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責任編輯：陳 杰 美術編輯：劉國光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要聞

《《蘋果蘋果》》員工斥高層賣慘呃人員工斥高層賣慘呃人
眾志成城是假象 擔驚受怕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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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高層一直賣慘，煽惑員工 「要頂
住」，製造眾志成城撐到底的假象，曲線煽動市
民仇視執法部門。然而《蘋果日報》員工內部
昨日互傳訊息，稱可即日口頭通知辭職獲發本
月工資，或工作至周五待公司決定是否關門，屆

時或獲發多一個月待通知金，兵敗如山倒。消息
指昨日已有大量員工即時 「走人」，令《蘋果》最快

明日（23日）關門。
有《蘋果》員工直斥高層無良心，應一早有遣散方案，員工

亦不相信多捱幾天到周五，可獲額外發一個月代通知金。另有資
深員工怒斥高層將新聞工作扭曲成反政府的政治工具，不斷炮製
假新聞，推《蘋果》走向絕路，最終砸爛全體員工的飯碗。

《蘋果日報》三間公司 「蘋
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 「蘋果
互聯網有限公司」 、 「蘋果日報
有限公司」 涉違香港國安法，
1800萬元資產被凍結後，《蘋
果》仍狂印50萬份炒作新聞，耗
費數百萬元後，高層才突然驚覺
餘下的營運資金只能捱數日。

董事會昨日宣布《蘋果》
「死期」 周五定奪。大公報記者

到壹傳媒大樓外追訪《蘋果》員
工，詢問有否擔心影響生計，一
名女員工說： 「呢啲都係宿命，
唔擔心，預咗！」 另一名女員工
沒有正面回應，僅向記者說
「good day」 。消息指，早前捲
入國安法案件被捕的蘋果動新聞
平台總監張志偉亦已辭職。

「亂作新聞，執係遲早」
去年國安法實施後，《蘋

果》仍不收斂，肆無忌憚發布大
量涉違國安法文章，外間早已盛
傳《蘋果》會被調查，有《蘋
果》員工指今年初已爆離職潮，
壹傳媒大樓二樓全層約有五分一
座位已空置， 「日日返工擔驚受
怕，前景唔明朗，做到無晒癮，
同事有家庭壓力，搵到工辭職走
人，留低嘅都係做咗十幾二十
年，望有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賠
的資深員工，我哋心態做得一日
得一日，等《蘋果》執笠」 。

該名做地區新聞的《蘋果》
員工表示，早於前年已將員工櫃
內的個人物品清走，做好隨時執
笠的準備，屆時辦好離職文件便
可兩袖清風走人， 「個個都知呢
間公司執係遲早嘅事，做前年暴
亂新聞完全偏埋一邊，我哋都知
部分亂作，無人信你嘅報道，市
民就唔肯接受訪問，連累埋我哋
同警方關係差晒」 。

另一名做專題報道的記者認
為《蘋果》執笠，部門主管以至
總編輯責無旁貸。 「班野狗（黃
絲員工）控制唔到，咪出咗事。
上個月呢批搞屎搞棍（政治組、
調查組、蘋果網的主管）要求董
事局出肥雞餐遣散方案不被接
納，集體辭職走人，啲煽動報道
咪就係經佢哋手出，佢哋走
得快，但害到阿頭同其
他同事連糧都無得
出」 。

「等到執，係一個解脫」
昨日傍晚起，壹傳媒大樓陸

續有辭職員工手捧紙皮箱
走出大門，神情落寞地離
開： 「打呢份工咁多年，
唔捨得梗有，終於等到執，
係一個解脫」 。

本月17日警方動員500
人封查壹傳媒大樓蒐證，以
涉違香港國安法 「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 拘捕五名高層，其後
起訴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
虹、《蘋果》總編輯羅偉
光及三間蘋果日報公
司，控罪書指於2020
年7月1日至2021年
4月3日期間，在香
港與黎智英等人串
謀，請求外國或境
外機構、組織、人
員實施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或中
華人民共和國，
進行制裁、封鎖
或者採取其他敵
對行動。黎智英私
人顧問Mark Simon
日前接受外媒訪問稱，
約有一百篇報道被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周揚報
道：《蘋果》員工昨日內部流
傳短訊表示，昨日下午五時前
辭職可立即生效並獲發本月工
資，若等到本周五遣散時員工
或獲發多一個月代通知金，但
寫明代通知金 「無人能確

保」。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直斥《蘋果》無恥， 「今次叫

人辭職，是貫徹其無恥作風」。

加印報紙亂花錢不出糧
陸頌雄說： 「無恥正是《蘋果》一貫作風，

玩心理戰，逼員工自願辭職，畀少九日糧，而遣
散員工又唔保證畀代通知金，《蘋果》的做法是
對緊守崗位的員工毫無僱主承擔的表現。」

陸頌雄又指《蘋果》造假新聞向來無恥，
「今次叫人辭職，是貫徹其無恥作風」，公司有

沒有足夠資金是一回事，但作為僱主須承擔其應
有的企業責任。壹傳媒和《蘋果》走到如今的地
步，完全是咎由自取， 「怎可讓前線員工承擔其
公司涉違法所帶來的惡果」。

陸續指壹傳媒五名高層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後，《蘋果》旋即加印50萬份報紙， 「高層明知
無錢仲亂加印報紙，印報紙都有成本，當一份報
紙四元，50萬份等於200萬元，這筆錢其實可用
於出糧，卻被用來炒作凍結資產而不能出糧」，
他質問： 「經營無牌食肆因食環署執法而被判處
罰款，所以不能向員工發薪，以此可以怪返食環
署？」他批評這是濫用新聞自由。

陸頌雄補充說，若《蘋果》結束經
營，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機會極大，但
根據以往經驗，破欠基金的申請程序較
為繁複，進度緩慢，他表示，受
影響《蘋果》員工可向工聯會尋
求協助。

「睇新聞片段，見到
《蘋果》員工拿着紙皮盒離
開大樓，確實有點心悒！」

阿迪昨日對大公報記者感慨地說。身為《蘋果日
報》第一代員工，他雖然已離職多年，但仍很關

心一班昔日同事和後輩的境況。

打工仔變陪葬品
違法 「佔中」 發生之後，《蘋果》更赤裸

裸地賣港，阿迪早料到會有今日。 「《蘋果》
表面上是一份報紙，但在老闆黎智英操控
下，只有 『反』 的聲音，完全是政治文宣
工具。」 他分析， 「公司內部的確有部
分編輯記者，與黎智英和一班高層骨幹
的政治信念相近，但不少人都是打份
工，黎智英為反而反，打工仔最終慘
變陪葬！」

阿迪當年主管《蘋果》某部組，
領教到該公司的文化。 「那時高層一
聲改版，就要求一組人轉做風馬牛不
相及的新差事，我希望可以給下屬一
點時間學習適應，高層即叫我考慮 『炒
晒班人』 ，出高薪撬另一班人過來做。」

最令阿迪心寒的，是那位高層還教訓阿迪
切莫仁慈， 「有錢就能請啱用的人，培訓

人的工作，留待其他報紙做吧！」
阿迪了解商業社會的殘酷，卻不明白為何

「做到咁絕」 ，因為該組人是剛撬過來幾個月。
「那一組人當中有很多老行尊，都是某一瓣的專家，

幾個月前游說人家過檔時，就讚個個猛將，一句改
版，全部人即變棄卒，太無情吧！」

大公報記者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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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 日 傍 晚
起，陸續有壹
傳媒員工即時
辭職，手捧紙
皮 箱 走 出 大
門。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文） 突發組（圖）

建抽獎平台 政府可玉成

龍眠山

香港連續十四日本地零確診，這
得益於政府抗疫有方、市民配合，同
時也有運氣成分。香港疫苗接種率不
足三成，長者接種率更只約半成。沒
有形成集體免疫屏障的零確診是脆弱
的，不可靠的，一次疏忽足以釀成新
一波疫情。提高接種率仍是特區頭等
大事，在這方面，需要政府、商界、
社會共同努力，共襄盛舉。

令人備受鼓舞的是，商界積極配
合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行動，拿
出真金白銀鼓勵市民接種，送樓、送
黃金、送現金券、送酒店住宿套餐等
等，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對一
般市民而言，打針既可保安全，又有
「着數」 可攞，何樂而不為？只不

過，要記得那麼多抽獎活動、辨別真
偽、尋找相關網頁鏈接，的確比較麻
煩，不擅網絡者更頭痛，隨時可能錯
過大抽獎的機會。

有人建議統籌抽獎活動，建立一
個平台集中所有抽獎信息，方便市民
查閱及參與。本來馬會最適合扮演此

角色，但由於馬會表示無意參與，因
此政府方面責無旁貸。問題是，政府
方面有不少顧慮，主要是因為不少抽
獎活動涉及商業推廣，怕引起 「官商
勾結」 的嫌疑，或者有其他考慮，因
此政府方面只願意核實接種信息，但
拒絕 「落水」 籌建平台。

其實，有關顧慮是多餘的，政府
只是建立一個公益網絡平台，甚至可
以依託現有的政府網站，只要加入新
功能就行。政府的角色是，對所有商
家一視同仁，核實信息後，允許商家
將有關抽獎信息與平台鏈接，這就不
是幫助個別商家宣傳了。其實，商家
的抽獎行動固然有商業考量，但也是
響應政府的推廣打疫苗行動，政府怎
麼能怕惹麻煩而 「袖手旁觀」 呢？

不管白貓黑貓，捉得到老鼠就是
好貓；不管是什麼抽獎活動，只要有
助提升疫苗接種率就是好活動。政府
完全可以更主動地推動，這對抗疫成
功非常重要。

新聞
追蹤

掃一掃
有片睇

《蘋果》多行不義 倒閉咎由自取
《蘋果日報》日前刊出 「大家要

頂住」 的頭版標題，企圖苟延殘喘，
但頂不住兵敗如山倒。《蘋果日報》
最快本周末停止運作，香港從此少了
一間亂港傳媒，對渴望安寧的香港市
民而言是一大喜訊。事實再次說明，
新 聞 自 由 不 是 違 法 犯 罪 的 「擋 箭
牌」 ，不管什麼人、什麼機構、什麼
背景，一旦觸及國安法底線，失敗是
必然結局。

繼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早前涉國安
法等罪被捕及判刑，該集團五名高層
日前亦涉違反國安法被警方國安處拘
捕，其中兩人被法庭拒絕保釋申請。
蛇無頭不行，加上《蘋果日報》等三
間公司被凍結資產，倒閉是遲早的
事。壹傳媒董事會昨日開會，決定去
信保安局申請解凍部分資產，周五將
再開會決定公司命運。如果董事會決
定停止運作，最快周六凌晨停止更新
網絡新聞，周六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然而，由於不少員工不滿公司繼續採
取 「拖」 字訣，昨日已紛紛遞交辭職

信，有的部組幾乎走光，蘋果隨時可
能提前 「死亡」 。

《蘋果日報》方面將倒台歸因於
高層被捕、資金凍結及士氣不振，潛
台詞是遭到 「打壓」 ，但這是轉移焦
點的慣招。事實上，該機構自出世那
一天起就以 「反中亂港」 為目的，以
「洗腦」 為主業，積極配合反華勢力
的圍堵戰略，煽動 「佔中」 、煽動黑
暴，壞事做盡，罪行纍纍。國安法落
實後仍然不收手，走到今天這一步完
全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至於《蘋果日報》將自己打扮成
新聞自由的 「鬥士」 ，這不過是其造
謠 機 器 生 產 出 來 的 又 一 個 「假 新
聞」 。黎智英並非正常商人，而是一
名受美英當局豢養的政治打手，他創
辦的壹傳媒是為美英利益服務。與其
說《蘋果》是新聞機構，不如說是煽
動機器；與其說《蘋果》是在做新
聞，不如說是在搞創作。該報生安白
造，《大公報》列舉的 「蘋果100個謊
言」 ，也不過是冰山一角。

由於基本法二十三條長期未能立
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
態，《蘋果日報》得以胡作非為，肆
意挑戰國安底線。中央為香港制定國
安法後，香港 「一國兩制」 翻開新一
頁，也宣告了黎智英及其門徒的好日
子走到盡頭。但對許多《蘋果》員工
來說，他們只是打一份工、賺一份糧
而已，他們需要得到符合勞工法例的
賠償，而盡早離職，則是自保的最好
做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呼籲一
般新聞工作者不要與罪犯同流合污，
要與之保持距離。從《蘋果》員工紛
紛辭職觀之，李家超的喊話發揮了作
用。

《蘋果日報》的倒閉意味着香港
由亂及治的步伐加快，重回正軌；同
時也印證一個樸素的真理：凡是與國
家為敵者，絕沒有好下場；凡是賣國
求榮者，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
上。沒有了反中亂港傳媒搞風搞雨的
香港，新聞自由絲毫無損，港人的利
益也會得到更堅實的保障！

▲

有《蘋果》員
工指今年初已爆
離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