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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京皮具鞋廠：4月底歇業三個月，
給400名員工按頂格待遇賠償，耗資約
3,000萬人民幣

廣州甘福傢具：拖欠280員工數個月
工資，老闆聲稱沒錢無力支付

東莞常平電鍍廠喬力科技：4月6
日起實行周一、周三和周五上班制度，
周二、四、六、日休息

東莞大型玩具工廠泛達玩具：聘有
1,200多人，3月中旬因歐美客戶取消訂
單、供應商催款等因素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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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老闆鄺海輪對員工的種種好處，港京皮具
鞋廠中層管理人員劉先生滔滔不絕，他告訴記
者，原本老闆打算請所有員工吃一頓散夥飯，因
許多員工擔心控制不了情緒哭成一片，加上疫情
因素，故最終取消聚餐。

高學歷員工幫同工子女補習
劉先生動情地表示，「鄺老闆時時為員工考
慮，為了讓我們許多員工小孩能夠上免費公辦學
校，他將工廠房產證拿出來登記，因此，我和其
他許多員工子女上了公辦學校；許多員工孩子下
午放學回來，老闆讓人安排在食堂一房間，讓有
大學文化的員工來教導孩子們做作業和補習功
課，這讓我們許多員工很感動。」
他告訴記者，工廠總經理馬先生來自澳門，也
很和善，疫情衝擊海外業務後，以前很少有白髮

的他，4月以來的十多天，他的頭髮已全是花
白，令到他們十分心痛。
「其實兩年前老闆就在虧損，一年虧1,000
萬，尤其是去年中美貿易戰，我們受到影響挺大
的，原本老闆還計劃再拿5,000萬出來，計劃虧
損經營五年，好讓更多的員工可以達到退休或者
接近退休的年齡。」劉先生表示，「工廠準備在
3個月後疫情好轉時，有了海外訂單重新復工，
迎接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員工回來再一起打拚。
如果實在開不了工，找不到工作的員工老闆還會
給他們安排其他工作。」

等待復工 不會另找工作
對於未來的打算，劉先生說自己會在工廠等待

三個月後可以迎來復工的機會，不會外出找工
作，還是希望能夠與鄺老闆重續前緣。

與港京皮具鞋廠老闆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有不少企業對員工的態度堪稱
涼薄。比如位於廣州白雲區的「廣州
甘福傢具」，拖欠280名員工數個月工
資引起糾紛。儘管廣州市勞動局和警
方介入協調，截至發稿，事件仍未解
決。許多員工欲哭無淚，畢竟他們要
養家餬口，指望能夠早日獲發工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赴寶安沙井採

訪的途中，在一小巴上聽到一位乘客
一直向朋友訴說其被拖欠了幾個月工
資，顯得十分無助。記者與他傾談時
獲悉，他來自湖南，名叫向必新，在
甘福傢具工作四五年，公司生產的傢
具主要出口美國。他給記者出示的工

資條顯示，月薪為6,000多元。

去年11月開始拖欠
向先生心懷憤懣地說，甘福傢具自

去年11月開始拖欠工資，今年1月中
旬便停業。此後受新冠疫情影響，公
司傢具出口訂單消失殆盡，許多員工
不但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工資沒有
拿到，2至4月的工資也仍在等待中。
當員工向老闆討要工資時，對方便以
沒錢為由拒付工資。不過，有員工透
露公司新年後出貨了數百萬元人民
幣，但就是不願意給員工結算工資。
向先生告訴記者，目前公司至少欠

他兩萬多的薪水，他跟老闆談條件願

意9折出糧，只付18,000元都接受，但
老闆仍聲稱沒錢。

涉200多名員工
「我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孩子要養，

真是寒心呀。」與他一樣境況的員工
有200多人，最近經常來討薪，儘管廣
州市勞動局、公安局有關人員出面協
調解決，但是老闆就是「橫豎沒有
錢」，事件仍在僵持。
該廠許多員工走投無路下只得另謀

生計，向先生近日也前往東莞一傢具
廠找工作，打算一邊工作一邊討薪。
他透露，未來一段時間，許多同事仍
會重新集合去工廠討回血汗錢。

受港京皮具鞋廠月底將歇業影響，該廠對面的
餐飲、超市、服裝店等均受波及。許多店主都擔
心未來經營將更加困難，哀嘆恐難逃虧本和結業
的厄運。
來自重慶從事餐飲業務的唐先生告訴記者，他
與老婆及親戚等一共四五人經營這間餐飲店。在
記者看來，飯菜價格堪稱便宜，兩葷兩素僅10
元，還包括一盒米飯，這在福田至少要20元。
去年鞋廠生意還好，許多員工中餐和晚餐都會前
來就餐，該店要將14個菜盤炒得滿滿才夠賣，
如今只能炒一半，如果賣不出去就會虧本。
唐先生一家要在外面租房子，店租則為3,000
多元，一個月開支總共需要上萬元，交完房租水
電外，其實沒有什麼盈餘，如今只能勉強維持平
衡。他稱，受疫情影響，工人沒有加班工資較

低，吃飯已經比較節省，也連累到他的生意很難
做。鞋廠停業無疑將會令生意更差，擔心將面臨
虧本和難以持續經營的困境。
在唐先生店對面的是銷售服裝、襪子和鞋等攤

位。店主陳女士表示，受疫情影響，她是最近一
個月才重新開張做生意，銷售很差，現在鞋廠又
要停業了，這將令其生意雪上加霜，「目前已是
虧本經營，未來將會虧得更多，將來不行的話就
準備關門結業。」

鄰近小店接手工活幫補
記者再到附近一家小店，老闆娘一邊忙着給其

他企業手工安裝LED燈芯片，一邊感嘆鞋廠停
業也會影響到她的煙酒和食品銷售，只得多接一
些手工活來補貼家用。

新冠肺炎疫情打擊內外需求，海外訂單大減甚至取消，近期有不少大灣
區企業倒閉、歇業，一些還鬧出工人討薪事件。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從朋友處獲悉，深圳寶安松崗的港京皮具鞋廠要歇業三個月，但由於老闆鄺
海輪為人低調，記者一直未能聯絡到他，決定到他工廠看看。記者當日從市
區乘車經廣深高速一個多小時，於下午3點多來到松崗街道碧頭社區第二工
業區港京工業城，見到港京皮具鞋廠大門緊鎖，偶爾有一兩人經過保安檢測
體溫正常方可進入，有模具廠送鞋底樣板人員入內送貨。周邊的大排檔、售
賣服裝的攤點、超市等門可羅雀，幾乎沒有人流。
記者向鞋廠保安查詢是否工廠將要停業，他稱公司業務正常，揮手讓記者

走。不過，隨後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走出廠門，告知記者確有其事。老人
是四川人，女兒和女婿均在該廠工作，月工資7,000多元（人民幣，下
同），都不捨得離開，但是工廠碰上疫情導致海外訂單盡失，對此感到無
奈。而他本人是春節前來深圳過年，與女兒一家住在工廠宿舍裡。他感歎：
「這個鄺老闆是個好人，要是其他工廠是不會允許像我這樣的家屬也住在裡
面。」

50歲員工獲賠償20萬
談到賠償時，老人告訴記者，「我女兒在這裡工作了28年，不是遇到好

老闆很難做這麼長的，其他老鄉一般最長也就做五六年換一個工作。現在聽
說這個廠是按一年賠償一個月工資，我女兒將獲賠近30個月的工資，得要
十幾二十萬啊！她都50歲了，快退休了，準備拿到賠償後『五一』期間與
我一起回四川老家。」
下午5點下班後，不少員工三三兩兩走出廠門。一位來自湖南的林先生告

訴記者，「我們廠有400多人，沒有加班情況下我工資是3,000多元，而其
他很多工廠只有最低工資2,200多。因為沒有外單，工廠本月底停業。」來
自廣東的朱先生亦稱，他18歲來這裡工作，已有10多年，現在30多歲，上
個月接到通知，工廠月底將要歇業，「以前加班最高峰時工資有5,000-6,000
元，現在不加班工資也有3,000多，比其他工廠只有最低工資還是好不少，
只是可惜沒有訂單做不下去。」

半數員工年資逾20年
記者在該廠對面一餐館老闆唐先生幫助下，聯絡到港京皮具鞋廠一中層管

理人員劉先生。據他介紹，該廠是上世紀80年代中成立的，生產皮靴、皮
涼鞋等，產品出口美國和英國等地，他初中畢業後16歲來到這家工廠工
作。因為老闆待人和善，從不虧待員工，因此他在這工廠已工作了27年，
「像我這樣工作20-30年的員工約有一半，其餘都是工作十多年的30多歲員
工。就是因為老闆好才留得住人，有的工廠年輕人做一兩年甚至幾個月就走
人。」
談到工廠馬上要停業時，劉先生眼睛有些紅，情緒低落，他低聲說，「我

們所有員工都不捨得走，因為老闆對我們太好了。我在這裡工作27年，老
闆一直養我們一家幾十年……我老婆一直沒有工作，現在兒子已讀大學，女
兒正讀初中。」

估計老闆共付3000萬
「因為全球疫情外貿單都沒有了，老闆本來準備放假三個月，其中前兩個

月按正常工資支付，第三個月給生活費補助，但一些年齡大的五六十歲的員
工不同意，老闆只好暫時關門歇業，並且按員工平時工資而非最低工資進行
賠償。」劉先生感慨說，鄺老闆認為員工跟着他打拚了幾十年不容易，就按
頂格來賠償，許多做了十多二十年的員工因此獲得較基本工資高約40%至
200%的賠償，最少的也有四五萬元，多的有二十多萬元，他從財務負責人
那裡了解到，此次賠償金接近3,000萬，會在4月29至30日全部發放。

周邊餐廳老闆嘆 生意難撐下去 廣州傢具店欠薪 政府介入仍未解決

■ 重慶唐先生指，港京皮具鞋廠將影響其生
意，未來將可能虧本經營。 記者李昌鴻攝

■ 陳女士指，港京皮具鞋廠歇業將令其生意
更加難做，未來或只得關門。 記者李昌鴻 攝

■ 廣州甘福傢具最近迎來許多員工前來反覆討要工資 ，該公司拖欠280多名員工數個月工資令他們欲哭無淚。
記者李昌鴻 攝

工廠歇業遣散工廠歇業遣散 怕哭成一片不吃散夥飯怕哭成一片不吃散夥飯

蝕本經營兩年蝕本經營兩年 力保員工飯碗力保員工飯碗

■港京皮具鞋廠將於4月底歇業並頂格賠償員工，總耗資約3,000
萬人民幣，圖為位於松崗的港京皮具鞋廠。 記者李昌鴻 攝

疫情無情人有情疫情無情人有情
員工不捨好老闆員工不捨好老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內地常鬧出工人討薪事件，跟老闆打拚

二三十年的人少之又少，港資深圳寶安

松崗港京皮具鞋廠近日無奈歇業遣

散400多員工，卻牽出員工不捨

老闆的感人故事。香港老闆鄺海

輪既辦工廠又辦社會，工資高過

別人，廠裡還安排大學學歷的員

工為其他員工的子女補習功課。

16歲進廠，在這裡工作了27年

的中層管理人員劉先生說，像他

這樣工作二三十年的員工約有一

半，「我們所有員工都不捨得

走，老闆打算請所有員工吃一

頓散夥飯，許多人擔心控制不了

情緒哭成一片，加上疫情，最終

取消了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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