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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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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體報道多位香
港官員被免職，原因是工作表

現不佳或退休。免職的概念在內
地是指依法解除公職人員的職務，

通常分三個層面：首先，作為正常職務調
動，並不含褒貶之意；其次是對不適合擔
任職務的幹部之懲戒措施；最後是違紀或
違法被查的幹部。需要注意的是，內地的
「免職」在香港使用，會帶有負面印象。
在這資訊快速的年代，媒體的用詞對

事件的解讀及當事人的名譽影響深遠。
「被免職」一詞在不同語境中的使用引發
廣泛關注，顯示語言因文化和情境的差異
而產生不同解讀。
「被免職」通常作為職務調整的正式用

語，具中性特徵。然而，在某些報道中，
這一詞彙卻可能與不當或違法行為有關
聯，從而產生負面聯想，反映出同一詞彙
在不同脈絡下可能附加多重解釋。
媒體在報道時可有多種更精確的表達

方式，例如「離職」純粹職務結束；「請
辭」或「辭職」強調個人主動的行為；
「終止職務」是較為正式的描述方式；而
「解除職務」亦具官方特徵。在未釐清事
實之前，若使用含糊或具暗示性的詞彙，
容易引導公眾對當事人產生誤解。
此外，使用多義詞彙的風險亦不容忽

視，若媒體報道中出現易被誤解的詞彙，
可能對個人及社會造成不良影響。輿論可
能因負面詞彙而偏頗，往後澄清亦難以改
變既有印象。
故此，媒體在報道時需承擔社會責

任，在選擇用詞時應堅守客觀中立，基於
事實進行報道，並提供必要的背景資料，
協助讀者更理性地理解事件。特別是在職
務變動的報道中，選擇合適的用語不僅能
避免誤導，還能為公眾提供更全面的視
角。唯有在尊重當事人尊嚴的基礎上，謹
慎運用詞彙，才能確保媒體的公共價值得
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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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牙科街症服務網上登記系
統昨起（6 日）推出超額及候補措
施，未被抽中的65歲或以上長者將會
優先列入候補名單。衞生署表示，現
時將超額幅度訂為10%，例如九龍城
及堅尼地城兩間診所昨日原定提供84
個籌，加上超額及候補機制下共抽出
92個籌，如有中籤人士早上9時半仍
未到診，署方會立即聯絡候補人士，
期望對方於兩小時內到場。立法會議

員陳凱欣認為，政府可以參考預約和
更換身份證等制度，允許中籤人士網
上更改時間，並且配合署方人員致
電，降低缺席率。
衞生署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許

美賢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牙科街症
服務網上登記系統自上月30日推出，
首3日合共1,769人登記，抽出282個
名額，缺席率有好轉，已由首日31%
回落至20%，出席的中籤人士約七成
為長者。她指衞生署前一晚會逐一致
電中籤人士，部分人表示當日未能到
診，原因包括要上班或沒有空等，亦
有長者表示無人陪同到診。
陳凱欣表示，牙科街症提供的緊

急服務只包括止痛或脫牙，不包括補
牙、洗牙、鑲牙、拆除牙橋等服務，
反映服務仍存在相當大改善空間；又
指本地註冊牙醫只有約2,600個，相
當每1,000名港人只有0.37至0.38名
牙醫，較大多數發達地區低。

牙科街症推候補機制盡用配額

記者日前走訪中介集團一名下線黎珊
珊位於廣西橫州的住處，發現數十

名來自廣西本地的護工正圍着黎珊珊，
夾雜粗言穢語「喊打喊殺」，要求她退
還辦理赴港打工的費用。有護工向記者
申訴，該筆中介費相當於在南寧打工3至
5個月薪酬，不少人為此借款，或刷信用
卡籌錢。
其中一名韋姓女士付款給黎珊珊搭

路，「本來以為可以赴港工作，收取最少
每月1.5萬港元工資，就能夠償還這筆中介
費，但至今沒能辦成赴港，反而欠債，還
要背負利息，希望黎珊珊盡快退款。」身
懷六甲的黎珊珊亦申冤，聲稱自己誤信一
間中介公司，成為其中一員，沒想到對方
（老闆）捲款而逃。
黎珊珊其後向記者表示，於疫情期間

曾申請赴港當護工，但最終落空，同批入
選的姐妹3個月後結束香港抗疫歸來時，
人均7萬元人民幣的收入令她羨慕不已。
特區政府之後再招募護工，她遂四處打探
應聘渠道卻一再受騙，偶然認識中介公司
的員工朱榮，對方並慫恿她利用在內地護
工界的人脈，為中介公司獵頭，承諾每收
到一名應聘護工的中介費後，黎珊珊可獲
2,000至4,000元人民幣回佣。她經手的赴
港護工涉及482人，中介費總額465萬元
人民幣，但黎珊珊聲稱自己分文未收，已
悉數轉發予朱榮。記者調查發現，朱榮已
於去年10月4日被廣西南寧北湖派出所以
涉嫌詐騙拘留。
類似被圍攻的場景，也在南寧人張運

蓮身上出現。她曾來港當護工3個月賺取

可觀收入，回鄉後謀求再次赴港打工，一
間中介公司在抖音主動聯絡她，承諾代辦
赴港打工手續，惟她其後發現相關公司並
無計劃聘請外勞。

利誘入局充下線 貼錢退款

謊言被戳穿後，中介公司竟邀請她成
為下線物色內地勞工，張運蓮最終亦成為
中介全資附屬公司的招募代理人，並向記
者出示相關的工牌。張運蓮之後也發展了
自己的下線曾祥鳳，據張運蓮統計其經手
招聘勞工約150人，經手轉交中介費約80
萬人民幣。然而東窗事發後，諸多勞工上
門追債，張運蓮悔恨當初被利誘入局，
「現在被人追債，我要自掏腰包退錢給
人。」

廣西赴港中介騙三千護工
至少涉十間家政培訓 捲款逾6000萬內地拘多人

■受騙勞工到黎珊珊住所追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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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護理等外勞個體中
招，不少負責培訓護工的家政
公司也誤信中介及其下線，招
致金錢損失。據悉，南寧家政
行業有多間公司被騙，被騙赴
港勞務中介費2,000多萬元，涉
及近1,000人。其中一名被騙的
南寧珍心家政公司負責人余澤
珍聲稱被騙近百萬元中介費，
至今仍討債無功，這亦是她第
三次被赴港勞務中介詐騙，
「赴港勞務中介騙子層出不
窮，詐騙方式防不勝防，堪比
電騙。」
余澤珍多年前創辦家政公

司，旗下還有家政培訓學校，
曾招募近百名護工赴港抗疫。
她自己亦曾是援港護工一員，
在港打工幾個月獲9萬港元收入
嘗到「甜頭」，令她發掘了這
條產業鏈。

300苦主被騙500多萬元

她稱，今次誤信一勞務派遣
公司其中一名股東，對方自稱有
對接香港養老機構的資源，並開
設勞務公司，令她放下戒心，拱
手奉上中介費，詎料害學員被
騙。據她了解，該股東打着赴港
勞務的旗幟涉騙500多萬人民
幣、300 多名苦主，「年關將
近，期待能早點追回被騙資金退
還給求職人群。」

為紓緩香港各行各業「人手
荒」，特區政府2023年推出「院
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將赴港
打工的護工配額由 4,000 個增至
7,000個。作為護理員搖籃的廣西
自治區掀起應聘潮，不少內地護工
為赴港打工，甚至借錢支付高昂中
介費。當地執法部門先後拘捕多名
借外勞計劃為幌子斂財的團夥人
員，據悉事件已有最少十間家政培
訓公司、3,000名護工誤信中
介，每人繳付1.3萬至3萬
元人民幣中介費，業界相
信受騙總金額高達6,000
多萬元人民幣。 專題組

■衞生署牙科街症改以網上登記。
資料圖片

■（左起）張運蓮、曾祥鳳、黎珊珊
講述參與中介下線經過。

報道

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