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親媽媽朱女士需要母兼父職，她雖然
是家中經濟支柱，但過往因為需照顧

兒子而只能在食肆任兼職，惟前年的修例
風波引發連場暴力衝擊，加上去年開始爆
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令政府限制食肆營業
時間和入座人數，令其工作時數大幅減
少，目前處於「開工不足」狀態，「過年
至今總收入也不夠1萬元，只能靠積蓄度
日。」
朱女士表示，小朋友開始長大，現時

不再需要長時間照顧兒子，因此計劃轉
行，特地到場希望可找到護理相關工作，
「這些工作相對穩定，不太受經濟環境影
響，在疫情下仍然有較多空缺。」

六旬婦指僱主不願聘用

另一名求職者陳女士亦到場找兼職陪
診工作，她指已從事同類工作兩年，到場
是希望可在另一間公司登記，以增加獲分
派工作機會，「我已經60歲，數年前找工
作時不少僱主都因為怕我完成培訓後不
久，就會退休而不願聘用，所以工作選擇
並不多。」
提供護理及倉務等工作機會的參展商

「力奇服務有限公司」董事葉巧怡表示，

安老院舍等機構長期人手不足，但疫情下
更需進一步增聘人手，以防一旦有員工染
疫會影響日常運作，因此護理相關工作機
會在疫情下其實是不減反增。她補充，網
購在疫情下發展迅速，倉務和物流相關的
工作機會同樣是逆市增加，認為失業人士
可考慮暫時兼職從事相關工作以應付經濟
壓力。

經濟料2024年始復常

中年人士是就業市場中較受疫情影響

的一群，昨日的就業博覽以推動中年就業
為目標，並為求職者提供培訓機會。主辦
機構騰龍青年商會會長李樹楷表示，社會
應鼓勵中年人就業，而「聘．博」就業博
覽舉辦目的是鼓勵求職人士將自己的專業
技能帶到新行業當中，達到「高質量轉
型」，發揮中年人最強的「拚搏」精神。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出席開幕禮

時表示，香港經濟預計要至2024年才能回
復到疫情前水平，呼籲求職者在等待的同時
盡快趁機增值自己，尋求工作轉型機會。

香港最新失業率雖稍稍回落，
但仍高達6%，當中以中年人士失業
情況較嚴重。騰龍青年商會昨日舉
辦「聘．博」就業博覽，提供大量
護理、工程、銷售和保險等不同職
位空缺，希望可推動中年就業。有
原本從事餐飲工作的求職者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下餐飲業工作機會大
幅減少，她今年至今總收入不足1萬
元，因此特地到場尋找其他行業的
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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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新冠肺炎擊抗

■■「「聘聘．．博博」」就業博覽昨舉行啟動儀式就業博覽昨舉行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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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任職飲食業的朱女士計劃轉工。

在不少家庭中，父親作為經濟
支柱，終日為口奔馳，缺乏與子女溝
通時間。有調查發現，逾四成高小學
生與父親每天交談時間少於半小時，
但有逾七成學生希望能夠每天與父親
至少有半小時溝通時間。有任職司
機、育有4名子女的父親昨日就現身
說法，講述自己如何與子女爭取時間
溝通，並強調家長與子女之間應以真
誠的心，互相溝通和理解。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去年
11月至今年3月期間進行有關問卷
調查，共訪問568名小四至小六學
生，有41%學生表示與父親每天溝
通時間不多於半個小時，但有72.3%
學生表示，期望與父親可以每天有
多於半小時的對話時間。此外，有
29.8%學生表示，「對於我所煩惱的
事情，其實爸爸知道的很少」，及
有22.5%認為「爸爸並不清楚我最近
經歷的事情」。

曾先生稱犧牲休息與女聊天

現年53歲的曾先生育有4名子
女，年齡介乎7歲至30歲。首三名
子女由他與前妻所生，早年離婚後
由他獨自撫養，惟任職司機的他，
每天需早出晚歸，又喜愛交際消
遣，回家時子女都準備睡覺，親子
關係並不親密。
在與現任妻子誕下孻女Sammi

後，曾先生決心要珍惜與孻女相處時
間，不惜犧牲休息時間，抓緊機會與
她在睡前聊天、講故事等，保持父女
之間的溝通和陪伴。孻女Sammi則
表示，最喜歡與父親下棋和鬥快吃
飯，亦經常會與父親分享學校發生的
事情，例如有同班同學喜歡自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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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

消費券作用雖大 紓困措施還需有
政府公布5,000元電子消費券下月4

日至8月14日接受登記，預計向消費市
場「泵水」規模多達360億元，為市民
和商戶帶來及時雨，相信將極大刺激本
地消費，給久旱的零售百貨等主要行業
注入一劑強心針，有助本地經濟早日復
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次計劃
以電子消費券的形式流入市場，既可讓
市民有額外金錢消費，又能推動電子支
付平台發展，將給本港全年經濟增長帶
來0.7個百分點的提振作用。
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本港今年2

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295億元，3月
和4月則分別為276億元和270億元。

而今次派發的電子消費券，政府估計有
720 萬名市民合資格申請，款項多達
360億元，涉及數額大於本港單月零售
業總銷貨價值，對本地消費的刺激作用毋
庸置疑。況且計劃兩期派發的時間，分別
是暑假和中秋節旺季，大部分商場和店舖
都會推出優惠「搶客」，無疑會進一步帶
動本港的消費氣氛，刺激銷情。
財爺陳茂波就今次電子消費券發放

作了細緻安排，他昨日更加落區探訪商
戶，即場購買了多件衣物，並試用不同
電子支付工具購物。陳茂波毫不諱言，
派發電子消費券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進
一步推動本港電子支付的應用，以免繼

續落後周邊地區。事實上，國際經驗顯
示，電子支付對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質
素的作用巨大，疫情期間尤為明顯。但
本港今年首4個月的網上商品零售總額
只佔全港總零售額的7%，比例偏低。
政府今次將電子消費券通過四家營辦商
發放，包括八達通、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和WeChat Pay HK，
營造百駿競跑的局面，長遠對本港經濟
的可持續發展極為有利。
不過，疫情改變全球經濟運作諸多

方面，期待單靠發放消費券來拉動經
濟，是過於樂觀的想法。香港總商會總
裁梁兆基昨日指出，本港屬於細小的外

向型經濟體，難以依靠「內循環」維持
經濟增長，需盡快通關，才能令經濟回
復至疫情前水平，「我們不可以一直依
靠財政儲備支撐經濟增長」。
說到底，發放電子消費券只能治

標，不能治本。想讓本港經濟恢復活力
的核心，是改善就業，讓市民的收入增
加，如此才能形成真正的購買力，推動
零售和服務等主要經濟行業的全面復
甦。現階段，籠罩本港經濟和就業的陰
霾遲遲未有消散，期盼財爺在總結今次
派發電子消費券的經驗後，能繼續優化
刺激經濟措施，針對不同階層市民推出
更適切的援助措施。

疫境中年失業嚴重 護理物流空缺反增
餐飲工半年收入不足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