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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八 大 工

會團體組成

的勞工界聯合勞工政

綱聯署團體昨日舉行

記者會，表示於去年

底推出的聯合政綱

中，提出要檢討外判

制度、最低工資一年

一檢、完善退休保障

制度等，已獲得 60

名勞工界選委支持，

以及獲35名回覆的

立法會議員全部或部

分支持，新一屆行政

長官選舉提名期即將

開始，為使各參選人

更加關注勞工權益，

8個工會將舉辦座談

會，邀請參選人出

席，期望他們把倡議

加入競選政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勞工界聯合政綱 盼特首參選人採納
檢討外判制最低工資「年檢」等 獲60勞界選委35立會議員支持

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部分）
政策建議

◆積極開拓優質多元就業職位，為年輕人創造向上流動
機會；資助就業，加強職業培訓，改善就業質素，解
決青年、基層勞工就業難

◆政府帶頭檢討外判制度，對有實際需要的崗位改為長
期聘用，最少支付生活工資，促進社會就業質素改善

制度改善

◆建立長遠失業保障制度，完善勞工保障體系
◆完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保障生活工資，改為「一年一
檢」消除在職貧窮

◆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另設由政府參與管理保證基本回
報的強積金計劃，優化新制公務員公積金安排

◆政府適度增加公務員編制，率先全面實行五天工作
周，改善公務員醫療福利

◆加快土地開拓積極興建房屋，盡早告別劏房，實現三
年「上樓」目標，人人有屋住

資料來源：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8個工會包括工聯會、勞聯、高級公務員協會等團體推出聯合政綱，包括要檢討外判制度、最
低工資一年一檢、建立長遠失業保障制度、完善退
休保障制度等（見表）。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八大工會

在去年11月24日舉辦了香港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
交流會，邀請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候選人參與交流，
最後60名勞工界選委一致支持有關聯合政綱。第
七屆立法會組成後，八大工會團體也向全體立法會
議員推介，收到35名立法會議員回覆，其中有30
名全部支持，其餘5名為部分支持該政綱。

最多人挺港拓優質多元職位
獲得最多人認同的政綱是，同意香港應積極開拓

優質多元就業職位。團體指出，政綱中提及其他訴求亦獲不少回覆
的議員認同或支持，包括制定失業保障、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全面
實行5天工作、完善最低工資機制、檢討外判制度等。
八大工會期望，議員能履行對勞工界的承諾，未來會繼續聯絡各

大政團、未回覆的議員及未來的行政長官參選人，爭取他們認同聯
合政綱，共同推動政府落實當中的建議。
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將於下月15日展開，八大工會計劃

組織「勞工界與行政長官參選人座談會」，並邀請行政長官參選人出
席，聆聽勞工界意見，並回應勞工界的訴求，希望新一屆行政長官
能夠心繫國家及社會，將改善勞工權益作為優先處理的事務之一。
此外，八大工會亦表示，初起的第五波疫情，政府再次勒令多類

處所暫時關閉，令美容院、健身院等多個行業人員被迫停工，指特
區政府漠視勞工界過去兩年提出的緊急失業援助金建議，結果疫情
再度爆發後，令工友首當其衝。

◆由八大工會團體組成的勞工界聯合勞工政綱聯署團體表示，擬邀請新一屆行政長官
參選人出席座談會，希望他們聆聽勞工界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記倡吸互委會人員加入社區平台

◆左起：陳學鋒、鄭泳舜、陳勇透過視像會
議，與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官員會面，
商討分階段終止互助委員會計劃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與民
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官員會面，商討分階段終止互助委員會
計劃事宜。民建聯代表指出，不少互委會多年來幫助居民解決問
題，希望政府檢討地區行政時，一併處理互委會停止運作所騰空
的會址用途問題，又建議政府吸納互委會人員加入其他社區事務
的服務平台，整合資源讓政府的地區行政和地區服務更好地服務
市民。
全港目前約有1,600個互委會，主要設於房署轄下公共屋邨，民

政事務總署每季向互委會發出實報實銷的經費津貼。民政事務總
署上周陸續去信各互委會，指社會意見認為互委會角色已日漸式
微，決定終止互委會計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陳勇及陳
學鋒昨日透過視像會議，與民政事務局代表及民政事務總署副署
長王秀慧會晤，跟進特區政府的有關計劃。

鄭泳舜表示，民建聯對互委會過去的工作予以肯定，並期待特
區政府檢討地區行政時，一併處理互委會停止運作所騰空的會址
用途問題，以便互相配合。
陳勇指出，互委會過去都是由一班熱心服務街坊的人士組成，

期待日後有新安排，繼續有熱心公益的團體，在地區服務居民。
他並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吸納相關人士，讓他們加入其他社區
事務的服務平台。
陳學鋒表示，特區政府應肯定互委會過去的工作，特區政府亦

應對終止互委會計劃的後續情況進行交代。
王秀慧肯定了互委會長期服務居民的工作，並表示不少人士是

政府在地區服務上的長期夥伴。她承諾稍後會主動接觸各互委
會，以便作出支援。
民建聯要求特區政府給予互委會更多時間，讓各互委會處理與

會址及服務相關的事宜。稍後，他們將約見房屋署官員，要求房
屋署與民政署做好溝通，妥善運用互委會會址，讓政府的地區行
政和地區服務更好地服務市民。

倡延交報稅表期限
黃俊碩獲正面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新任期開始後，一眾議員即急市
民所急。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黃俊碩
昨日在facebook發帖表示，社區爆
發新一輪疫情，自己前日去信稅務
局請求延長結賬日期「M」類而在
本年度蒙受虧損的個案的報稅表截
止日期至2月28日，經過多方的協
調及努力，昨日收到稅務局回覆，
認同疫情造成的影響，答應準備延
期，稍後會作正式公布。

另一獲非遺資助計劃資助的獅頭紮作師傅許嘉雄，生於
武館家庭，自小已接觸龍獅技藝，十三歲時拜鄭嘉桐師父
為師，學習祭品紮作技藝。許師傅精於大型紮作，在行內
享負盛名，並擁有逾三十年的傳統紮作經驗。
近十年來，許師傅的作品備受注目，在不同國家有展

出，包括曾為澳洲金龍博物館製作逾百米長的「大金
龍」，多次獲本地及海外的傳媒報道。許師傅是本港年輕
的紮作師傅之一，經常發揮創意，為傳統紮作技藝注入創
新元素，希望令這門手藝得以年輕化。
為推廣紮作技藝，許師傅在2020年申請非遺資助計

劃，並獲資助推行「民間手藝．紮作傳承2020-2021」項
目，期間舉行了逾40節紮作工作坊，讓公眾有機會親身

體驗紮作技藝，並創作各式各樣的紮作製品，包括花燈、
醒獅、花炮、紙祭品等。學員的紮作更會在稍後時間公開
展出，讓公眾分享計劃的成果。

為 傳 統 紮 作 注 入 新 元 素

◆許嘉雄師傅教授學員獅頭紮作技藝。

2021年非遺資助計劃
現正接受申請

非遺資助計劃由康文署轄下的非遺辦
事處推出，申請人不限非遺傳承人，其
他擁有相關資歷的本地個人和團體亦可
申請資助，以進行與非遺有關的計劃。
本年度計劃同時推出「社區主導項目」
和「伙伴合作項目」，現正接受申請。
截止時間為2022年2月9日中午12時
正，詳情可瀏覽非遺辦事處網站。

查詢電話：2267 1971
網 址：www.lcsd.gov.hk/ICHO
電 郵：ichfs@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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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非物質

文化遺產（非遺）辦事處最近推出新一輪非遺

資助計劃，邀請擁有相關資歷的本地個人和團體申

請計劃資助，以進行與非遺有關的計劃，從而加強保

護、研究、教育、推廣和傳承本地非遺項目。在推動

社區參與保護非遺工作同時，亦能提升公眾對非遺的

認識、了解與重視。去年，兩位傳承人包括廣東手托

木偶粵劇師傅陳錦濤，以及獅頭紮作師傅許嘉雄，成

功獲計劃資助，

舉辦一系列活動

向公眾推廣非遺

項目。

廣東手托木偶粵劇於2014年被政府納入香
港首份非遺清單，主要在打醮期間或廟

宇重修開光時上演，用作娛樂鬼神。陳錦濤師
傅自七、八歲起已跟隨在中山木偶劇團工作的
父親及藝人學習木偶表演與製作。後來，陳師
傅來香港發展，並加入當時香港唯一保留了廣
東手托木偶傳統的戲班「香港漢華年廣東手托
木偶團」。陳師傅擁有數十年的表演經驗，為
香港少數的資深手托木偶藝人。

推廣廣東手托木偶
現時香港手托木偶粵劇劇團仍有演出機會，

但較以往減少，而近年入行者不多，老一輩藝
人又相繼離去，令這項表演藝術日漸式微。因
此，陳師傅近年積極參與社區的推廣活動，希
望加強推廣這項傳統技藝。他於2020年獲非
遺資助計劃資助，推行一個名為「廣東手托木
偶製作及傳承」的項目，旨在向公眾介紹廣東
手托木偶的歷史、傳承、製作技巧和特色等，
並即席示範。
「當初申請非遺資助計劃是希望將廣東手托

木偶粵劇這項非遺項目推廣給普羅大眾，達到

傳承非遺的目的。」不過，項目推行初期受疫
情影響，在尋覓活動場地時遇到極大的困難。
期間，在非遺辦事處的協助下，他按實際情況
調整項目內容，並獲安排在香港非遺中心（位
於三棟屋博物館）舉行40節活動，深受到訪
市民歡迎。他坦言，推行項目時大小事務都要
自己一手包辦，例如需要聘請助手在活動中提
供協助，但由於助手未必非常熟悉手托木偶的
操作，所以需要一邊教他們一邊自己做。
陳師傅的項目在社區取得正面迴響，除了長

者外，亦吸引很多從未接觸過廣東手托木偶的
家長帶同小朋友前來參加。有見及此，非遺辦
事處在本年度非遺資助計劃下的「伙伴合作項
目」特別增設「師傅到」系列，透過邀請非遺
傳承人到三棟屋博物館與訪客互動，進行講
座、示範或工作坊，加深非遺技藝在社區的推
廣，並進一步確立三棟屋博物館作為香港非遺
中心的角色。
對於今年有意申請非遺資助計劃的人士，陳

師傅建議，申請人在構思項目內容時應以推廣
和傳承非遺項目為最終目標，計劃書中亦需訂
立明確、具體的項目詳情和實行方法。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助社區傳承本地非遺項目

◆獅頭紮作師傅許嘉雄，精於大型紮作，在行內享
負盛名，並擁有逾三十年的傳統紮作經驗。

◆陳師傅近年積極參與社區的推廣活動，希望加強推廣這
項傳統技藝。

◆ 陳錦濤師傅的
項目吸引很多從未
接觸過廣東手托木
偶的公眾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