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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職安健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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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去年4月修例提高職安
健罪行的最高罰則，但並未
能遏止嚴重工業意外發生，
上月葵涌醫院重建地盤有科

文從高處墮斃，前日又爆出沙
井意外，年僅26歲及34歲男工友

在沙田源禾遊樂場執行渠務工作，疑吸
入硫化氫暈倒，最終不治，令人痛心。
工友生命寶貴，工業意外一宗嫌多，但
大小工程事故頻仍，連政府工程亦死傷
不斷，可見在安全監管上，業界以至政
府仍是瘸腿蹩腳。

回看今次沙井意外，甯局長表示，
有關清理渠管工作，在地面高壓噴水即
可，「為何會有工友走入沙井」將是調
查方向。筆者認為必須弄清楚幾點，首
先，是否外判商指示工友不恰當地進入
沙井？事前有否按法例委任合資格人士
評估工作環境？工友有否獲提供適合的
防護裝備？而該遊樂場2006年曾發生
相似沙井意外，兩名工友死亡，今次不

幸事件重演，是巧合還是渠道存在不一
樣的風險？凡此種種，當局一定要徹查
清楚，還死者公道，給社會答案。

工聯會一直強調，就業是最大的民
生，工作安全是最大的勞工權益，沒有
工作安全，談何樂業。今年「五．一」
國際勞動節，工聯會提出的5點倡議當
中，便包括「遏止嚴重工業意外，改善
職業安全健康」。

完善工作安全的監管和法例保障永
遠在路上，無論政治抑或社會環境，現
時都有更大空間讓政府集中精力處理有
關工作，促請當局真正吸取教訓，交出
改善之法，對於工務工程及由政府外判
的工作，不能將責任亦外判出去，而是
應訂立更高的安全標準，樹立榜樣。勞
工處正着手修訂密閉空間工作守則，敦
促盡快實施，推動業界和工友切實執
行，還有就是資助業界更廣泛應用先進
科技及設備，減低意外風險，讓工友都
能「開心上班，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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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圍污水廠兩洩硫化氫 無警報撤離
審計署審查元朗新圍污水處理廠改善

工程及營運，發現測試及試運階段，曾3日
內兩度有水流入管道，須關排水閥疏散工
人。污泥脫水大樓亦曾4日內兩洩硫化氫，
超出有害氣體水平，甚至達危險水平，但
沒觸動警報提醒工人離開。兩宗事故幸無
傷亡。相關工程顧問批評事故一再發生完
全不能接受，並兩度向承建商發警告信。
至今年3月中承辦商已糾正問題，渠務署要
求顧問徹查。
渠務署在2016年5月以31.4億元向承

辦商A批出處理廠改善工程和營運合約，當
中 21.5 億用以支付設計和建造部分的費
用。承建商建築工地在2017年9月至2020
年10月曾發生5宗非致命而須呈報意外，
涉事工人最長需請607天病假，部分意外報
告延遲提交逾100天。
審計署留意到承建商還曾發生多宗安

全事故，2020年8月15日突有水流進紫外
光消毒管道，工人設法撤離。3天後再發生
類似事故，有工人在紫外光消毒管道內，

水流在排水閥關上後停止，無人受傷。同
月污水處理廠大樓兩洩硫化氫，臭味濃烈
超出有害氣體水平，但均沒觸動警報。承
辦商解釋警報系統仍在測試中，故未發出
警報。
審計署建議渠務署需採取措施，盡量

全面地確定現有排水系統狀況，避免工程
展開後改動設計，同時提升工地安全。渠
務署署長同意建議。

■新圍污水廠改善工程出現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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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昨日到衞生署九龍
城牙科門診直擊，發現距離午夜
登記攞籌尚有六、七小時，但現
場已有約十多名市民輪候，有老
有少，還有外籍家庭傭工，排頭
位的市民更是昨日下午2時到場，
只為領取今早11時睇牙的名額。
他們普遍認為，私營牙科服務收
費動輒數千元，至於長者雖然有
醫療券補貼，但仍不捨得用於私
營牙科服務上，「醫療券留番睇
病用，衞生署牙科街症唔使錢
喎，幾耐都排啦。」
排街症不是長者獨有，昨日

排頭位的蔡小姐年約20歲，因智
慧齒壓住神經線令她「牙痛慘過
大病」，於是輪候免費的牙科服
務剝牙，她說：「下午2點到，要
等十多小時，但可以用時間換取
金錢喎，都抵番。」她透露，之
前曾向私家牙科診所求診，已照X
光，私家牙科診所報價6,000元治
療費。「剝智慧齒手術複雜，公
營服務安全啲，而且我啱啱投身
社會工作，這個費用負擔過
大。」
現場以長者輪候人士居多，

66 歲胡先生更是「常客」。他
說：「嚟呢度攞籌睇免費牙科服
務好幾次，每一次看牙科街症都
可以剝一隻牙齒，每次午夜12時
登記完就可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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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數據，截至去年12月底，香港
有2,876名註冊牙醫，當中僅約700人

是公營牙醫，空缺達兩成七。平均每1,000
人分配到0.37名牙醫，供求嚴重失衡。
審計報告指，衞生署於特定日子在11

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市民免費提供緊急牙科服
務，市民需在服務時段開始時向診所取籌才
可獲服務。經審查，署方留意到派籌數目減
少， 11 間診所籌額由 2018/19 年 度的
40,322 個，減至 2022/23 年度的 20,337
個，減少約50%，審計署估計今年度籌額只
有18/19年度的一半。署方早前到訪其中5
間診所，發現有4間在約下午5時已經有少
數市民排隊，輪候翌日服務籌號，初步登記
在凌晨12時開始，即需要輪候至少7小時。
而有3間診所，晚上10時排隊人數佔名額
36%至57%。
政府針對長者牙科護理提供不少支援，

但審計署發現成效不明顯，就長者牙科外展

服務計劃，2020/21至2022/23年度期間，
4.3萬名服務使用者整體目標尚未達到，當
中部分非政府機構服務使用者人數更連續三
年低於建議目標人數的 50%。雖然疫情過後
相關服務已陸續恢復，但部分非政府機構在
上年度，截至去年12月僅達服務使用者目
標人數的32%。

審計署倡檢視服務派籌數目

審計署指工作小組檢視牙科街症服務安
排後，認為政府牙醫人手嚴重不足，導致未
能增加服務籌額，認為衞生署需持續檢視服
務的派籌數目；若合併衞生署和醫管局的醫
院牙科服務時，應加強措施增加透明度和加
強問責，以及鑑於科技有所發展，冀衞生署
可再做使用者調查，改善派籌安排。
衞生署回應指派籌數目減少，是因新冠

疫情爆發及人手不足，已採取多項積極措施
以應對人手嚴重不足，包括全年進行牙科醫

生招聘，和以退休後服務合約和非公務員合
約聘請牙醫。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

熙建議，政府應修例及參考外地經驗，為牙
科衞生員及牙科治療師設立法定註冊制度，
又建議放寬引入海外醫生限制增加來港誘
因。

每千人平均分配0.37名牙醫 議員促放寬海外醫生限制
牙科街症削半 早7小時搶籌

香港私營牙科服務費用高昂，不少基
層長者需使用衞生署牙科街症服務治療牙
患，但新一份審計署報告指出，牙科街症
派籌數目卻由疫情前的每年約4萬個，減
半至去年約2萬個。為搶籌號，該署4間牙
科診所經常有市民提早七八小時通宵排隊
領取翌日睇症籌號，審計署認為需檢視派
籌安排，包括加強向有需要市民提供緊急
牙科服務，把服務量至少增加到疫情前的
水平。衞生署同意以新服務模式加強緊急
牙科服務，有議員促政府多管齊下輸入牙
醫，緩解牙科服務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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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牙科街症派籌及就診情況
年度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截至去年10月）
資料來源：審計署

籌額
40,322
37,133
23,787
28,101
20,337

11,462

就診人次
37,027
34,313
23,317
27,067
20,035

1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