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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藉「五一」勞

動節舉行記者會，呼籲特區政

府在疫情下對失業及開工不足

的打工仔，多管齊下提供支

援，並促請政府即時發放緊急

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增設多

元職業培訓及提高津貼至9,000

元、設置與抗疫有關的臨時職

位、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

機制，以及取消政府職位外判

制度。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

示，特區政府的疫情補貼政策

「重資本、輕勞工」，對大企

業動輒投入百億元資助，卻對

設立失業援助金無動於衷，促

請政府正視打工仔處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工聯會倡設緊急失業津貼
促增職業培訓 取消MPF對沖 正視打工仔處境

致力穩就業
升勞工保障

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昨日是「國際勞動
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平台上發放短片表
示，特區政府會繼續致力創造和穩定就業及改善勞工
福利，提升對勞工的保障，並爭取下個立法年度初提
交取消強積金對沖草案。她再次鼓勵市民盡快接種疫
苗，護己護人，令社會經濟回復正常。
林鄭月娥在視頻中表示，感謝勞工界長久以來為香

港繁榮穩定作出的貢獻，讚揚香港勞工的忠誠、勤
奮、刻苦耐勞，一直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
過去兩年，香港經濟飽受黑暴及疫情打擊，連帶就
業市場受壓，最新失業率高達6.8%，數以萬計的工
人失去飯碗，也有數以萬計的家庭為生活感到徬徨。
她說，特區政府非常關心失業人士面對的困境，並盡
力透過一系列措施，創造及穩定就業，包括透過多輪
的「防疫抗疫基金」及財政預算案推出超過3,000億
元的措施，盡量做到保就業、解民困。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會致力改善勞工福利，並落實

多項勞工界多年來爭取的權益，包括自去年12月起
把法定產假由10星期增加至14星期；法定侍產假於
2019年1月起已由3天增加到5天。3月，政府已提交
條例草案，建議將法定假期日數由12日遞增至17
日，與公眾假期看齊。

爭取新立法年度提積金對沖
政府還會繼續推展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籌備工作，包

括制訂相應法律條文及執行細節，並爭取在下一個立
法年度初向立法會提出條例草案。
在保障僱員職業安全健康方面，林鄭月娥表示，政

府自今年4月起已調高僱員補償相關法例的工傷及職
業病補償金額，並建議修例增加違反職安健法例的最
高刑罰，以提升阻嚇力，期望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完成
法例修訂工作。
她強調，眼前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控制疫情，令經

濟全面復甦，讓大家有更加多的就業機會，呼籲大家
盡快接種疫苗，護己護人的同時，亦讓社會經濟盡快
回復正常。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致辭表
示，今年工聯會提出「我要工

作，我要工道」口號，是期望在香港
國安法實施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後，香港可以重新出發，集中精力解
決市民最關心的就業、房屋等問題，
讓打工仔「人人有工返」，並獲得公
平的對待。
他強調，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盡快通關，重振經濟，
恢復正常生活。長遠而言，要爭取改
善勞工福利待遇。
來自不同業界的工友紛紛表達疫下
面臨的苦楚。任職廚房的梁師傅表

示，限聚令導致飲食業員工被迫放無
薪假甚至失業，而保就業計劃亦無法
保障工友的工作，認為政府應即時推
出失業現金津貼。

導遊盼政府增創職位力度
從事導遊的Candy在疫情爆發後失

業超過一年，並對旅遊業的前景感到
悲觀。對政府為旅遊業工友創造
2,000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職位，
她認為是好的開始，但始終「僧多粥
少」，政府仍需加大創造職位的力
度。
來自清潔及保安兩個低薪行業的工

會代表林有貴及王志雄，齊聲批評政
府的外判制度，指行業工人長期受到
判頭剝削，而強積金對沖機制更削弱
工友的退休保障能力。
吳秋北直言，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失業浪潮未散，打工仔即使配合了政
府防疫措施，卻換不到共度時艱的結
果。疫下特區政府的補貼政策側重商
界，動輒補貼百億元予海洋公園、國
泰等大企業，卻對設立失業援助金無
動於衷。工聯會促請政府正視打工仔
嚴峻的就業生態，並強調民生事務是
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施政體
現，不應指望「中央打救」。

工聯會五大建議
●即時發放緊急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

●增設多元職業培訓及提高津貼至
9,000元

●設置抗疫有關臨時職位

●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取消政府職位外判制度

來源：工聯會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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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日花13.7小時
團體籲改善託兒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
接受新華社旗下《瞭望》新聞周
刊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最優先
考量的房屋土地，唯一問題是找
地，最重要的土地供應是填海。
她在2018年已提出大型人工島填
海計劃，但就花了一年半時間才
從立法會申請到研究撥款。現
在，政府已看到樂觀的條件，往
後一定會加把勁，在土地開發方
面多下一些功夫。
林鄭月娥表示，未來香港需要

「以人為本」的政府，特區政府
將更多接觸老百姓，了解他們關
心的事項，作出正面積極的回
應。

房屋是穩定社會支柱
她說，今屆和上屆政府都把房

屋土地放在最優先的政策考量。
事實上，特區政府在房屋供應上

有着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因為香
港是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社會就
置之不理。房屋不是一個簡單的
商品，而是穩定社會很重要的支
柱。要老百姓對這個地方有感
情，就必須要讓他安居，安居才
能樂業。
林鄭月娥坦言，目前唯一問題

是找地，每個找地的方法都不會
放過，包括發展棕地、重建舊
區、對工業區做重新規劃等，但
最重要的土地供應還是填海。她
於2018年已提出一個大型人工島
填海計劃，但是花了一年半時間
才從立法會申請到研究撥款。
「香港有多少個一年半可以浪

費？若是立法會18個月才通過一
項研究，7個月才選一個主席，香
港的發展是非常悲觀的。」她強
調，現在，政府已看到樂觀的條
件，往後一定會加把勁，在土地
開發方面多下一些工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不
少父母無怨無悔地照顧子女，他們普
遍存在過勞問題。一項調查發現，在
已婚受訪者中，不足一半會分擔照顧
兒童的重擔，兒童照顧者每日平均需
投入13.7小時照顧兒童，近八成人每
周投放96小時，為國際勞工組織標準
工時的兩倍。有組織認為，這些育兒
者的勞動價值至今仍被忽視，為改善
他們的處境，建議政府恒常化照顧者
津貼，並改善現存託兒服務。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上月進行一項

有關兒童照顧者的調查，共收集244
份有效問卷。受訪者每日平均需投入
13.7 小時進行照顧工作，近八成
（79.1%）受訪者每周花費逾96小時
完成照顧工作，82.9%受訪者每周7天
均須投入照顧工作。根據國際勞工組
織建議，每周工時不應超過48小時，
兒童照顧者工時已是該標準兩倍。

僅四成伴侶會分擔育兒工作
逾半受訪者需要獨力承擔起所有照

顧工作，在已婚受訪者中，只有44%

的伴侶會協助分擔。絕大多數
(94.7%) 受訪者身上至少出現一個或以
上的勞損部位，主要為頸部、肩部、
腰部及背部。73.7% 受訪者認為勞損
「很大程度上」或「大程度上」與照
顧工作有關。
聯盟指出，兒童照顧者的大部分時

間均貢獻於家庭及子女，每天勞動強
度高，卻得不到任何酬勞，他們的勞
動價值至今仍受傳统性別角色分工影
響而被忽視，社會亦普遍認為他們沒
有經濟貢獻，故政府需推出措施支
援，建議政府恒常化照顧者津貼，增
加託兒服務名額，同時增加及延長託
管服務時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錦言）港大學
生會過去多年遭攬炒派及「獨」莊把持，
利用校園作政治宣傳肆意煽暴播「獨」，
更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頻頻挑戰法律底
線。港大校方曾多次提醒，惟學生會屢勸
不改，前日終於出手與其劃清界線，包括
不再代收會費、收回學生會會址及設施管
理權等。昨日，港大學生會卻無視其違法
行徑或拖累大學及其他同學，「惡人先告
狀」發聲明抹黑校方「葬送雙方互信」，
對此「深感遺憾」云云，更聲言會「堅忍
不拔」並發起所謂「聯署」，意圖向校方
施壓。
針對學生會連串惡行，港大前日發出嚴
正聲明，強烈譴責該會公開發表煽動性涉
違法言論，並對大學作失實指控、損害大
學整體利益和聲譽。
港大表明，不能容忍該會一方面利用學
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另一方面漠視校方
的勸喻和整體港大社群利益，為大學帶來
違法風險。為此港大決定不再代收學生會
會費、不再提供財務管理服務，並收回學
生會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權，以釐清雙
方法律責任。
港大學生會昨日發出的聲明中，非但絕
口不提其種種暴力違法播「獨」惡行，聲
稱港大的決定「絕非任何文明的教育工作
者之所為」，又無視校方曾多次善意提
醒，稱校方「葬送雙方互信」，對此「深

感遺憾」云云。在抹黑校方推卸責任的同
時，學生會又發動所謂「聯署」，希望聚
集躲於網絡背後的攬炒分子力量，意圖向
校方施壓。

穆家駿：已成搞事政治團體
對於港大學生會不知悔改、「惡人先告
狀」，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會近年已成了專
門搞事的政治團體，而且該會標榜自己為
獨立於大學的學生組織，校方不代收會
費、收回會址及設施管理權完全是理所應
當的。
他續說，留意到學生會在聲明提到其悠
久的歷史。事實上，港大的歷史使命正是
「為中國而立」，學生會理應有一致目
標，但該會近年不少言行卻是從危害甚至
分裂國家的角度出發，可見其根本「沒資
格代表港大的學生」。

校友：斷莊足見不得民心
本身為港大校友的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

從學生會昨日的聲明所見，指該會根本沒
反思自己的問題及校方如此作為的原因，
只一味指責校方，甚至發動所謂「聯署」
將其他師生「拉落水」向大學施壓，學生
會的行為令港大蒙羞，並認為大學已作出
第一步，「應該再強硬些，要寸步不讓，
堅持到底。」

黃晶榕直言，港大學生會正處於「斷
莊」期，足見其不得民心，卻仍只顧「聯
署」作政治動員，根本無意解決問題，感
慨指現時把持會務的署理幹事實在「無藥
可救」。港大學生會利用「港大」之名，
其在外間的言行都會影響大學聲譽，校方
甚至要為其違法行為「埋單」，應該研究
該會要如何受到大學監管，或考慮是否可
取消其使用大學名字的權利。

攬炒派呃黃絲以為
可以靠黃圈提供晒生
活服務，但唔少黃店
都被揭發係「掛羊頭
賣狗肉」，頻頻被爆
採用被視為藍店嘅製

造商所提供嘅產品，搞到班黃絲好「絕
望」，只好搵藉口自圓其說。連鎖黃店
「齊柏林熱狗」早前俾網民揭發用
「藍」包嘅事，有「手足」就想呼籲叫
人聯絡睇下有冇黃店可以做到嗰款熱狗
包，但就連同路人都潑冷水，話佢「低
估咗」穩定供應嘅難度，即喺佢哋自己
都明白黃圈信唔過啦。
「手足」「古天樂」近日喺連登以「一
人n個建議畀齊柏林用既（嘅）麵包店，

佢地（哋）好似仲用緊藍既（嘅）XX」
為題發帖話：「每次見到佢地（哋）都用
緊藍既（嘅）XX麵包，我都其實好想叫
佢地不如試下轉其他牌子/麵包店……即
使搵唔到連鎖牌子，睇下（吓）可唔可以
聯絡下（吓）各區黃店睇下（吓）做唔做
到個（嗰）款熱狗包？我相信即使貴少少
大家都接受到。」
不過唔少「手足」都大潑「冷水」，承
認搵黃店做供應「信唔過」。「陽炎座」
就話：「你低估左（咗）要穩定每日供應
新鮮面包既（嘅）難度，仲未計價錢同
量。」「雞肉炸醬重慶二小」亦話：「個
問題係（喺）產量同穩定度，唔用大廠，
成本都幾高。」「胸中服務員」都話：
「咪傻，要轉供應商，成本咁高。仲要唔

穩定又冇經驗。送貨又唔夠質素。咁
（好）多都係網店，一陣好似之前好多黃
色搵笨Ｘ咁，收咗錢半年都唔覆，之後講
返聲：『一人小店，體諒下，一場手
足。』」
有「手足」就承認單靠黃絲係撐唔起黃
店，所謂理念應該「擺埋一邊」喎。「故某」
話：「你肯俾（畀）貴啲唔代表其它人肯俾
（畀）貴啲，佢嘅target customer（目標客
戶）唔係淨係得『同路人』。」「發夢見到」
話：「政治理念以外，有冇諗過成本問題，
供應量問題？遲下如果發現佢業主係藍，你
會唔會叫佢搬舖？」「隅」就問：「唔通用
東江水又要改咩。」咦，唔係話黃色經濟圈
「壯大」咗嘅咩，做咩跪低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手足」指齊柏林難用黃包 暗示黃圈信唔過

●工聯會昨日藉「五一」勞動節舉行記者會，提出「我要工作，我要工道」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建議政府恒常
化兒童照顧者的津貼。

●港大學生會在社交平台回應校方聲明。
港大學生會fb截圖

●特首林鄭月娥「國際勞動節」在社交平台發放短片
讚揚香港勞工忠誠、勤奮、刻苦耐勞。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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