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一些基層市民陷入困境，但現行制度卻令他
們越窮越無助︰行業被勒令停工後，一些基層員工連
在職家庭津貼也無資格申請；也有飲食業人士去年只
上班40天，借貸度日仍未能符合綜援申請資格，令
他們大感無奈。

在麻將館任職服務員的單親媽
媽阿艷，原本月入約1.7萬元，
與4歲女兒居住月租4,000元的
劏房，並要供養母親，勉強可
應付一家三口的生活開支，惟
疫情下政府要求麻將館停業，
令她近4個月完全沒有收入，
又因工時不足，使她失去申請職

津的資格，只能靠積蓄及公司恩恤借貸維生。
她表示，未在麻將館工作前曾想過申請綜援，但因

綜援金額不多，又怕別人覺得她懶惰，故選擇工作自
食其力。雖然每天工作長達12個小時，她也願意捱
下去，未料到疫情令麻將館多次被政府要求關閉，令
她收入大減，「本來職津可以幫補生活使費，幫輕吓
交租嘅壓力。但今年手停口停，連工時都冇埋，職津
冇得申請，真係雙重損失！」

阿艷說，自己學歷低，加上疫情下找工作艱難，故暫
時未有打算轉工，現時只靠積蓄及公司的恩恤借貸維
生，「希望政府快啲畀我哋復業，我可以返去開工！」

年逾60歲的阿Sam本任職
中菜餐廳廚房幫廚，每月薪
金曾逾兩萬元。自去年1月
疫情爆發後，酒樓即要求整
個廚房放無薪假，但廚房主
管不同意，帶隊離職。阿
Sam離職後連散工也難尋，
即使找到，最長也只能連續工

作一星期，去年全年只上班40天，未能符合申請職
津的要求。
租住劏房的阿Sam，每月需繳付2,900元租金，加上

其他生活開支，負擔沉重，在失業期間已動用積蓄及
向財務公司借貸，惟疫情一直無改善，他迫於無奈只
能申請綜援。不過，阿Sam因早前曾向銀行借款，社
署要求他先還清債款才可申請，其好朋友見他生活困
難，已無條件為他還款，但社署卻要求他出示朋友代
他還款的證明，令他大感為難，只好放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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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工開難申津 雙失家陷困境
建制促職津與工時脫鈎改計入息 倡設失業援助金

疫情下全港失業及就業不足人數高達42萬

人，部分基層市民生活陷入困境，甚至需靠借

貸度日。有社福機構指出，雖然政府降低申請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職津)」的工時要求，惟不少打工仔仍未能符合要求而無法申

請，欲申請綜援亦困難重重。機構要求政府將申領職津與工時脫鈎，改以家庭入息為

依據。有工會及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重申，政府應盡快設立失業援助

金，向陷入水深火熱的打工仔及其家庭施與援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

新冠疫情對環球及本地經
濟均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昨日發
表的網誌上指出，儘管香港
經濟部分環節已開始改善，

但不少面向消費者的行業的經營狀況仍然困
難，亦令應屆畢業生多達約10,400人仍處失
業狀態，而他們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和資歷尚
淺，在逆轉的經濟環境中尋找工作會比較困
難。他指出，大灣區不但為香港未來經濟發
展提供新動力，亦是香港疫情後恢復經濟的
重要機遇所在，「我鼓勵青年人登高望遠，
融入大灣區，好好把握這歷史機遇。」他續
說，隨着疫苗接種計劃的開展，疫情的威脅
冀可逐步減退，有助紓緩勞工市場的壓力。

至2月底已開設逾三萬職位
為紓緩疫情下的失業情況，香港特區政

府較早前已在防疫抗疫基金預留66億元，
在兩年內於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3萬個
有時限的職位。張建宗指出，截至今年2
月底已開設了約31,000個職位。當中逾1.8
萬個已入職，餘下職位的招聘工作亦已展
開或將於短期內展開。鑑於失業情況惡
化，政府於新年度預算案宣布再額外撥款
66億元開設約3萬個有時限職位，張建宗
指會積極推動該計劃。
張建宗並指出，大灣區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

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亦為香港青年人提供就
業和事業發展的新跑道，特區政府撥款3.7億
元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至今已收到
逾1,800個空缺，工種涵蓋創新科技、銀行、
會計、公關、行政管理以至教育等。他日前到
招聘博覽視察所見，求職者均認同大灣區工作
前景光明，希望把握機會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逾萬應屆畢業生失業 張建宗勉入灣

香港最新失業人數已升至26.2萬人，也有15.5萬人
就業不足，政府雖已因應基層勞工開工不足，於

今年6月起將申請職津的一般家庭 (非單親) 住戶的基本
工時要求，由144小時降至72小時，惟明愛荔枝角職工
中心社工黃韻然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不少員工因疫情
影響生意，被迫削減工時甚至放無薪假，或其工作場所
被勒令停業而未能上班，另有部分因身體問題無法長時
間工作的市民，均因工時不足而未能申領職津，令他們
失去收入也無法領取津貼，成為「雙失」家庭。

申綜援因租屋太貴遭拒
有失業人士欲申請綜援以度困境，卻感到被留難。
任職餐廳收銀文員多年的阿娟，因餐廳受疫情影響停
業需另覓工作，卻不成功，但每月租金已需5,300
元，在走投無路下唯有向社署申請綜援。不過，社署
指其住所租金太高，要租3,700元以下的單位才可申
請綜援，令她大為氣結：「如果我有錢搬屋就唔使申
請綜援啦！搬屋要畀地產代理佣金，又要畀上期按
金，起碼成萬蚊，冇辦法只能繼續搵嘢做！」
黃韻然指出，設家庭入息及資產限額已足夠反映在
職家庭的處境，故政府應取消有關工時的要求，以
「收入愈少職津愈多，收入較多則津貼較少」為原
則，為經濟有較大困難的家庭提供較多的援助。
此外，政府應放寬受影響行業的「在職」定義，容

許僱員即使零收入，仍可以其行業證明來領取職津。

議員批援助計劃不完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形容，現時打工仔都是「被動式」失業，「想
做都冇得做」，與以前的情況有很大分別，但政府
的安全網卻不完善，令不少打工仔陷入水深火熱之
中，加上未知經濟何時才有改善，情況可謂看不到
盡頭。他認為，政府應向受疫情影響的重災行業如
旅遊、民航等設立行業計劃，為相關從業員提供津
貼，及為現時多達26萬名失業人士設立失業援助
金，以協助他們及其家庭紓困。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自「保

就業」計劃結束後，失業率持續上升，不少市民亟需
援助，故政府應盡快成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提
供支援。為協助就業不足的打工仔，民建聯一直有向
政府反映，將申領職津的工時限制撤銷，令一些其實
已算失業的打工仔也能受惠。
顏汶羽也認同市民向政府申請綜援的關卡重重，令

不少市民未能即時受助，令人氣餒，「有個案係一個
50幾歲住劏房嘅失業女士，因癌症需要入醫院做療
程，又要坐輪椅，生活好明顯有困難，但申請綜援嗰
陣，要佢逐條解釋返好耐之前銀行嘅收支，連幾百蚊
都問，點會記得？佢到家仲未申請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本東京
奧運會將於今年7月舉行，運動員正進行
最後準備。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昨
日表示，雖然奧運未強制要求運動員接種
新冠疫苗，但近期多次收到運動員查詢，
指希望安排接種疫苗，相信會安排分兩日
為運動員接種疫苗，香港體育學院將公布
細節。
被問及早前健身中心出現感染群組，涉

及換氣不足等防疫問題，霍啟剛指業界早
前經歷長期關閉，經營困難，希望政府可
提供配套資源，協助業界渡過難關。
香港藝術業也渴望復甦。身兼香港藝

術發展局大會委員的霍啟剛表示，希望
政府逐步放寬部分場所的防疫措施，例
如放寬戲院入座率至75%，並在確認安
全的情況下考慮開放場內飲食，以確保
戲院的收入來源。
他續說，粵劇界亦打算去信政府，期

望5月可以開神功戲。他將繼續爭取放
寬措施，望政府有逐步放寬的路線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城市女青年商會聯同
童軍知友社昨日發布一項疫情下「雙職家長與子女溝
通模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疫情下約三成雙職家
長與孩子的衝突次數增多，超過五成受訪者不滿意現
時政府對雙職家庭的支援。商會會長梁凱瑩呼籲，政
府應制定家庭友善政策，提供經濟支援、彈性上下
班、增設假期及增加託兒服務中心等。

近六成人溝通不足三小時
主辦機構於今年1月至2月期間，向全港小學進行問卷

調查，分別訪問小朋友及其家長對疫情下日常親子溝通以

及雙職家庭支援的看法，最後成功收到742份回覆。
結果顯示，30.7%的家長認為，疫情下子女在家學習

令他們之間的衝突次數增多，不過亦有45.8%的人認
為，親子關係與從前差不多。有30.6%的受訪者表示，
過去一年，每周會有一次與孩子發生衝突或意見不合，
16.7%每天會有一次衝突，9.7%的家長更指每天會有多
次衝突。

在職媽囑家長應調節期望
調查發現，37.7%的家長表示，小朋友每天使用電子

產品1小時至3小時，54.8%的小朋友使用4小時至10

小時，更有5.8%使用超過11小時以上。家長與子女每
日相處及溝通時間方面，58.4%的受訪者表示只有1小
時至3小時。而就政府對雙職家庭支援的滿意程度問
題，不滿意佔28.3%，非常不滿意佔22.4%，普通佔
40.3%，滿意和非常滿意僅佔8%和1%。
梁凱瑩表示，自己是有兩個孩子的在職媽媽，十分

關心疫情下親子關係的發展。網課與實體課模式不
同，小朋友留在家中學習的時間變長，在學習表現上
未必與以往一致，家長應要調節期望。除了耐心聆聽
子女需求之外，亦要多鼓勵和讚賞，並多與子女外出
進行親子活動。

調查顯示：三成雙職家長疫下與子女每周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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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窮越見鬼 申援助關卡多

●張建宗鼓勵青年人登高望遠，融入大灣區，把握歷史機遇。
網誌圖片

●眾嘉賓出席「聆聽童心事」開幕禮。

●●阿艷阿艷

●●阿阿SamSam

●有團體舉
辦記者會，
講 述 基 層
「雙失」家
庭疫下陷入
兩難境地。
主辦方供圖

●疫情下全港失業及就業不足人數高達42萬人，部分基層市民生活陷入困境。圖為市民戴口罩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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