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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先行先試令勞動量大增
李家超視察垃圾收費試點 慰問勞工

「3小時倒完，現在變6小時」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片段，

在五一勞動節前夕，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在工聯會
會長吳秋北和理事長黃國的陪同下到訪柴灣
連翠邨，向前線清潔工人和管理員表達敬意
和了解他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在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計劃遇到的困難或問題。連翠
邨是該計劃試點之一，前線人員向李家超講
述試行計劃實施後的情況，有清潔工人向
李家超反映，垃圾收費先行先試導致工作量
增加，表示由於要分兩輪收集和分類，需來

回垃圾房兩次，去揀出有使用及沒有使用指
定袋的垃圾，平時三小時可以完成的收集工
作，現時要用六小時才能完成，李家超聽後
說： 「六小時嗎？我明白的，每個環節我們
都會回去再檢視一下。」

另一名清潔工亦向李家超反映，先行先試
之下工作量比之前大增約一半，李家超承諾會
盡量處理問題並找到改善、進步的方式。李家超
之後亦向一名於斜坡附近工作的清潔工人打招
呼，感謝他們為社區清潔環境的貢獻，並握手
致謝。李家超說，政府積極推動勞工福利，今
年勞動節有好消息帶給打工仔，政府已接納最
低工資委員會有關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
的建議，包括每年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一
次，即 「一年一檢」 及採用方程式以實行 「可
加不減」 ，進一步保障基層僱員的收入。他期

待政府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為香港勞工締造
合理、公平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共同為香港的
未來打拚。

街坊：未習慣將垃圾分類
街坊陳先生向記者表示，指自己沒有刻意

將垃圾分類，稱未習慣，另見到清潔工較屋邨
實施垃圾收費先行先試之前更加忙碌，也替他
們覺得辛苦。大公報記者早前就曾親身體驗當
屋邨清潔工掃街倒垃圾，垃圾廚餘的酸餿惡臭
至今仍留在記憶之中，沒齒難忘，也感受到這
份厭惡性工作的勞碌和辛酸，體會到公德心是
何其重要。清潔工人勞動量大，肌肉及關節均
容易有不同程度的勞損，加上倘垃圾收費正式
實施，使用指定袋分類回收垃圾，清潔工將百
上加斤，加倍辛苦。

◀李家超到柴灣連翠邨探訪清潔工人，
工人反映垃圾收費試行後工作量大增。

◀▼大公報記
者早前親身體
驗當屋邨清潔
工，箇中辛酸
至今未忘。

▲李家超跟大廈
管理員交談，了
解先行先試實施
後的情況。

卓永興：先行先試有很多問題
垃圾收費會

否如期於8月推
行，一直是社會各界的關注點。政務
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表示， 「先行先
試」 計劃初步看到存在很多問題，認
為如推行收費，一定要有市民大眾的
共識及支持，待各方條件成熟才可推
行。

必須有市民支持才推行
卓永興表示，跨部門小組每星期

均召開會議， 「先行先試」 未完全結
束，計劃完結後環境及生態局會向他
提交報告，不過實行初期他已看到很

多存在的問題。他強調，如果推行垃
圾收費，一定要有市民大眾的共識和
支持，因為這是直接影響全港700萬
人的政策，故必定要各方條件成熟才
可以順暢推行。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食物安
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本月27日將
舉行聯席會議，商討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及其他廢物減量和管理措施的未
來路向」 。

環境及生態局謝展寰早前出席電
視節目表示， 「先行先試」 參與度不
同，舉例政府大樓、院舍等有管理的
大樓，參與度百分百，而 「三無」 大

樓只有一成多，私樓則
有過半。他表示政府特
別關注市民試行時感
受，已了解到超過一半
居民觀感有落差，少數
認為垃圾分類、減廢都
是好事，大多數認為這
樣做擾民。他還表示，
當局會在5、6月向立法
會交代 「先行先試」 實
行情況。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舞台裝置起火 五月天演唱會延期
【大公報訊】台灣 「五月

天」 在中環海濱一連七日舉行
「回到那一天」 25周年演唱
會，繼前日（4月30日）因黃雨
而腰斬後，昨午又有舞台裝飾用
的巨型氣球疑因電線短路起火。
主辦方傍晚宣布，因極端惡劣天
氣及暴雨影響，部分舞台設施故
障，為確保觀眾、工作人員與藝
人安全，經審慎評估後，昨晚場
次須延至5月9日演出。

昨午網上流傳片段，顯示在
五月天演唱會舞台上，有巨型氣
球裝置起火焚燒，有工作人員手
持滅火筒，乘升降台接近起火位
置撲救。消防處昨午約二時三十
分接獲報案，趕至現場協助撲
救，事件中無人受傷。

主辦單位特高娛樂對給所有
觀眾帶來的不便深表歉意，所有
觀眾均可憑昨日門票，觀賞5月
9日場次或者無條件申請退票。
詳細內容和細節，將在特高娛樂
及相信音樂官方平台發布。

唱片公司相信音樂回應事
件指出： 「因惡劣天氣影響，
導致舞台設施出現狀況，正在
積極了解及處理中。事件無人
受傷，沒有影響其他舞台設施
運作。」

連日風狂雨暴 兩小時錄近6000次閃電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

報道：天文台前日及昨日（上
月30日及本月1日）兩度發出黃
色暴雨警告，多處地區錄得約
30毫米雨量，西貢的雨量更超
過50毫米，兩小時內本港錄得
近6000次的雲對地閃電，有市
民在元朗拍到疑似落冰雹的畫
面。天文台預測今日（2日）多
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雷暴。

一道低壓槽為廣東及其鄰
近海域帶來驟雨雷暴，本港前
晚及昨晨均有大驟雨及狂風雷
暴，在前晚9時30分及昨晨4時
15分兩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前晚9時至11時內，天文台共錄
得5914次雲對地閃電。多區接
獲塌樹報告，前晚9時許香港仔

魚類批發市場對開一棵大樹突
然倒塌，擊中一輛駛至的士。

黃雨期間，狂風暴雨侵襲
華富邨華美樓，有網民拍下片
段可見當時風嘯聲不斷，有住
戶掛在屋外的衣物在風中亂
舞，擺放在地面的鞋及雜物被
吹倒及浸濕，走廊亦有積水。
影片在社交平台引起熱議。

另外，天文台前晚約10時
指珠江三角洲有冰雹報告，並
預警本港亦可能落冰雹。有市
民在社交平台上載一段短片，
顯示前晚元朗大樹下東路的天
后古廟正舉行天后誕前的慶祝
活動，其間突然風雨交加，有
疑似冰雹的白色物體在雨水中
夾雜着落下，市民爭相走避。

有網民留言表示，當時其實並
沒有落冰雹，只是 「橫風橫雨
吹起木棉花」 ，產生了落冰雹
的錯覺。

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間
中有驟雨及幾陣雷暴。而高空
擾動會在周末期間為華南帶來
驟雨及雷暴。

此外，天文台昨日在社交
平台發文稱，雖然剛過去的4月
未踏入夏季，但香港平均氣溫
26.4度，為自1884年有紀錄以
來最熱的4月，平均最高氣溫、
平均最低氣溫都同時打破紀
錄。其中，4月27日的日平均氣
溫28.8度、日最低氣溫27.7度，
雙雙創下140年以來4月最高紀
錄。

▲垃圾收費試行計劃已推行逾月。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古倬勳

行政長官李家超趁五一勞動節前夕落

區慰問勞工，到訪柴灣一個公共屋

邨，了解清潔工人和管理員的日常工

作，以及了解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計

劃實施情況。有前線清潔員工向特首反

映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導致工作量大

增， 「本來三小時倒完（垃圾），現在變

成六小時。」李家超表示明白，會再檢

視有關情況。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亦表

示， 「先行先試」計劃初步看到存在很

多問題，認為如推行收費，一定要有市

民大眾的共識及支持，待各方條件成熟

才可推行。

大公報記者早前親身體驗當一名屋

邨清潔工，不停掃街倒垃圾，深深感受

到這份工作的勞碌和辛酸，親身體會市

民公德心很重要。

更多報道

全港回收配套不足
民調：硬推勢釀混亂效果欠佳

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計劃4月份在全港14個試點推行，一
個月來效果並不理想。有房委會試
點屋邨指定垃圾袋使用率僅兩成，
房協試點大廈使用率僅三成，有酒
樓表示每月成本大約增加上萬元，
清潔工普遍工作量增加一倍。多個
不同機構、組織進行的民意調查都
顯示，市民憂慮垃圾收費造成經濟
負擔。普遍意見認為，本港回收配
套設施不全、基礎薄弱、監管力度
不足，若一刀切強硬推行垃圾收
費，恐會擾民並造成混亂，並難以
達到預期效果。

政府於4月1日起在全港14個處
所實施 「先行先試」 垃圾徵費，當
中包括政府大樓、商場、院舍、公
屋。有傳媒報道，最新數字顯示，
試點計劃推出一個月來，政府大
樓、院舍、食肆執行的合規率近乎
100%，但私人住宅大廈合規率大
約五成，三無大廈合規率只有一至
兩成。有前線清潔工反映，分袋工

作辛苦，也擔心犯法，工作量增加
了一倍，平時三小時的工作，需要
增至六小時。

本港廚餘量佔都市固體廢物三
成，然而回收配套不足，監管成
疑。環保署曾回覆《大公報》表
示， 「私人屋苑智能廚餘回收桶試
驗計劃」 接受超過1000戶的屋苑申
請智能廚餘回收桶，即平均1000戶
共用一個容量120公升的廚餘桶（重
約0.12公噸）。然而根據2022年
《香港固體廢物報告》的資料推
算，以一個三人家庭每日平均產生

的廚餘量約0.95公斤計算，即每部
120公升廚餘桶每日最多可接收126
戶的廚餘，佔1000戶的12%。若要
提高廚餘回收率，即平均1000戶最
少需要設置8個120公升廚餘回收
桶，全港則需逾2.1萬個廚餘回收
桶。然而，目前只有約900個分布全
港的收集點，根本是杯水車薪。

逾八成人相信無法如期推行
新青年論壇在本月14日至19

日，以音頻電話隨機抽樣進行意見
調查，成功訪問1032名18歲或以上
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垃圾收
費 的 看 法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69.9%受訪市民對如期實施垃圾
收費缺乏信心」 ，有138名受訪者居
住 在 單 棟 式 私 人 樓 宇 ， 其 中
「82.7%受訪者市民相信無法如期
推行垃圾收費」 。有關數據反映，
單棟式私人樓宇受訪住戶較其他類
型大廈住戶，更擔憂垃圾收費政策
如何有效落實。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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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台
上
方
球
形
裝

置
起
火
，
有
工
作
人

員
手
持
滅
火
筒
撲

救
。

▼

現
時
智
能
廚
餘
機
數
量
無
法
應
付
全

港
需
求
。

大
公
報
記
者
盧
剛
昌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