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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基金拖再拖
店家市民苦上苦

建制派議員改善建議

民 建 聯

李慧琼：希望基金令65歲以上僱員、外傭代理

受惠

陳恒鑌：應通過僱主提供其入息證明，令65

歲以上無強積金的僱員能受惠於「保就業」

計劃

周浩鼎：希望設立失業援助金，並應為興趣班

導師提供7,500元援助、支援持牌保險從業員，

及讓綠色專線小巴司機支援和紅色小巴看齊

鄭泳舜：考慮第三輪的措施，特別是失業援助

金。僱員再培訓局的「特別．愛增值」計劃課

程受疫情影響，可考慮先發津貼再上課，增加

對少數族裔的支援

葛珮帆：政府應盡快增設抗疫相關的職位，

而非兩年內增加3萬個職位。政府應考慮稅

務優惠

陳克勤：臨時合約導師被遺漏

何俊賢：應增加對漁船及農場的支援，並為他

們解決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

梁志祥：應考慮公屋居民交租延遲

工 聯 會

陸頌雄：應再次考慮設立失業援助金，支援包

括小巴司機、清潔工等在內的65歲以上僱員。

希望盡快有第三輪措施支援未受惠界別

麥美娟：應設置失業援助金。要求僱主提供出

糧記錄，證明65歲以上不用強積金供款者的僱

員身份。僱主須承諾不會換人

何啟明：在兩輪抗疫基金中都未被資助的人，

應在第三輪中給予照顧。政府應考慮支援持牌

遊樂船、音樂界自僱人士等

郭偉強：應為學校康體教練提供網上教育平

台，讓他們賺取收入

經 民 聯

盧偉國：「代出糧」計劃中，僱員人數不得減

少的措施應有所變通，同時要鼓勵公司僱用及

培訓今年的畢業生

梁美芬：盡快推行60歲至 64歲「2蚊全港

搭」，及為期半年的失業援助計劃。派錢要快

張華峰：應將援助範圍擴大至所有金融機構及

從業員

石禮謙：應支援劏房家庭、單親家庭、無住所

人士等

新 民 黨

葉劉淑儀：抗疫基金遺漏外傭中介、中醫、牙

醫等行業，以及最基層市民，考慮每月派5千

元，為期半年

容海恩：食衛局須支援香港房委會屬下的承辦

商、清潔工、保安人員

其 他

鍾國斌：企業30%跌幅才可以申請百分百基

金，一樣會有很多企業裁員和倒閉，希望政府

彈性處理

姚思榮：應考慮僱主「保就業」資助的退出

機制，否則計劃要裁員的公司將不會申請

「代出糧」

謝偉銓：僱主申請「代出糧」後不能裁員的條

件應寬鬆處理，要考慮專業人士及合約工轉工

的情況，同時要重視疫情期間對僱員的培訓

馬逢國：文化藝術、康體界的自僱人士未能受

惠，電影界遭受巨大打擊，應給予特別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文根茂

第二輪抗疫基金，酒樓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審議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撥款申請。原本預留10.5小時的會議，最終在

延長至逾12小時仍未表決，須於今日上午9時到中午
1時繼續審議，在表決前，還需要處理由泛暴派議員
提出的約20項臨時動議。

老牌食肆生意跌六成
在灣仔經營逾40載的新光潮州菜館第二代老闆趙
輝忠通過電視看財委會會議直播。他指出，去年黑暴
期間，個別日子或「零生意」，但整體仍有顧客，惟
今年初出現疫情後，其生意已跌30%，政府推出限制
食肆人數後進一步減少約60%，「許多熟客都不敢出
街，我們以熟客為主，不少都上了年紀，擔心出街會
染病甚至傳染家人。」
位處同一條街的食肆如權發已結業、橋底辣蟹兩舖
變一舖、粵華會暫停營業約一個月。趙輝忠說，其菜
館也是在「捱」，「可以話係日日貼錢做，每個月蝕
幾十萬。」但他從未減薪、裁員及要員工放無薪假，
「這是老店，爸爸話一係唔做，繼續做就唔能夠要夥
計蝕。」
立法會財委會2月21日批出第一輪「防疫抗疫基

金」撥款後，特區政府3月初推出持牌食物業界別資
助計劃，涉及總額約37億元。至本月9日已有逾2.2
萬名合資格食物業牌照持有人獲發資助，涉款約29.7
億元。趙輝忠讚揚特區政府應變快，他申請後兩周內
已收到20萬元資助，但表示只夠繳付一個月租金。

批泛暴拉布浪費資源
業主雖願減租20%，為期3個月，但食材也上漲
20%，第一輪基金幫不了多少。趙輝忠表示，第二輪
基金按食肆面積提供25萬至220萬元資助，其菜館千
多呎應可獲50萬元，可解燃眉之急，惟其僱員絕大
部分均為無供強積金的長散工，基本未能受惠於「保
就業」措施。

他並希望特區政府能提供更多支援，「如果政府
能代繳租金，或為我的僱員出80%薪金，我停業一
個月抗疫都無所謂。」針對泛暴派不斷在議會內拉
布，他批評這是在浪費資源，希望他們收手，將精
力集中於與社會齊心抗疫。
手機配件店店員周先生說，疫情下商場人流大減，

近數月營業額起碼下跌四成，老闆要苦苦支撐。「我
們雖然人手不多，但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可協助老闆支
付一半薪金，對減輕店舖營運壓力有一定幫助。」

恐資助未到手已執笠
服裝店東主楊小姐嘆道：「近數月生意下跌達八

成，雖然我沒有請人，自己每日工作11小時，業主
也有減租，但仍很吃力。政府向各行業提供支援應該
盡快實行，如果太慢，店舖未取得資助就已經執
笠。」
泰拳館負責人冼先生表示，全港130多間泰拳館

中，一半領取團體牌照。「我們雖已遵從政府要求停
業導致零收入，卻因為只領取團體牌照或未能獲資
助。希望政府查核我們資格後盡快支援，免令我們繼
續陷困境。」
自己開店、屬自僱者的美容師Ranndy表示，她可
獲保就業計劃和強制關閉美容院補助。現已沒有任何
收入，政府的資助可助渡過難關，否則也不知可以再
捱多久。希望盡快批款，令小店繼續經營。
導遊梁小姐直言，疫情重創旅遊業，不少行家年初

起已零收入。我2月只有半薪，上月便沒有入息。政
府向導遊提供每月5,000元資助，對協助我們維持生
計很有幫助，冀望政府可以盡快發放援助。
的士司機陳先生說，疫情令不少市民和學生毋須上

班上課，部分乘客為省錢少搭的士，令生意下跌超過
一半，司機收入大減。「政府給予我們7,500元補
助，雖然不算多，但總較沒有好，讓我們稍紓經濟壓
力，冀款項盡快到手。」

財委會12小時未能表決撥款 今續審議

涉及1,375億元的第二輪防疫抗疫

基金撥款，昨日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

逾 12 小時仍未表決，今日繼續審

議。市民只有盼望這場持久戰結束。

有老牌食肆老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飲食業正處於「冰河時

期」，不少食肆「捱唔住」結業，抗

疫基金可解燃眉之急，希望泛暴派立

法會議員齊心抗疫，不要拉布。從事

各行業的市民亦表示，他們收入大跌

甚至零收入，並形容有關的津貼計劃

是「救命錢」，有助他們渡過難關，

希望有關撥款申請能盡快獲得通過，

政府其後能盡早批出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黃書
蘭）多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昨日在審議
防疫抗疫期間，提到基金涵蓋範圍不夠
廣，包括失業人士及65歲以上無供強
積金僱員等，要求政府推出第三輪基
金補漏拾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承認
現時機制屬權宜之計，非最理想方
法，目標是盡快將津貼發放。民建聯則
表示，會約見張建宗，提出將目前未受
惠者納入基金保障範圍的建議。

張建宗認現機制屬權宜
多名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財委會中

均表示，擔心65歲以上無供強積金的
僱員會增加被解僱風險，亦擔心黑心
僱主為了取得政府津貼，將現有員工
換成「自己人」，「打工仔」未必保
到「飯碗」，更未必保到工資，要求
政府考慮推失業援助（議員建議詳見
表）。
張建宗回應說，政府在設計發放機

制時，最重要快，倘要重新建立制
度，可能要用半年時間，到時已經意
義不大，今次政府用了短時間應付問
題。這並非最理想的方法，但亦屬權
宜之計。現在最實際的是快些走出疫

情困局，若疫情真的受控，香港走回
以前的社會，消費重來、遊客再來，
措施根本沒必要。
針對65歲以上無供強積金的員工，

張建宗說，僱主在取得政府的津貼
後，有決定權將錢分予這類員工，共
度時艱。

民記倡推3.0 助未受惠者
建制派希望相關撥款能迅速獲批，

解市民燃眉之急，同時積極跟進查
漏，令更多人受惠。民建聯的陳克勤
昨日在會見記者時表示，立法會審議

1,375億的抗疫基金2.0，補充了第一
輪抗疫基金中的遺漏，能幫到不少打
工仔女。
他希望抗疫基金2.0能盡快通過，

救市民於水深火熱。民建聯會通過
其他途徑，跟進基金的不足之處，
如針對65歲以上沒有供強積金的人
士、經已失業的市民、班組導師等
方面，包括計劃在下周約見張建
宗，希望政府將第二輪計劃「扭
鬆」，納入未能受惠者，倘無法做
到，則政府應考慮成立抗疫基金
3.0。

民建聯約見張建宗 商完善抗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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