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新冠肺炎打

擊各行各業，

打工仔生計亦

受影響，跨境

工作者更是苦不堪言。工聯會昨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會晤，就抗疫期間的勞工權益提出關注，並

提出12項建議，包括促請特區政府為被隔離港人發放

每日300元的生活津貼、全民派錢1萬元及將新冠肺

炎列為職業病等，以保障勞工權益。

工聯倡日津300元助被隔離者
上限4200元幫補生活開支「相信無人會咁呃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何啟明、工
聯會新界東辦事處主任鄧家彪昨早與

羅致光會晤，反映勞工的關注及權益問題，
他們會後向傳媒表示，局方對建議反應頗為
正面。

籲准員工放有薪病假
陸頌雄表示，現時的強制檢疫令使需要上
班的市民不能出門工作，生計大受影響，加
上一些僱主要員工放無薪假，令打工仔雪上

加霜。他說，參考2003年沙士時期，如果有
僱員被強制隔離，衛生署會簽發病假證明
書，讓僱員放有薪病假，惟現時卻沒有相關
安排，直斥這是勞工保障的倒退。
陸頌雄引述羅致光回應有關問題時指，律

政司發現不能這樣做，故他促請特區政府盡
快立法修補漏洞，並呼籲僱主放僱員14天
有薪病假，令勞工能享受同樣的權益保障措
施。
同時，有見部分僱主或會要求員工放年假

應對目前情況，工聯會促請政府要向僱主、
僱員表達各項僱傭權益的信息，例如《僱傭
條例》中列明「僱主須就其決定給予年假的
時間向僱員給予不少於 14 天的書面通
知」，否則僱員可拒絕扣年假等。
陸頌雄又指，被隔離的市民不能出門，令

生活成本增加，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參考建造
業議會的做法，為在檢疫中的市民提供每日
300元、上限為4,200元的生活津貼，以暫
時應付生活開支。他說，不擔心有人會濫用

津貼，「因為被隔離一啲都唔過癮，相信無
人會用呢個方法去呃津貼」，而且市民合作
接受檢疫，政府應鼓勵他們，並直接用津貼
援助他們。
陸頌雄並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發放緊急失業

援助金，同時向在港工作、但居於內地的勞
工，派發居住津貼或安排臨時居所等，建議
政府可參考港鐵的相關安排。
至於其他派錢措施上，陸頌雄說，既然政

府認為審查資產有一定困難，倒不如全民派

錢，認為每人派1萬元是合適的安排。

盼新冠肺炎列職業病
鄧家彪表示，為免保險公司留難不幸染病

的員工申請工傷補償，建議將新冠肺炎列入
職業病，讓患者有明確的法律保障。
其他建議還包括撥出5億元給旅遊從業員

作無息借貸以支撐近期的失業或開工不足情
況；監察收取津貼補助的商戶有無「錢照
袋，人卻炒」的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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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落區派口罩 基層「老友」先受惠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子
京）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昨
日宣佈撥款近
50萬港元，推
出「與『護』
同行，齊心抗
疫」計劃，定
期向公立醫院
醫生派送營養
熱飲，表達對
醫護的關懷和謝意，首階段於今日（18日）在瑪
嘉烈醫院員工餐廳及荔景大樓餐廳率先推行。
該計劃是廠商會與公立醫院內的員工餐廳合

作，於午膳時段，向院內的醫護人員送上靚湯、
糖水或滋潤熱飲等，以慰勞他們的辛勞。首階段
於「抗疫龍頭」瑪嘉烈醫院內的G座4樓員工餐
廳及荔景大樓餐廳率先推行，每周至少一次，為
期4星期，預計將有超過6,000人受惠，如效果良
好，計劃將擴展至其他抗疫前線醫院。
廠商會亦正積極呼籲屬下會員參與有關計劃，

希望為醫護人員提供更多不同的物資、支援和優
惠。會長吳宏斌說，醫護人員緊守崗位、不辭勞苦
地照顧香港市民的健康，我們亦有責任關懷和守護
他們。廠商會期望透過是次計劃，讓一眾醫護感受
到大眾對他們的支持，齊心合力擊退疫情。

工商總向市民派逾6萬口罩
另外，香港工商總會昨日在沙田向市民派發6萬
多隻口罩，超過6,000位長者及基層人員受惠。該
會希望讓市民街坊感受到社會的暖意，更安心地面
對疫情。昨日下午，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江達
可、會長羅有雄聯同義工團隊等40多人，攜同數
十箱口罩，在沙田紅梅谷路遊樂場向市民派發。現
場大排長龍，每位市民憑籌領取十個口罩。
江達可表示，是次疫情牽動大家的心，總會時
刻關注前線醫務人員和基層市民的需求。在本月
13日已向醫管局捐贈2,000套防護服，讓一線醫護
人員使用。之後繼續籌集醫療物資，陸續在香港不
同社區派發，讓更多市民受益。羅有雄說，這次活
動表現出大家凝情聚力，共同力抗疫情，相信疫情
會盡快消退。

廠商會撥款50萬 煲靚湯慰勞醫生

■香港工
商總會首
長與義工
攜同多箱
口罩向市
民派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自
由黨昨日再次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會面，表達該黨抗擊新冠肺炎相關
措施的附加建議，希望特區政府考
慮將其納入新一份預算案中。措施
包括全面豁免所有政府收費一年 、
補貼食肆煤氣費、推行百分百擔保

出糧計劃、代僱主供款6個月強積
金、向業界派發兩萬元資助購買抗
疫防疫物資等。

倡推百分百擔保出糧計劃
在飲食界方面，自由黨主席、立
法會議員張宇人希望特區政府能
延長或加碼原有四輪的紓困措
施，如政府為中小企貸款提供百
分百擔保、將減免非住宅用戶水
費及排污費的上限提升至3萬元及
2.25萬元等。另有7項新建議，包
括補貼煤氣費、百分百擔保出糧
計劃及資助僱主6個月強積金供款
等。
批發及零售界方面，自由黨立法

會議員邵家輝就防疫抗疫基金提出4
項建議，包括推出類似沙士時期推
行的貸款擔保計劃、李嘉誠基金會

「應急錢」計劃的做法、向收入減
少的零售店員提供至少3個月的資
助，並參考政府之前公佈為低收入
僱員和自僱者作出強積金供款的措
施。
在航運交通業界方面，自由黨立

法會議員易志明建議，所有貸款
機構允許商業按揭包括商用車輛
車主「還息不還本」，為期12個
月。他亦要求政府提供免租或低
租金臨時商用車輛停泊位，讓沒
有生意做的車輛停泊，並提供相
關津貼等。
立法會議員鍾國斌表示，在嚴峻

的情況下，250億元的抗疫基金是
不足夠的，政府應該要「開倉派
米」，一次過推出涉及1,000億元或
以上的措施做整體經濟支援，令不
同行業都能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李嘉誠基金
會在全球搜購口罩和防護物資，第一批物資
已到港，昨日起向13個社福機構及6間長者
院舍派送共25萬個口罩。
基金會相信，通過這13個長期服務香港的
社福機構各自制訂派發方式，是最快及最有
效的方法，把口罩送到有迫切需要的社群手
中，包括低收入家庭的病人及照顧者、癌症
病童及家長、傷健及復康者、基層市民（清
潔工、拾荒者、劏房戶、鄉郊長者）、獨居
長者及義工、院舍長者及護理員。為免給機

構添加資源壓力，基金會不公佈詳細名單。
基金會將密切留意社會情況，按需要作出支援

措施。隨着全球的高防護醫用物資供應均非常緊
張，基金會不斷努力在各地採購和物色合乎標準
的相關物資，希望為香港緊守崗位的醫護前線送
上支援。
基金會一直與醫管局作出緊密溝通，確保捐贈物

資符合規格及適用，本周起從加拿大戴爾豪斯大學
（Dalhousie University）微生物與免疫學院助購的高
規格防護衣及阿聯酋贈送的N95醫療口罩，將陸續
運抵香港，並按醫管局統籌向醫護前線送上。

誠哥捐25萬口罩贈社福機構

自由黨促撥千億「開倉派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杜思文）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繼前日到多個地點視察抗疫工作
後，昨日傍晚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和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分別到不同社區，聯同非政府
機構將特區政府早前獲私人捐贈的口罩，分發到
有需要的長者及基層住戶。其他司局長稍後亦會
聯同另外的非政府機構，參與派發口罩的探訪活
動。
昨日，林鄭月娥到藍田德田邨，聯同保良局派發

口罩、食物、健康資訊單張及其他物資予幾位領取
綜援的獨居長者，並向他們送上問候。她亦到訪樂
善堂位於九龍城的社會房屋和鄰近的「劏房」單
位，與樂善堂人員一起向基層住戶派發口罩等，並
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受疫情影響，全球口罩供應持續緊張，市民購

買口罩面對不少困難。因此，行政長官決定將近
日由黃廷方慈善基金及其他人士捐贈給特區政府
的口罩，總數約160萬個，全數轉贈非政府機構，
由它們派發給對象主要是長者的弱勢社群，目標
是希望能夠與社會共享現時比較緊絀的資源，同
心抗疫。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香港整體口罩
的供應，亦已大力壓縮部門口罩需求，在分配口
罩時會繼續以醫護及提供緊急公共服務的人員為
先。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昨日亦分別聯同旺角街坊會和東華三院到旺角及
大角咀，向長者及基層住戶派發裝有口罩、酒精搓
手液及清潔用品的防疫包。

張建宗訪郵政感謝前線

另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郵政署署長朱
曼鈴及相關人員陪同下，到訪香港郵政，了解前
線人員處理大量口罩郵件，並感謝他們一直緊守
崗位，同心為香港抵抗新型冠狀病毒出力。
他表示十分欣賞香港郵政在這個緊急時期能夠

「急市民所急」，理解較平日高出70%至80%的
入口郵件量的郵件當中，不少是市民急需的口罩
郵件，故此特別從其他組別調配額外人手，加快
處理特快專遞郵件及安排星期日派遞特快專遞郵
件，同時亦恢復每日郵件派遞服務，讓口罩郵件
能盡快交到市民手上。
對於特區政府抗疫措施漸見成效，「民主思路」

聯席召集人（研究）潘學智昨日認為，在應對新冠
肺炎疫情方面，特區政府起初行動較為滯後，但後
來逐步趕上，如今香港對疫情的控制優於日本和新

加坡，如果疫情防控措施持續有效，將有可能增強
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
護人員的保護裝備足夠與否，引起
大眾關注。醫管局日前透露，保護
裝備足夠用 1個月，而物流署則
指，保護裝備足夠用兩個月。衛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在記者會上解釋，衛生署的口罩是
跟從物流署的供應，而醫管局是分
開，所以數字上有少許不同。醫院
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
劉家獻則表示，醫管局在 1月下
旬，已經進行全球的採購，強調會
善用公帑，向醫護提供適合的保護
裝備。

與物流署庫存量分開統計
張竹君表示，衛生署的口罩是跟

從物流署的供應，主要供前線和檢
疫人員使用，因為政府是跟從物流
署，而醫管局是分開，所以數字上
會有少許不同。
劉家獻表示，理解到大眾對醫管

局採購不同保護裝備，包括口罩、
保護衣等的關心，也留意到網上有
很多相關的傳言，並指出，現時全
球的保護裝備的運輸和物流的供應
鏈的情況都非常嚴峻，製造保護裝
備的原料都不足。
他續說，在這特殊情況下，醫管

局已經在1月下旬，進行全球採購，
也會以直接採購的方式，盡快幫前
線人員買到保護裝備，包括口罩、
保護衣、N95等。
他也感謝政府的支持。政府提供

協助，務求盡快購入保護裝備予前
線人員，惟全球口罩供應鏈緊張，
直接採購口罩的價格或會較高，政
府提供額外的撥款，以應付這一方
面的支出。他強調會善用公帑，向
醫護提供適合的保護裝備。

醫局：上月底已全球採購裝備

▲工聯會提出多項建議，保障勞工在抗疫期間的權益。

■自由黨昨與陳茂波會面，盼政府
一次過推出千億元的措施作整體經
濟支援。 張宇人fb圖片

■左起：張竹君、劉家獻

■特首向長者贈送口罩。

◀工聯會建議向被隔離者發放生活津貼，以幫補日常開支。
圖為早前被隔離的康美樓住戶返回寓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