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日講保障勞工，一有
問題就是工人先冇工開！」從事
燒臘行業20多年的陳玉平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以前工作穩
定，只轉過三份工，最長一份
做了超過10年，但第五波疫情
下，食肆被禁晚市堂食，他和
酒樓同事均失去工作，「在我之
前就有6個被炒」。他輾轉找到
散工，短短幾個月內換了三份
工，收入僅全職時期的三分之
一，每月只有一萬多元收入。

平哥說，兩個孩子讀大
學，每學期學費要七、八萬
元，妻子工作不穩定，他的經
濟負擔大，但因為間斷有工
作，不符合資格申領一萬元臨時失業援助金，只能向工會尋
求二、三千元幫助。他希望政府的援助恆常化，並降低門
檻，毋須連續失業幾個月方能申請。

盼援助恆常化 降低門檻
平哥認為基層工人工時長，退休保障不足，以他做燒臘

為例，每日工時長達13小時，而且假期相當少，容易過勞，
「標準工時從上屆政府講到今屆政府，還是未解決。」 他的
強積金亦在被遣散時遭僱主以 「強積金對沖」 沖走幾十萬
元，他慨嘆 「我退休之後有乜保障？」

從事餐飲業三年多的陳先生，近月被老闆要求放無薪
假，每月開工不多於五日，形容 「同炒咗你有乜唔同？」 他
於最近一個多月做了三、四份散工， 「之前想搵地盤工，但
人哋都唔缺人。」 其失業援助金申請又遲遲未批出。他坦
言，持續 「炒散」 影響心情，希望政府為勞工提供多些就業
機會及資訊，加大資助失業人士的力度。

勞聯促盡快撤強積金對沖
清潔工在疫情下特別辛勞，63歲的政府外判清潔工會理

事劉忠說，工人得到的裝備及漂白水不足，一對手套用四日
才可更換，每月獲派發50個口罩，但每日要用3個。工人處
理垃圾時接觸病毒，工作屬高風險，他認識的清潔工有半數
人曾經確診，他的拍檔早前 「中招」 ，令他要連續工作15
天。他說，清潔工辛苦，人工低，但70歲以上清潔工大有人
在。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等代表昨早遊行到政府總部請
願，希望政府加快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立法及相關行政程序。
工聯會今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發放緊急失業或停工津
貼，長遠應設立失業保障制度，並應制定人力資源政策，加
強職業培訓等。

▲慘遭解僱的燒味師傅陳玉
平因打散工而無法申請臨時
失業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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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第五波
疫情累計9095名確診患者死亡，安老院舍是
重災區，佔其中近5000宗。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昨日承認，政府預視能力不足，在
疫情急轉直下時，「轉身」 不夠快，從來沒想
過確診長者 「連急症室都入唔到去」 。他表
示，近期已恢復將確診院友的密切接觸者送
往亞博館檢疫中心。

本港昨日呈報再有10名新冠患者離世，
當中3人來自院舍。羅致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
目表示，過去的第三、第四波疫情，香港非
常幸運，最高峰時都只有140多宗確診個案，
完全沒想過第五波疫情會有單日新增逾7萬宗
確診，而且增長速度如此快。

他稱，過去疫情下，院舍若出現疫情，
確診者送去醫院，密切接觸者送往亞博館檢
疫，但在第五波高速爆發下，完全不能做到
這安排，甚至確診長者要在醫院戶外卧床等
候，他形容是慘痛經歷。在以往的流感高峰
期，醫院雖曾出現很多帆布床，但從來沒出
現過患者要在室外輪候，而且當時天氣寒
冷。

「是去到當刻，我們才想到，從來沒想
過原來確診個案，我們不能送去醫院，尤其
是安老院長者。」 羅致光承認，政府 「轉
身」 不夠快，他同意不論院舍設施有多好，
確診患者都不應留在院舍。

跨部門加強院舍防疫能力
他表示，第五波疫情未完結，當局正不

斷改善運作。由勞福局秘書長牽頭主持的跨
部門工作小組，已着手加強院舍防疫能力，
一旦出現第六波疫情，怎樣能夠短期內增加
暫託中心、隔離和檢疫設施，同時就人手問
題作規劃。羅致光認為，長遠要改善院舍人
手及土地不足的問題，月底將向立法會提出
修例，要求增加私營院舍每名長者的居住面
積。

本港第五波疫情，安老院舍成為重災
區，大批染疫長者在急症室外的帳篷中，冒
着寒風細雨等候入院。勞福局長羅致光形
容，確診長者在醫院戶外卧床等候是慘痛經

歷，承認政府在疫情下 「轉身唔夠快」 。
香港院舍問題非始於今日，居住環境擠迫、護理人手長

期短缺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第五波疫情只是壓倒院舍最後一
根稻草！

居住環境擠迫問題，與樓價高企關係密切。為免增加營
運成本，將費用設定在用家可支付能力範圍內，只能削足適
履，減少院友居住面積 「將貨就價」 。護理人手短缺，原因
是護理人員工資偏低，無法吸引新人入行，業界被迫引入外
勞應付需求。

香港正面對老齡化海嘯，改善安老服務迫在眉睫。面對
疫情暴露的院舍積弊，政府應趁機進行全面檢討及規劃。

羅致光表示，長遠需改善院舍人手及土地不足的問題，
下月底將向立法會提出修例，要求增加私營院舍每名長者的
居住面積。

當局的想法是出於良好願望，但增加居住面積的成本由
誰承擔？若安老院無法滿足新的居住面積要求，會否出現經
營者 「退市」 問題？當局改善院舍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要有全面、周詳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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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安老服務 不能頭痛醫頭院舍爆疫 羅致光認政府轉身唔夠快

香港打工仔的工時長、過度
疲勞的情況長期未有改善，香港
更是全球長工時的前列城市。
《大公報》翻查統計處今年3月

發表《202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發現2021年全職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4.3
小時，與2020年相同。

不過，去年全港261.01萬名全職僱員
中，每周工作多於40小時的僱員比例高達
82.1%，而工作長達72小時的 「特長工時」

僱員，即每日平均工作12
至14小時，由前年的38200
人，增至去年的49100人，
增幅達28.5%。

2021年的 「特長工
時」 行業，以物業管理、
保安及清潔服務業人數最
多，有30400人；其次為
建造業4600人，陸路運輸
3000人，及零售2700人。
2020年 「特長工時 」 行
業，以物業管理、保安及
清潔服務業人數最多，有
22800人；其次是餐飲服
務及建造業，分別有3300
人及2900人。

勞聯近日發表香港打工仔的工作疲勞情況
問卷調查，訪問564名六大行業打工仔，超過
六成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44小時以上；超過三
成半的工時為50小時或以上；超過兩成人為
55小時或以上；近半成工作時數多於75小
時。

研究報告促訂最高工時
國際勞工組織（ILO）建議，每周工作時

間為40小時。根據瑞銀集團2018年發表的研
究報告，香港每周平均工時高達52小時，是
77個調查城市的長工時之冠。瑞銀2016年發
表報告，檢視全球71個城市涉及15個工種，
發現香港平均工時最長，每周逾50.11小時，
比全球平均工時多38%。

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全球首
份研究長工時與死亡和健康關係的報告，估計
2016年有39.8萬人因每周工作至少55小時而
中風死亡，另有34.7萬人死於心臟病，研究建
議政府訂立每周最高工時法例。

大公報記者梁淑貞

保就業兩日已接10萬申請
「2022保就業」 計劃上周

五（29日）起接受申請，截至昨
日傍晚6時，有約5.7萬名僱主及
約4.6萬名自僱人士申請，即共

超過10萬宗，其中超過八成僱主申請過
「2020保就業」 計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表示，申請情況相當熱烈，預計最快可在
一個星期左右向僱主發放款項。

最快一周可向僱主發放
就有意見認為保就業計劃應包含無強積金

戶口的員工，羅致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
示，該計劃不是實名制，強調計劃理念是幫僱
主請人及支付工資，減少經濟壓力，不可能審
查每一名員工的收入證明，否則要準備幾個

月，令成效大打折扣。而該計劃要在短時間內
推出，細節不可能兩全其美，涵蓋所有員工。

料失業率未來數月回落
他表示，現階段不會考慮設立長期失業援

助金，目前僱主支付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已經高於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水平，強調現時
工作重點是取消強積金對沖，預計能在今屆政
府任期完結前完成修例工作，但最快要到
2025年才能實行。

對於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5%，超過18萬
人失業，羅致光表示，相信未來數個月的失業
率一定會回落，又指3月單月的職位空缺率較2
月好轉，相信是及時宣布推出保就業計劃，令
部分僱主決定 「捱下去」 。他又稱，本港失業

高峰已過，預計3月至5月的平均失業率將會回
落，只要疫情繼續受控，失業情況將會好轉。

大公報記者邵穎
反應
熱烈

▲晚市早前禁堂食，影響不少員工生計。

特長工時僱員增近三成

疫下做散工 基層無緣領援助
工會籲制定長期失業援助制度

2022年5月1日
星期日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鍾偉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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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承
認，政府面對第五波疫下
院舍爆疫 「 轉身唔夠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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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下，失業率回升至5%，建造業是其中一個重災區，
行內不少工友工時均較平均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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