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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有一種工作，日曬雨淋無阻他們彎
着背默默幹着最粗最髒的工作，

潔淨的市容是他們給這個城市的禮
物，他們獲得的回報哪怕只是一聲
「謝謝」已心滿意足，他們就是城市
清道夫。作為康文署外判清潔工人的
華姐，昨日堅守崗位，冒着毛毛細
雨，盡己之力保持城市清潔，「有時
在掃地時，睇到路過嘅街坊以及來遊
樂場玩嘅小朋友，臉上掛着笑容，甚
至向我講一聲謝謝，那一刻我嘅內心
就感到被尊重。」
這個彎身掃地的動作，過去十多

年是她每日重複維持的動作，尤其是
清理公園的落葉，上一刻清理乾淨，
下一刻又滿地落葉，總有做不完的工
作，身體也留下歲月搓揉的痕跡，從
肩部到下腰及膝蓋等都已出現勞損，
「有時痛到瞓唔着！」她曾多次請假
求醫，但卻被診斷無法根治，因為勞
損是日積月累造成，只能靠針灸控制
疼痛。
勞損無法逆轉，幸而醫療費用獲

僱主全額支付，「我僱主算係良心僱
主，肯畀錢我醫病，心情都放鬆不
少。」為勝任清道夫這工作，華姐揮
灑汗水、強忍痛楚，但從未想過放
棄，更從不認為這是一份卑微、厭惡
性的工作，「個個都唔做，香港就會
變臭港。」

提升城市形象 讓市民過得健康

在她眼中，清道夫肩負維持社會
整潔、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角色，她
願幹起最粗最髒的工作，因為「香港
係我嘅家，為香港大小街道保持清

潔，讓市民同旅客過得健康，就係我
工作嘅宗旨。」職業從來沒有高低、
貴賤之分，在崗位上發揮自己光芒，
這就是一份值得尊重的工作。
清潔工的「宿命」可能就是身體

不同程度的勞損，而「天敵」就是各
種極端天氣所帶來的風險。同樣從事
清潔工作十幾年的李叔，在勞動節這
一天，亦要整天在臭味撲鼻的垃圾房
裏團團轉，卻沒半點怨言，不慣受訪
的他靦腆地笑說：「勞動節就是要出
嚟勞動，不然仲點叫勞動節？」
面對近年來香港極端天氣頻生，

72歲的李叔已準備好開工「法寶」，以
保護好自己，他如數家珍向記者介
紹，「在烈日當下，熱到汗流浹背，
汗水似雨水咁落下，呢個時候就會準
備手提風扇，確保自己唔會中暑。橫
風橫雨下，我就會自備防滑雨鞋，以
免自己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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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在這個屬於勞動者的節日，香港不少
基層打工仔卻依然風雨無阻堅守崗位，辛勤地為這個城市默默付
出。本報記者昨日直擊多個行業的基層打工仔，包括冒雨清掃街道
的外判清潔工、每天與病毒細菌「打交道」的醫院雜工、24小時待
命的酒樓維修工，齊用行動闡釋職業沒高低貴賤之分，各自在崗位
發揮光芒，敬業精神值得尊重。對他們而言，五一勞動節只是一個
平凡不過的工作日而已。

■卓永興（左四）探訪酒樓員工。

■李家超（右二）向清潔女工了解垃圾徵費試行情況。

工聯會舉辦的「五一勞動
周」，邀請特首與一眾官員落區探
望和慰問前線工友。行政長官李家
超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和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前日在工
聯會會長吳秋北及理事長黃國陪同
下到訪柴灣連翠邨，了解前線清潔
工人和管理員的工作，為清潔工人打氣，並了解垃
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的實施情況。有清潔工人
向他反映工作量增加接近五成。李家超表示，會聽
取意見再作檢視，「政府每天都希望盡量處理問
題，希望一直地進步，如果有什麼都反映我們
聽。」
李家超於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向全港勞工表

達敬意，並感謝各行各業每位勞工為香港繁榮發展

作出貢獻，又表示特區政府優化法
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是一眾打工
仔的好消息。

卓永興向飲食業員工致謝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則在
吳秋北、黃國及另一立法會議員郭

偉强陪同下，與飲食業職工總會成員到旺角倫敦大
酒樓飲茶，了解酒樓的日常運作，並為工會成員斟
茶以示打氣，又慰問酒樓送點心員工。「飲食業員
工背後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如點心師傅要在清晨4點
起身工作，樓面要『企足』否則會被投訴，令大家
能開心飲早茶。」他說，飲食業是香港經濟支柱，
本港有20多萬飲食業從業員，工作辛勞，明白難吸
引年輕一輩入行，他向飲食業員工致謝。

特首落區打氣 慰問前線工友

■華姐在雨中工作。

五一勞動節假日，不少
市民一家大小飲茶閒聊。午
膳時間，旺角一間酒樓內人
來人往，熱鬧而有序，背後
離不開工程部維修總管鄭先
生的默默付出。鄭先生堪稱
旺角這間酒樓的「鎮店之
寶」，負責該酒樓內所有維修工作，
「水喉、電線、油漆一腳踢。」為了
可以隨時處理突發情況，他需要24小
時待命，為此他專門搬至酒樓附近地
方居住。除了24小時隨時候命，他曾
經試過連續進行約逾四五個小時的電
梯維修工作，「電梯電線斷了導致停
運，要自己上手重新拉一條電線。」
儘管鄭先生已屆退休年齡，老闆

仍不捨得他退休。「老闆除了准我可

以隨時放假，還專門安排了
兩個手下幫手，只要求我指
點手下工作。」鄭先生數年
前接受手術時，第一個趕到
醫院探望的便是老闆兩夫
婦。鄭先生表示老闆對自己
好，工作開心，精神抖擻，

現在非常知足，會繼續做這份工作至
「行唔郁」。
作為香港眾多打工仔中的一員，

鄭先生亦希望政府重視年輕一代的薪
酬以及福利待遇，「現在的生活支出
成本不斷升高，樣樣都貴，政府應該
關注打工仔的工資水平能否追上通
脹。」他亦指一些戶外工作者長期在
太陽下工作，政府應關注此類工作的
僱員有否充分休息、水分補充等。

急症室雜工 堅守最前線

■鄭先生

酒樓維修總管 願做到「行唔郁」

每場「戰役」，香港都有一班幕
後無名英雄，堅守防疫最前線，即使
勞動節假期，除了前線醫護人員外，
一班醫院基層工人亦從不鬆懈，如常
在公立醫院急症室忙東忙西。今年60
歲的李姐是公立醫院的雜工，昨日五
一勞動節也如常工作，而且因為私家
診所大都休息，她比平日還要忙，包
括醫院環境清潔、運送病人和物資
等，團團轉已過了午膳時間。「我已
忘記當天是勞動節，反正病毒不會因

為人類放假他們就放假，醫院自然要
繼續接收病人。」
醫院經歷每場「戰役」，李姐都

扮演出色的防守人員，「我要負責
清潔病房，在病人住院期間，轉移
病房之後和最後出院等各個階段，
我都要確保病房的清潔和消毒殺
菌。」面對病毒細菌，她無畏無
懼 ， 但 家 人 卻 是 她 最 大 的 「 軟
肋」，最擔心是將病毒細菌傳染給
家人，因此她每次收工回家都會預
先自我消毒，以及謹記佩戴口罩以
及佩戴充足防感染裝備，她形容：
「這些裝備都是我面對各種細菌、
病毒最強的武器，我要靠它們保護
我家人。」
疫情期間雖然家人曾勸她辭掉這

份工作，但她對這份工作充滿自豪感
而堅持至今。她說：「醫院的工作給
我成功感，又讓我養活一家，所以我
在這裏，不止是上班，更有家的感
覺。」

■醫護人員和醫院基層工人堅守最前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