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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昨日表示，
涉及套取個人資料的騙案呈現上升趨勢。
截至8月，今年分別接獲386宗相關查詢及
17宗投訴，當中逾七成在第二季開始發
生。她又引述警方數字，上半年接獲1.2萬
宗詐騙案，較同期8,600宗上升超過四成。
鍾麗玲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有關

查詢主要涉及假冒執法人員，例如疫情期間
冒認衞生防護中心，聲稱事主確診需要隔離
而企圖套取個人資料，也有個案冒認內地公
安，聲稱懷疑事主曾走私疫苗或洗黑錢，從
而套取個人資料甚至銀行戶口資料等。
她續說，個人資料私隱公署已設立防

騙熱線3423 6611，倘若市民收到可疑電話
或電郵，可致電公署，署方會提供建議。
若市民的個人資料已被不法之徒使用，公
署也會建議如何減少損失。

香港牙醫人手嚴重不足，公
營醫療系統的牙科服務輪候時間
要12至18個月，杜牙根及補牙等
最長更要排期39個月，而私人牙
科診所收費高昂，基層市民難以
負擔。工聯會理事長、工人醫療
所董事會主席、立法會議員黃國
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在人口
老化的同時，近年由於新冠疫情
關係，不少港人無法北上到深圳
睇牙，亦令本地牙科服務需求增
加，其工人醫療所近年年均約3萬
人次接受牙科服務。由於需求
大，目前到工人醫療所應診都需
要排期，普通牙科檢查需輪候兩
三個月，其他牙科治療服務輪候
時間更長。該會曾因應服務需
求，構思成立一個牙科中心，惟
在本地牙醫人手短缺下，要進一
步開拓服務有困難。
根據資料，衞生署過去3年已

累計流失64名牙醫，最新空缺率
高達16%。黃國表示，本地平均
每一萬人口僅分配到3.7名牙醫，
牙醫與整體人口比例在發達地區
中屬偏低水平，「內地是4.46，
新加坡也有4.1。」
黃國認為，要解決香港牙醫

短缺問題，紓緩巿民對牙科服務
的需求，需要從多方面着手，包
括進一步增加本地牙醫人才培
訓；打破利益固有藩籬，吸納境
外培訓的牙醫來港工作；盡快探
討「福利可攜」方案，讓一眾在
大灣區內地城巿生活的港人，可
以享受到內地牙醫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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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取個資案呈升勢
私隱署設熱線防範

■工聯會去年設專科醫療中心，冀設立牙科
中心。 工聯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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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提供及時過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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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

香港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
及工聯會在廣州、深圳、東
莞、中山、惠州、福建六
個在內地的諮詢服務中心一

直關注居民跨境往來受阻問
題，並且一直接到不少求助。近

日，據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了解，
深圳提供的「健康驛站」檢疫酒店預
約名額已減至1,000個，供8類人士恩
恤申請的「人文關懷通關名額」現亦
只受理其中3類申請。內地防控疫情嚴
謹，收緊措施不難理解。在這之前，
須趕回內地開學的香港學生對交通接
駁等需求，經官方和民間合力，已及
時得到處理。
疫情三年，特區政府在提供相關

過關資訊，較為落後發展形勢。從數
字上看，最近每天申請驛站的人數維
持在數千，較高峰時每天一至兩萬人
少，惟過往每日約有四至五萬人有迫
切需求來往內地與香港，新安排料難
以應付港人到內地出差、探親等需
求。疫情期間，深圳提供的「健康驛
站」檢疫酒店預約名額和港珠澳大橋
金巴班次及酒店名額因應疫情發展時
有調整。然而，每有調整之時，市民
難以在政府資訊平台獲取及時和準確
的資訊，靠的可能是民間團體如工聯
會大灣區服務社及內地諮詢中心，或
是有過關經驗的親友。作為香港「當
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特區政
府，卻從未見有主動在政府網站發放

相關資訊。就「人文關懷通關名額」
最新安排，不論是駐粵辦或駐深圳聯
絡處或者大灣區資訊速遞的微信官
號，還是政府新聞處或衞生防疫中心
網站，皆沒有發放相關資訊。筆者曾
在9月9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建
議當局應更主動與內地當局進行溝
通，及時向市民發放內地防疫檢疫政
策安排，至今未見政府有所回應。
政府早前宣布成立專班研究「逆

隔離」計劃，盼望政府此次能夠更加
積極主動與內地當局溝通並促成該計
劃。除了通關過關措施、名額的增
加，以應市民需求，政府在及時和準
確發放的固定資訊平台，看來在疫情
反覆下不會是「遲來的春天」！

■防治蟲鼠組工人開工時，要穿上
全套保護裝備，由頭包到腳。

中秋過後，酷熱天氣仍持續。天文台
預測，周內至下周初持續天晴酷熱

及乾燥。環保署表示，區域背景污染水
平上升，估計周內一般及路邊監測站的
健康風險級別或會達高或以上水平。在
酷熱天氣和空氣污染程度嚴重的夾擊
下，長時間在高溫下的戶外工作者猶如
「搵命博」。萍姐每周工作 6日，每日
工作 8小時，期間身穿熱不透風的防護
衣、眼罩及防毒口罩，更要孭着沉甸甸
的滅蟲劑，令她汗如雨下，工衣濕透貼
着皮膚、眼罩更盛載住汗水，苦笑自己
猶如「跌落水」。萍姐指上月工作期間
一度熱到暈，幸得同事撐扶。
雖然勞工處《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

評估》指引提到，酷熱天氣下，戶外工人
每工作20至40分鐘後，可適當休息，但實

際操作又是另一回事。萍姐說，管工要求
平均工作兩小時才可休息15分鐘，更往往
未休息夠就被催促開工，即使飲用水，其
僱主也是去年才提供小量，萍姐需要另備
飲用水才足夠。

僱主阻中暑建築工申工傷

不少建築業工人亦有類似危機，電工
判頭羅先生憶述去年中暑經歷。當時他在
九龍區一個住宅地盤鋪設電線喉管和插
掣，「那天早上30幾度，我在地盤頂層一
直暴曬超過兩小時。」雖已習慣烈日下工
作，但或許因休息不足，以及僱主未提供
足夠水機，不久後就開始感到不適，其後
出現嘔吐，意識模糊，一度需送院搶救，
好不容易才走出「鬼門關」。他中暑後曾
要求報工傷以獲賠償，卻遭僱主阻止，

「好多工友為保住飯碗，唔敢逆僱主意
思，唯有啞忍。」
中暑目前並非「職業病」，工人要提

供醫學證明才能循法律途徑追討權益，羅
先生希望政府將中暑納為職業病，凡能納
入《僱傭補償條例》的可補償疾病，無須
自行索取醫學證明，也不會出現主管隱瞞
工傷的情況。他又希望政府加強巡查地
盤，及要求地盤主管提供足夠水機和散熱
設施。
另外，有團體上月至本月以問卷訪

問 150 名街道清潔工人及防治蟲鼠組工
人，約 67%受訪者認為天氣愈來愈熱，
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很大影響。32%人指
僱主未有提供足夠飲用水，約 65%及
90%人分別指，僱主未有提供闊邊防曬
帽及便攜式風扇。

「熱到背部生熱痱……即使
更換兩件衣服也都濕透，扭得出
（汗）水！」現年63歲的萍姐任
職防治蟲鼠組工人逾廿年，工作
包括噴灑滅蟲劑，平日開工要由
頭包到腳，更要孭着沉重的滅蟲
劑，因而曾中暑，但勞工處發出
的預防中暑休息指引形同虛設，
「未休息完就被（管工）催住做
嘢。」有團體昨公布調查，發現
逾半受訪清潔工人過去兩個月在
戶外工作期間曾出現頭暈、頭
痛、呼吸困難及體力不支等因高
溫而造成的熱疾病，其中兩成人
更每日至少出現一次症狀。團體
促請政府把防中暑指引納入職安
健法例，保障戶外工作者。

穿防護衣戴眼罩口罩周身汗 防中暑促納職安健例
逾半清潔工 戶外「熱到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