場
內各處，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腐
爛，部分更已化成白骨，或僅剩
皮毛，場面觸目驚心，慘不忍
睹。
當拯救人員給倖存貓狗食物

時，牠們即一湧而上搶食，顯得

非常飢餓；當給予清水時，牠們
同樣很快飲得乾乾淨淨。當目睹
貓狗的飢渴反應時，吳縣勳直言
「自己個心好痛」，但仍需保持
理性，繼續處理事件，他相信現
場貓狗所受苦難絕非短時間。
吳又表示，目前首要工作是盡

快拯救仍生存貓狗，將牠們交由
獸醫搶救、治療、及為每一隻貓
狗撰寫獨立的身體狀況評估報
告，因牠們都是本案將來的重要
證物，愛護動物協會和漁護署會
盡力照顧牠們至本案結束，再研
究如何適當安置牠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再有逾60隻貓狗脫離「動物煉獄」
遍

地

狗

屍

愛協睹貓狗飢渴「好心痛」
 &

■邱女士（右一）指，她參與遊
行並非僅為自己利益，是為醫療
職系的年輕同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攝

◀愛護動物協會
人員在現場協助
將倖存貓狗逐一
運走。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漁護署人員連
續第二天協助拯
救倖存貓狗。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漁護署人員將倖存狗隻逐一運漁護署人員將倖存狗隻逐一運
走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國際工傷紀念日國際工傷紀念日，，工會遊工會遊
行要求提高工業意外罰則行要求提高工業意外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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