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棺睇透身後事 長者盼走得安樂
組團參觀長生店壽衣店 老友記了解殯葬流程一場新冠疫情，令不少人感受人生的無

常，拋開對死亡的忌諱。有長者互助團體舉

辦另類「導賞團」，帶領一眾長者參觀長生

店及壽衣店。團員們百無禁忌觸摸棺材、壽

衣，深入了解整個殯葬流程及相關知識，以

消除對人生「最後一程」的憂慮。有長者表

示，疫情令他們感覺生死無常，生來無得

揀，死去能自主，希望了解更多殯葬安排，

提前打點自己的身後事，以「走」得更安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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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人母親不易，當雙職
媽媽更難。香港去年僅3.25萬名嬰兒出生，是有紀錄以
來最少。今日是三八國際婦女節，有團體的調查顯示，
港媽願生多個的願望清單，首位為丈夫肯分擔家務，得
票率近100%，其次是聘請外傭可扣稅，以及政府可提
供生育津貼。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向每名新生嬰兒的
父母派發2萬元現金津貼，以及加大力度支援託兒服
務。另外，工聯會的調查亦發現，七成四受訪者傾向不
考慮生育，主因是顧及身體狀況和經濟負擔大。
中西區婦女會、南區婦女會及立法會議員陳家珮早
前訪問約500名育有孩子的婦女，了解有什麼誘因鼓
勵她們多生一個孩子。調查以投票形式進行，幾乎全
部受訪者表示「丈夫願意分擔家務」能鼓勵生多個；
其次是「聘請外傭可扣稅」，得票率94%；「政府提
供生育津貼」、「家庭收入增加」排列其後。
雙職母親區太早年與丈夫作了長時間商討才懷下長
女，「因為工作關係，驚無時間照顧小朋友。」有聘
請外傭的她說，面對照顧家庭及女兒升學的壓力和經
濟負擔，希望政府能伸出援手，提供更多優質外傭資
源和育兒津貼，以減輕雙職家庭壓力。

陳家珮倡向新生嬰父母派2萬元
陳家珮表示，全球已有不少先進地方均以現金津

貼、稅務優惠、制訂家庭友善政策等，鼓勵生育，建
議特區政府向每名新生嬰兒的父母派發2萬元現金津
貼，以及引入累進式新生子女免稅額，以培養「人才
庫」；又冀政府提供5萬元津貼，鼓勵因未找到適合
伴侶或認為在事業高峰期暫無生育計劃的巿民，使用
精子或卵子冷藏服務。

工聯調查：74.2%不傾向生育
另外，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公布有關「市民

對生育意願和託兒服務」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
約450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中，74.2%受訪者不傾向

生育，主因是顧及「身體狀況」（49.7%）、「育兒
經濟負擔大」（49.4%），以及「教育及供養責任
大」（45.9%）。同時，59.3%受訪者指「優先安排公
屋或居屋予有子女家庭」能有效提高生育意願。
工聯婦委副主任、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政府應

加強對婦女支援的力度，落實14周「全薪產假」，並
設「產後工作保障期」至產假後6個月；男士侍產假
亦應由5天增至7天，並落實全薪侍產假。
工聯婦委主任梁頌恩則建議，可讓有子女家庭優先

輪候公屋，又應向首次置業的市民提供免息及低息置
業貸款，為市民締造有利的生養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深水埗舊樓
區—南昌中「深水埗敬
老送暖大行動2023 」日前
舉行啟動禮，民建聯深水
埗區議員劉佩玉和義工於
數天內走訪區內長者，傳
遞對老友記的關心，並透
過問卷了解長者的生活情
況，是否需要什麼支援
等。
劉佩玉還帶同兩名小女兒，藉着這個
有意義的活動言傳身教。她表示，希望
將這份孝與愛傳承給下一代，讓孩子們
從小建立正確的「敬老揚孝」價值觀，
代代相傳，為建構和諧社區貢獻力。
「深水埗敬老送暖大行動2023」是深

水埗居民聯會、九龍社團聯會深水埗地

區委員會、滬港社團總會、深青社主
辦，深水埗民政事務處、房屋署深水埗
區各辦事處、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利
辦事處、滬港同心協進會合辦，滬籍社
團、深水埗地區團體支持參與。主辦方
預計，將在深水埗探訪約萬戶70歲或以
上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疫情漸緩，
地區服務的重心也從同心抗疫回復到社區關
愛。愛心全達慈善基金今年將運用仁愛堂旗
下流動醫療車，為多區長者及有需要的居民
提供免費中醫診療，「愛心全達贈醫施藥
2023」首個月服務昨日在九龍城開展，本月
連續四個星期二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半，醫
療車將停在何文田邨綺文樓及逸文樓中間空
地，即日派籌，提供70個免費診療名額。
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蔡敏君表示，樂見社

會上有許多團體、有心人做實事支援長者和
基層市民。同時，「關愛隊」會是當區工作重
點之一，能夠有系統、有規模地聯合地區團
體組織的力量，將地區關愛、社區建設的行
動做得更廣。
蓮姐是今次活動的受惠者之一，她指自己對地區醫療服務感到滿意，不過

屋邨長者愈來愈多，平時在社區看醫生都需要排隊，很開心這次活動能夠幫
助長者。

港媽點先肯生多個？ 老公做家務居首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金文博）在
三八婦女節
前夕，泰晤
士高等教育
（THE）分
析了全球知
名大學女性
領袖狀況，
發現2023年
世界排名前五大學中，4所已經或即
將由女性擔任校長，屬有史以來首
次，反映女性於大學界別影響力正在
增加。在亞洲，以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朱葉玉如為代表。去年11月上任的
她，是港科大以至本港資助大學首名
女性校長，為區內大學少見的女性領
導。

世界前五位大學 4校為女校長
根據THE的分析，2023年全球排

名首200所大學中，有48所由女性出
任校長，較去年增加五所，與2018
年的34所相比更大增四成。世界前
五大學更即將有四名女校長，包括牛
津大學（1）的Irene Tracey及麻省
理工學院（5）的Sally Kornbluth，
而哈佛大學（2）的Claudine Gay，
劍橋大學（3）的Deborah Prentice
則將於今年7月1日上任。
香港科技大學第五任校長、神經科

學家朱葉玉如成為亞洲代表，更是過
去五年，亞洲區內全球200強大學中
出現的首名女性領導。
THE世界大學排名編輯Rosa Ellis

對世界前五大學四所由女性領導感到
「驚嘆」，認為她們可為相關大學教
職員、學生以至世界其他大學帶來啟
發。
不過，雖然大學女性領袖比率正在

增加，但以世界前200強大學計算，
女性校長仍只佔24%，情況令人遺
憾，認為大學作為學習、知識和人類
進 步 的 世 界 烽 火 （world's bea-
cons），需要在領導層以至大學每個
職位中更加致力提升女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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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繼公立醫院接連有儀器或設施
鬆脫剝落後，衞生署昨日公布，衞生防護中心大
樓的一間工作間，於政府就假天花部分進行例行
維修檢查期間，發現有石屎碎件遺留於假天花
內，由於假天花承托得宜，石屎碎件並沒有損毀
假天花或進一步掉落工作間內。工作間近期並沒
有接待訪客，事件中無人受傷，署方正積極跟進
情況。
工作間位於旺角亞皆老街147C號衞生防護中

心大樓地下，政府工程人員於本月3日進行例行
假天花和冷氣系統維修檢查期間，在該工作間的
假天花內發現4塊石屎碎件，最大的一塊面積約
0.65米乘0.45米，全部石屎碎件均沒有掉落至工
作間內。
衞生署於得悉事件後，已立即聯絡建築署以進

行緊急檢查及維修工程，並已要求建築署全面檢
查大樓內所有處所的天花，未有發現其他石屎碎
件。全面的檢查工作預計於本周內完成。

生防護中心大樓
假天花發現石屎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你覺得自己貧窮嗎？嶺
南大學一項調查顯示，四成接受深度訪談的青年自覺
貧窮。大部分受訪的全職青年認為工資太低，待遇與
工作不相稱，又認為法定最低工資調整幅度不夠大，
自己未能受惠。學者推算時薪要達71.6元才夠港青日

常花費，故法定最低工資就算即將加至40元，仍未能
滿足他們生活所需，建議政府檢討最低工資政策，以
及探討「生活工資」的可行性。
嶺大於去年5月至12月深度訪談67位18歲至29

歲、收入低於2萬元、有工作經驗的青年，又透過問
卷調查月薪不足1萬元的在職青年，共收集417份有效
回覆，調查結果於昨日公布，發現大部分受訪全職青
年認為，自己工時長、部分行業長期低薪，比不上任
職其他行業的同輩，而壓力來源是高昂生活成本和
「遙不可及」人生目標，如置業等。
同時，有四成接受深度訪談青年自認是貧窮，但他

們對何謂「貧窮」有不同理解：有人認為三餐不繼才
算貧窮；有人覺得人工未達到港人月入中位數；有人
指自己很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
無論認為自己屬於中產或基層的受訪者均認為，即
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升仍然過低。不少人將最低工
資時薪和「一餐飯」開支掛鈎，指最低工資水平要吃

得起「一餐飯」才合理，認為最低工資如有合理升幅
及政策檢討，對基層家庭及兼職工作者有很大幫助。

推算時薪71.6元才夠港青日常花費
根據今次調查結果，學者推算受訪者要滿足現時生
活開支，每月平均要賺1.6萬元，以每天工作8小時、
每月26個工作天計算，即最低時薪要有71.6元，與目
前最低工資時薪37.5元相距甚遠，即使日後上調至時
薪40元亦差一大截。
嶺大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兼講座教授潘毅表示，有個

案日做16小時，很多人或日做兩三份工，賺取近2萬
元收入，「見到飲食業的年輕人，真的工時長到食飯
時間都沒有。」因此，他不難理解為何全職青年對最
低工資政策無感。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檢討最低工資政策定位；將最低

工資調整過程透明化，以及改為「一年一檢」；重啟
標準工時立法程序，探討設立「生活工資」可行性。

長者互助義工團體「樂齡薈」昨日舉辦另類「導賞
團」，帶領約30名長者分別參觀位於上環文武廟

附近、逾百年歷史的長生店和壽衣店。前往參觀的長
者們興致高昂，不時與同行者喁喁細語，絲毫沒有面
對死亡的沉重心情。

舉起手機與棺木「打卡」自拍
他們參觀長生店時更表現踴躍，在負責人的解說
下，不少長者百無禁忌直接上手觸摸、敲打不同質地
的棺材，了解中西式棺木的不同，更有人舉起手機面
帶笑容與棺木「打卡」自拍。其後在參觀壽衣店時，
抱有不少疑惑的長者們爭先恐後發問。死亡在這班長
者眼中不再是忌諱，更像是家常話。
67歲的鍾女士之前對死亡好害怕，但隨着年紀漸
長，她已看透生死，思想有所改變，現在就好奇是否
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殯葬相關流
程有何不同，因此今次特意參加這個導賞團解惑。
她笑言，之前不清楚棺材的分別，參觀長生店之

後，對棺材及身後事多了一點理解，「先知道自己可

以有得選擇、可以預
早安排好身後事的流
程等，感覺會安樂
啲。」
疫情令她看破生與

死，「呢三年（身
邊）有親友突然離
世，剛開始時我無法
接受，深深感覺到生
死無常，最後就覺得
要珍惜當下。」經過
這場疫情，她開始與
兒子討論自己身後
事，「我會選擇走中
式殯葬方式，做得愈
簡化愈好，不用入殯
儀館等等，就直接撒
灰就得了，兒子就認
為有個儀式較好。」

盼活好每一天 向他人傳正能量
50餘歲、單身的陳女士無兒無女。疫情3年來，有

親友突然離世令她感到震撼，她開始學會勇敢面對生
死之事，感悟到在世時就應該多愛家人及身邊人，希

望活好每一天、傳達正能量的精神給他人，而多點了
解殯葬流程，讓她可以提前作好準備，亦會為身邊長
輩「打定預防針」，只期盼自己的身後事簡單不要麻
煩到人，「同他們講定，萬一有一日我走了，不要傷
心。」
黎女士為了九十多歲的父親參加今次活動，想了解

殯葬相關事宜。她說，父親沒有什麼長期病患，但疫
情3年間不能經常出門散步，身體逐漸虛弱，現正在家
中臥床。之前，她都會留意有關的資訊，但不會像昨
日的活動般有人詳細解說殯葬事宜，「家裏人比較傳
統，我亦和父親商量過，預備選擇土葬，感覺是回歸
土地，會完整點。」

◀長者百無禁忌直接上手觸摸、敲打不同質地的棺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壽衣店負責人梁先生向參加導賞團的長者講解殯葬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四成青年呻窮 嶺大倡探討「生活工資」

義工訪老友記贈福袋送暖 基金派中醫車為屋邨長者義診

◆深水埗舊樓區—南昌中「深水埗敬老送暖大行動2023 」
日前舉行啟動禮。

◆嶺大公布《貧窮新一代的就業困境報告》調查顯
示，四成受訪在職青年自認貧窮。

◆陳家珮（左二）建議，政府向每名新生嬰兒的父母
派發2萬元現金津貼，以及加大力度支援託兒服務。

◆工聯會建議政府應落實14周「全薪產假」，並落實
男士全薪侍產假。

◆「愛心全達贈醫施藥2023」
首個月服務昨日在九龍城區
開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攝

◆朱葉玉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