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最新失業人數已升至26.2萬人，也
有15.5萬人就業不足，政府雖已因應

基層開工不足，於今年6月起將申請職津的
一般家庭 （非單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
由144小時降至72小時，惟明愛荔枝角職
工中心社工黃韻然昨日在記者會指出，不
少員工因疫情影響生意，被迫削減工時甚
至放無薪假，或其工作場所被勒令停業而
未能上班，另有部分因身體問題無法長時
間工作的市民，均因工時不足而未能申領
職津，令他們失去收入也無法領取津貼，
成為「雙失」家庭。

租金貴無錢搬 申綜援遭拒

有失業人士欲申請綜援以度困境，卻
感到被留難。任餐廳收銀文員多年的阿
娟，因餐廳受疫情影響停業需另覓工作，
卻不成功，但每月租金已需5,300元，在走
投無路下惟有向社署申請綜援。不過，社
署指其住所租金太高，要租3,700元以下單
位才可申請綜援，令她大為氣結：「如果
我有錢搬屋就唔使申請綜援啦！搬屋要畀
地產代理佣金，又要畀上期按金，起碼成
萬蚊，冇辦法只能繼續搵嘢做！」

黃韻然指出，設家庭入息及資產限額
已足夠反映在職家庭處境，故政府應取消
有關工時的要求，以「收入愈少職津愈
多，收入較多則津貼較少」為原則，為經
濟有較大困難的家庭提供較多援助。此
外，政府應放寬受影響行業的「在職」定
義，容許僱員即使零收入，仍可以其行業
證明來領取職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形容，現時

打工仔都是「被動式」失業，「想做都冇
得做」，與以前情況很大分別，但政府安
全網卻不完善，令不少打工仔陷入水深火
熱之中，加上未知經濟何時才有改善，情
況可謂看不到盡頭。他認為，政府應向受
疫情影響的重災行業如旅遊、民航等設立
行業計劃，為相關從業員提供津貼，及為
現時多達26萬名失業人士設立失業援助
金，以協助他們及其家庭紓困。

申綜援關卡多 未能即時受助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自「保
就業」計劃結束後，失業率持續上升，不

少市民亟需援助，故政府應盡快成立失業
援助金。為協助就業不足打工仔，民建聯
一直有向政府反映撤銷申領職津工時限
制，令一些其實已算失業的打工仔也受
惠。
顏汶羽也認同市民向政府申請綜援關

卡重重，令不少市民未能即時受助，令人
氣餒，「有個案係一個50幾歲住劏房嘅失
業女士，因癌症需入院做療程，又要坐輪
椅，生活好明顯有困難，但申請綜援嗰
陣，要佢逐條解釋番好耐之前銀行嘅收
支，連幾百蚊都問，點會記得？佢到家
仲未申請到！」

疫情下全港失業及就業不足人
數高達42萬人，部分基層市民生活
陷入困境，甚至需靠借貸度日。有
社福機構指出，雖然政府降低申請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職津）」的
工時要求，惟不少打工仔仍未能符
合要求而無法申請，欲申請綜援亦
困難重重。機構要求政府將申領職
津與工時脫鈎，改以家庭入息為依
據。有工會及政界人士昨日重申，
政府應盡快設立失業援助金，向陷
入水深火熱的打工仔及其家庭施予
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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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新冠肺炎擊抗

城市女青年商會聯同童軍知
友社，昨日發布一項疫情下「雙
職家長與子女溝通模式」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疫情下30.7%雙職家
長與孩子衝突次數增多，有30.6%
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每星期會
有一次與孩子發生衝突或意見不
合，16.7%每天會有一次衝突，
9.7%的家長更指，每日會有多次
衝突。逾五成受訪者不滿意現時
政府對雙職家庭的支援。商會會
長梁凱瑩呼籲政府制定家庭友善
政策，提供經濟支援、彈性上下
班、增設假期及增加託兒服務中
心等。

54%日用電子產品4至10小時

調查又發現，37.7%家長表
示，小朋友每天使用電子產品1至
3小時，54.8%的小朋友使用4至
10小時，更有5.8%使用超過11
小時以上。家長與子女每日相處
及溝通時間方面，58.4%的受訪者
表示只有1至3小時。
梁凱瑩表示，網課與實體課

模式不同，小朋友留在家中學習
的時間變長，在學習表現上未必
與以往一致，家長應要調節期
望。除了耐心聆聽子女需求之
外，亦要多鼓勵和讚賞，並多與
子女外出進行親子活動。
大會同日舉辦「聆聽童心

事」開幕禮，邀請霍啟剛擔任主
禮嘉賓。

■霍啟剛（右）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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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失」基層家庭望政府提供援助。

促與工時脫鈎 建制倡速設援助金
失業難申職津 基層陷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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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新增非零風險 防疫仍不容放鬆
本港第四波新冠疫情肆虐近4個月

後，最近連續兩天本地零確診，令不少
市民舒了一口氣，剛過去的周末不少商
場重現人氣，人頭攢動，播疫風險大
增，讓人看了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昨日
又出現約10宗初步確診，其中一宗源頭
不明個案患者是一名曾到小學教足球的
浸會大學學生，說明社區內潛藏病毒隱
形傳播鏈尚未切斷。同時，「外防輸
入」一再響警號。眼看着本港疫苗接種
進度不盡人意，疫情防控的形勢依然嚴
峻，一旦鬆懈麻痹，疫情稍為穩定的局
面就可能出現反轉。

本港疫情遠沒有度過危機，一方面
是因為社區隱形傳播鏈依然存在。上周
五確診的38歲日籍空姐，正是屬於本地
源頭不明個案，她於潛伏期及傳染期
內，曾7次前往北角一間健身室上堂。
浸會大學昨日亦傳出有一名社會科學院
學生初步確診，這名學生曾到北角番禺
會所華仁小學教足球，10名學生及另外
3名教練需送往隔離或檢疫。這些個案
都說明，病毒於社區傳播風險依然存
在，防控意識仍舊不能放鬆。
另一方面，「外防輸入」任務同樣

艱巨。昨日又新增一宗由印尼輸入的印

傭確診個案。而在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
制中心，一名屬輸入個案的45歲女病人
被安排到有其他確診者的病格接受隔離
治療，該名女病人其後確診感染變種病
毒株。更嚴重的是，經冷鏈等物流輸入變
種病毒的漏洞仍未堵塞，當局既沒要求進
口商對凍肉進行病毒檢測，又沒有規定凍
肉推出市面前要消毒，也未強制從業員定
期檢測，食環署在市面抽查的凍肉樣本數
量更是稀少，恐成防疫缺口。
疫情仍在繼續，零新增不等於零風

險。這個道理既不難理解，也殷鑑不
遠。去年9月26日、10月28日、11月

16日等日子，亦曾出現本地確診數字
「清零」，但不久後又大幅反彈的情
況。上月農曆新年時，本港單日確診亦
一度回落至個位數，但假期後確診數字
又大升至雙位數。周五起，本港將迎來
一連五天的公眾假期，可以預期，各商
場和郊野公園的人流會再度聚集。政府
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呼籲，市民和業界應忍耐到復活節
長假期後。全社會必須加倍重視，積極
主動配合政府防疫要求，做好自身防
護，否則難免重蹈覆轍，通關救經濟更
加遙遙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