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新聞
20242024年年22月月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2月1日（星期四）

2024年2月1日（星期四）

A14 ◆責任編輯：陳啟恒

十大勞工新聞 職安例加辣居首
工聯：安全管理制度響警號 倡政府適時檢討

香港過去一年經歷疫情復常、特大黑雨

襲港、工業與職業意外頻生等重大勞工關

注的事件。工聯會於上月中旬通過問卷調

查的方式，收集市民心目中的2023年「十

大勞工新聞」，結果職業安全及退休保障

的議題最受關注，以「職安修例加重罰

則」、「近九成半人強積金虧蝕」及「黑

雨下黃大仙水浸，員工工作安全受關注」

依次高踞頭三位（見表）。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權益主任吳偉樑表示，是次結果顯示

香港的安全管理制度已響起警號。雖然職

安健法例已提升了罰則，但職安問題未見

明顯改善，尤其是不少工業意外均可避

免，只因工人沒合理施工期，往往在趕工

的情況下較易發生意外，建議特區政府應

適時檢討有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23年十大勞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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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職安健修例三讀通過，最高罰款由50萬元
上調至1,000萬元

近九成半人強積金虧蝕，工聯會促推保證
回報計劃

黑雨下黃大仙站水浸，員工工作安全受關
注

2023年酷熱天氣警告逾700小時，勞工處
推出《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

致命工業意外頻生，2023年共56宗致命
職業及工業意外，按年增一倍

精進建築涉3宗奪5命未除牌，三名獲授權
簽署人被除名，免「改頭換面」重新註冊

世紀黑雨，政府首發極端情況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至每小時40元

政府推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同時擴大
輸入外勞，設特別計劃供建造業、運輸業
申請

為加強保障兼職員工，政府決定檢討
「4118」有關僱傭關係定義規定

去年致命工業意外頻生，引發社會關注。工聯
會於上月中旬以網上問卷調查方式成功訪問

約2,500名市民，其中有3條與職業安全相關的新
聞打入十大。「職安健修例三讀通過、最高罰款由
50萬元上調至1,000萬元」是最多人關注的勞工新
聞，其餘兩則與職安相關的十大新聞分別是排名第
五及第六的「致命工業意外頻生，2023年共55宗
致命職業及工業意外，按年增一倍」及「精進建築
涉3宗奪5命未除牌，三名獲授權簽署人被除名，
免『改頭換面』重新註冊」。
吳偉樑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去年建造業繼續成

為工業意外的重災區。據工聯職安健協會統計，去
年共發生55宗致命工業意外，當中有25宗涉及建

造業，奪去了26名工人的性命，「值得留意的
是，去年出現了密閉空間吸入毒氣及觸電等多宗罕
見的工業意外。」
他指出，雖然職安健法例已提升了罰則，但職安

問題未見明顯改善，且不少工業意外均可避免。

促落實最低工資「每年一檢」
他指出，根據上榜的勞工新聞可見，市民很關注

自身勞工權益問題，例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整
至每小時40元」、「為加強保障兼職員工，政府
決定檢討『4118』有關僱傭關係定義規定」等。香
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理事林好紹指出，即
使最低工資水平於去年上調至時薪40元，根本仍
未足以應付生活所需。政府正就最低工資機制進行
檢討，工會促請政府每次調整最低工資均不應低於
通脹，應參考生活工資水平及落實「一年一檢」。
對於特區政府針對建造業推出特別計劃輸入外

勞，吳偉樑表示，工會會密切關注陸續有大批外勞
來港後所帶來的問題，以及要求改善本地工人的就
業環境，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工聯會副理事長、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表示，

工聯會將全力爭取修訂「4118」的規定，撇除單周
計算工作時數，爭取以四個星期的合計總工時作為
基礎以堵塞漏洞，讓更多兼職工及零散工可進入
「連續性合約」門檻，享受僱傭條例下年假及法定

假等法定權益。

冀財案推強積金保證回報
同時，受訪者亦非常關注強積金制度及回報問

題，惟現實是回報率並不理想。丘燿誠指出，工人
的強制供款未能保本增值，擔心血汗錢買少見少，
結餘未能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
他指出，去年財政預算案承諾研究推出「有穩健

回報且手續費低的強積金基金」，惟一年過去亦未
見相關措施落實，故促請特區政府在新年度財政預
算案中推出強積金保證回報計劃，及盡快落實為低
收入及自僱人士代供強積金及調整供款上下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農曆新
年將至，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民建聯
攜手合作，舉行「龍年揮春繽紛寫」活
動，以增添節日氣氛。該活動邀請了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辦的「香港青少年書
法大獎賽」中得獎學生現場為市民寫揮
春。民建聯秘書長、油尖旺區議員葉傲冬
表示，春節前為市民寫揮春，是民建聯地
區傳統習慣，希望把吉祥如意派給街坊。
今次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合作，由多
名青年為市民即席揮毫，更具有象徵意
義，因為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希望他們可
以將中華傳統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是次「龍年揮春繽紛寫」活動由昨日起

一連三天，分別於油尖旺區、葵青區、中
西區舉行。昨日在上海街與佐敦道交界街
頭舉行活動期間，現場氣氛熱烈，不少人
「大排長龍」邀請學生及義工即席揮毫，
寫上自己心儀的祝賀語。

陳伯伯在接受訪問時說：「現場書寫的
揮春代表着獨一無二的祝福，特別是看到
青年願意拿起毛筆，延續中華傳統文化，
意義更非印出來的揮春可比。」
盧太就為孫兒求了「聰明伶俐」及「學

業進步」等字，「我每年農曆新年，在街
上看到揮春站，都會前來求字，因為這是
中華傳統文化，代表着喜慶和融洽。」

睹青年即席揮毫 感港充滿希望
多名區議員在現場與市民打招呼的同
時，也向學生們「討揮春」。葉傲冬表
示，希望藉揮春向市民傳達心意，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讓市民感受到農曆新年的節
日氣氛。今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邀
請到學生前來寫揮春，令今次活動更有意
義。他強調，香港未來要靠青年的力量，
看到年輕人願意繼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接地氣地書寫揮春，感到香港充滿希望。

油尖旺區議員潘景和認為，現時社會氣氛
和諧，有更多年輕人願意走出來，用自己的
力量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社會增添了色
彩。
麗澤中學校長李潔明到場為學生們打氣鼓

舞。他認為，今次學生們可以藉此活動，接
觸街坊，與他們就揮春的需要溝通，相信對
學生們是一種鍛煉，他也期望政界、教育
界、傳媒界等不同界別間能更多合作，為學
生帶來書本上無法學到的體驗。
中一學生王同學及李同學接受採訪時表

示，在街上寫揮春與在校練習時感覺完全
不同，對自己而言是一次難得的歷練。
中五學生蘇同學激動地說，可以在街上

書寫揮春並得到途人的讚賞，彷彿自己給
予別人祝福的同時，別人也予以溫暖的回
報，感覺非常開心。「雖然明年正值中六
緊張時期，但如果還有這樣的機會，我依
然會主動參與，為社區出一分力。」

大文集團與民記攜手
邀小書法家寫揮春派街坊

「護老藍圖」支援社工及照顧者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廣濟）虛假
資訊已成為全球關
注的焦點，現今的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接觸大量真假難分
的資訊及新聞，尤
其是社交媒體、短
視頻等。為提升學
生的媒體及資訊素
養，香港文匯管理
學院與粉嶺東華三
院李嘉誠中學開展「媒體資訊素養」項目，首場到校講座在昨
日舉行，共約350名師生參與。香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林賽香
在講座中透過真實生動的案例，講解新聞或資訊造假手法，從
中學習如何防範、識穿假新聞或假資訊。
在歷時一小時的講座中，林賽香從傳媒專業角度拆解新聞資
訊造假的六大手法，包括心理戰、地點造假、時間造假、斷章
取義、偽科學及改圖，並詳細分析不同類型假新聞的幕後贏
家、不同風險及對公眾的危害，最後傳授驗證新聞真偽的實用
技巧。講座穿插了互動環節，透過不同來源的資訊及不同類型
的媒介，包括文字、圖片、短視頻等，與學生進行「搵錯處」、
「打假」問答遊戲，現場反應熱烈，多名學生積極回答。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校長歐文素表示，資訊發達的情況下，
虛假新聞及資訊充斥在現代人生活中，對青年的影響尤其深
遠。今次講座深入淺出，並活用實例，令學生切實了解虛假新
聞資訊的影響、禍害，並教曉學生識辨真假新聞的技巧。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作為有志服務教育界並具備公信力的傳
媒機構，為全港學校提供優質的駕馭支援服務，集團旗下培
訓機構香港文匯管理學院與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合作「媒體
資訊素養」項目為期兩年（2023年至2025年），活動包括4場
校外參訪及8場到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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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管理學院與東華三院李嘉
誠中學昨日舉行講座，讓師生學習如
何識穿假新聞或假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民建聯攜手合作舉行「龍年揮春繽紛寫」活動。
圖為多名中學生即席揮毫，吸引不少街坊圍觀。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攝

◆為期兩年的「護老藍圖2.0」，昨日舉行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陳伯伯（右一）喜獲揮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攝

◀蘇同學期望明年能夠再參
與同類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攝

◆工聯會昨日公布2023年十大勞工新聞選舉結
果。左起：吳偉樑、丘燿誠、林好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為支援社
工及照顧者，聖方濟各大學與香港城市大
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於2019年起合作規劃
及實施，並由李國賢基金會贊助的 「護老
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經過3年時間成功
研發一套「護老者支援模式（CSM）」。
為了使更多護老者受惠，他們將推行為期
兩年的「護老藍圖2.0」，並於昨日舉行「
護老藍圖」護老者支援計劃2.0啟動儀式。
「護老藍圖」計劃團隊主要由城大帶
領，於2019年與基金會合作制定及推出照
顧者支援計劃，並與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
處、香港明愛、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循道
衛理中心及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5間社會福
利機構合作。

計劃擴至4間社福機構
聖方濟各大學副校長（研究及科技）盧

鐵榮昨日在啟動禮上致辭表示，為
期兩年的「護老藍圖2.0」計劃會擴
展至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香港家
庭福利會、保良局及救世軍4間社福
機構，期望協助社工評估照顧者的
需要和資源，完成後運用數據為照
顧者配對最適合服務，以及鼓勵更
多社工採用該些實證有效的工具和
專業方法，支援家庭護老者。
該團隊於2022年 1月至 2023年 3
月成功招募580名護老者參與為期6
個月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透過開
發護老者需要測量工具，讓社工全
面了解護老者身體狀況、心理需要、社交
需要、角色衝突及被照顧長者的「五大需
要」，以及家人支援、自我效能、生活模
式、責任感 、社區支援、靈性和與被照顧
長者的關係的「七大資源」。

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研究教授莊明蓮表
示，計劃協助護老者更容易了解自身狀
況，社工亦可根據其分數作進一步分析，
「對比控制組，實驗組在護老者需要、資
源及生活展望等各方面都有更大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嶺南大學昨日舉辦「迎春之約2024暨『嶺．藝』中
華文化推廣及傳承計劃啟動儀式」，讓來自本地、內地及海外的師生
和來賓一同感受濃厚的農曆新年氣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嶺大校長
秦泗釗致辭時表示，嶺大將致力與著名藝術家、學者和文化機構攜手
合作，通過舉辦各種體驗式學習活動，推廣中華藝術與文化。
嶺大獲嶺南教育機構慷慨捐贈388萬元，推出為期兩年的全新項目
「『嶺．藝』中華文化推廣及傳承計劃」，旨在透過舉辦一系列文化
藝術活動，弘揚及展示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獨特魅力，促進本地及
非本地學生認識和了解中國深厚多姿的文化，並培養本地學生對國家
的歸屬感。
為期兩年的嶺藝計劃於本學年（2023/24學年）展開，分為三個部
分、提供由淺入深的全方位學習歷程，讓學生認識、欣賞及傳承中華
及本地文化。第一部分「輕嘗淺酌」通過體驗式學習或文化交流活
動，啟發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敏感度和興趣。第二部分「噍啖細味」將
舉辦短期學習班，讓學生初步掌握及提升文化藝術素養。第三部分
「力學篤行」將提供長期課程、實習崗位以及不同的內地考察團，助
學生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從而獲得工作實踐的機會和行業聯繫。
「迎春之約2024」亦帶來一系列的才藝表演，包括傳統的中國舞獅
表演，以及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學生帶來的笛子演奏、歌唱和舞蹈
表演等；並由不同國家的學生擺設多個攤位，展示包括巴基斯坦、緬
甸、中亞、墨西哥等地傳統與文化的不同面貌。

◆「『 嶺 ．
藝』中華文
化推廣及傳
承計劃」舉
行啟動禮，
一眾主禮嘉
賓合照。

「嶺．藝」傳承計劃啟動 弘揚中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