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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友師開導 劏房青年不再內向
新來港怕開口遭取笑 參加「飛躍行動」融入香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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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社會未來棟樑，為了激勵基層

青年追夢，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去年6月

起開展3年的「飛躍行動—基層青年實

習、師友及社區服務計劃」，期望每年

協助100名基層青年追尋理想、早日脫

貧。有本身為新來港的學員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參與計劃後令他

擴闊視野，能夠通過與友師的相處，改

善內向性格，亦感受到香港人的熱情，

融入香港生活。他的友師亦期望，自己

如嚮導般與學員同行，提供引導、分享

經驗，作為指路明燈，讓學員學有所

成，活出藍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青年貧窮問題嚴峻，根據統計資料顯
示，在 2023 年第一季，青年貧窮率為

20.8%，即平均每5名香港青年中，就有一人陷
入貧窮困境。支援青年發展的社協，為了減低
跨代貧窮風險，去年推出「飛躍行動—基層青
年實習、師友及社區服務計劃」。
去年參與計劃的19歲學員阿楷來自單親家
庭，2015年跟隨父親從廣東移居香港就讀中
學，一家四口居於劏房。他憶述，自己初來乍
到，對陌生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難免感到不
適應，「我的廣東話並不好，有時候怕說多
了，遭人取笑。」
阿楷表示，在參加這個師友計劃後，每月都
會跟隨導師參與活動，例如一起去看棟篤笑表
演丶參觀展覽等，除了更深入認識香港文化
外，通過在集體活動中，他亦認識許多同樣是
新來港的學員，在相近背景下，更容易打開心
扉與他人交流。

友師盼與學員成終身好友
Billy擔任阿楷的友師。他除了是稅務專家，

亦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友
師，從2021年起先後已3
次擔當友師。
與阿楷的日常相處，
Billy形容他倆的關係較像
朋友和同行者，彼此互相
分享感受和意見，「期望
我們能成為終身好友，就
是那種不用經常見面，但
間中一聚，仍有說不完話
題的關係。」
他笑言，友師也是「收

穫」的一方，每當他與阿
楷相處時，都會被對方的
青春氣息所感染，「成為
友師後，我既能利用自己
的經驗去指引他在學業及
職涯上的方向，與此同
時，我亦在阿楷身上學到
很多年輕人的新事物、新
玩意。」
Billy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經驗扶助年輕人

一把，因此，當他知道阿楷的未來職業目標為
社工時便與對方詳談，得悉阿楷是認真、有決
心和毅力要達成夢想，於是為他分析情況，並
加以提點，一起作好職涯規劃，全力陪伴和支
持他追夢。

學員冀將來做友師助同路人

如今，阿楷已入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一步步往目標邁進，在大學期間，很多事
情他也會請教Billy，比如在人際溝通、為人處
世方面，「他（Billy）就是我的人生老師，很
多時候他讓我大膽點，不要害怕。」
阿楷表示，已經與Billy 約定，在計劃完結

後，兩人的聯繫亦不能因此中斷，以及因感到
計劃相當有意義，他期望未來自己可以成為一
名友師，以「過來人」的身份協助其他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為促進年輕人向上
流動，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最新一期「飛躍行動—基
層青年實習、師友及社區服務計劃」由下月開始，
繼續透過社福機構與商界合作，為基層青年提供工
作實習、「一對一」正向人生指導及獎學金服務。
組織呼籲更多社企及義工加入，為基層青年提供實
習機會及做友師，並期望社會大眾捐款支持獎學金
服務，支援基層青年追尋理想，建立正向人生，增
強脫貧能力。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新一年的飛躍行動正招募

200名義工做友師，及邀請企業為基層青年提供暑假
實習機會，招募200名基層青年參加，以及招募200
名基層兒童接受補習服務。她表示，由於很多基層青
年好不容易升上大專或大學後，有些課程的學費即使
獲全額學生資助也不足夠支付，為免影響他們的學習
進度和成績，於今年為200名大專/大學基層青年頒發
最高一萬元的獎學金。
申請條件是基層青年必須每年為基層兒童補習50
小時，以及分享學習及成長經驗及參與培訓，社協
現時正籌募獎學金，尚欠80萬元，期望通過社會大
眾的捐款，支援基層青年升學，早日脫貧。
施麗珊表示，政府以「同建關愛共融社會，增加青

年上流機會」為四大政策綱領之一，並成立「擺脫跨
代貧窮行動小組」。不過，她認為要避免持續陷入世
襲式貧困境況，必須從教育、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
以及增加原生家庭收入着手。她希望政府全面檢視專
上教育資助，增加教育和經濟支援，提升各項津貼強
化原生家庭經濟，並結合政府、民商合作增加本地實
習及社交機會，讓基層青年看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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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渣哥全線執笠 食客：好耐冇幫襯
「當初靠撐黑暴招攬黃絲客幫襯，家啲亂港

分子走晒，梗係冇生意啦！」大發黃絲財、早
陣子被揭欠租上百萬的大渣哥昨日在社交媒體
宣布會喺未來兩個月全線結業。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下午到大渣哥旗下位於九龍灣德福廣場的小食店觀看
時，有經常在該廣場食肆光顧的街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在得悉大渣哥宣布全線執笠的消息後，其食友並未有什
麼反應，「因為好耐都冇幫襯佢囉！」
由前港姐冠軍譚小環及蔡強榮（渣哥）夫婦創立的大渣哥茶

餐廳及渣哥一九九六懷舊小食店，曾在修例風波期間大發黃絲
財，並極端仇視內地旅客，疫情期間甚至公然拒絕內地旅客入
店光顧，更要求檢查顧客證件。
所謂風水輪流轉，香港社會已復常，特區政府積極修復社會

撕裂後，這種大發亂港財的黃店，其生存空間即大大壓縮。
今年3月，有媒體揭發大渣哥茶餐廳去年虧蝕超過1,400萬
元，更踢爆其位於九龍灣的茶餐廳欠租150萬元，被業主喺門口
貼追租告示，又將入稟封舖，大渣哥仲同黃媒毛記嘅一間子公
司為錢反目，入稟追討毛記子公司98萬元。
大渣哥被食客離棄，生意慘淡，終於昨日宣布全線結業。

但其實，渣哥現存的分店僅剩九龍灣兩家，其中位於九龍灣
的大渣哥茶記將於6月12日結業，德福廣場平台地舖的渣哥
一九九六則於7月8日結業。

食客疏落 店員悶到「玩口罩」
渣哥一九九六主要售賣魚蛋、燒賣等小食。昨日下午，香港
文匯報記者到場觀察時，雖然平台處一帶的路人眾多，但前來
幫襯的顧客卻十分稀疏，現場所見，店內兩名員工幾乎長時間
拍烏蠅，其中一人無聊得很，不時把黑色口罩戴上又除下。
與之距離數百米、位於九龍灣常悅道地舖的大渣哥茶記情

況也好不到哪裏，在傍晚晚飯高峰期依舊生意平淡，大半座
位留空，數名身穿大渣哥圍裙的侍應則百無聊賴地群聚閒
談，還有數名侍應則在餐廳內毫無目的地兜圈巡邏。
現場所見，店內明顯的黑暴裝潢及文宣已經消失，但為了向

黃圈表達立場，大渣哥在點餐收據中仍寫有「同舟人 勢相隨」
字樣，可見有人還存有暗中支持黑暴的亂港之心 。
不過，隨着執笠日子即將到來，其幻想也將灰飛煙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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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少網民見到大渣哥全線結
業呢個消息，熱烈地彈琴熱烈
地唱。有網民感嘆「黃店之
路，就是死路一條」，又有網

民揶揄「點解班手足咁唔齊心嘅！」都可能
見過鬼就怕黑，畢竟過往「黃圈」亂到出
汁，於是都有網民友情提示：「提子（提防
騙子）呢？」
網民「Wong KY」在社交平台留言揶揄，「執
笠唔代表唔使交拖欠嘅租金加利息……」
「Woo Ting Kit」就質疑，「欠租不付，藉口玩

破產，黃店之路，就是死路一條。」
畢竟之前發嘅亂港財，唔怪得之家撐唔
落。「Chan Yiu」就話：「我諗之前支持佢嗰
班野（嘢），頻頻北上之下，回復返味覺，所
以佢米（咪）要摺埋囉。」「Kenny Chu」就指
出，「呢間垃圾餐廳啲侍應串到××，抵佢
執喇！」
「Levin Chong」則中肯地咁話：「食過一
次。總結係靠賣黃不持久哦。食肆好食先係
最緊要，要講到咁白先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網民：黃店之路就是死路
網議網議
政事政事

◀昨日傍晚，大渣哥茶記店
內依然冷清，食客疏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友師Billy與友員阿楷（右）參與活動黑暗中對話。 受訪者供圖

▲大渣哥茶記早前宣布將於
下月結業。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逸飛、
藍松山）「獨歌」《願榮光歸香
港》所謂原創團隊昨日（29日）
在社交平台發帖稱該「獨歌」全新
版本已重新在Apple Music和Spoti-
fy上架，還宣稱「無理的打壓並不
能使人們噤聲」云云。多位香港立
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所謂原創團隊在明知有法庭禁
制令下依然以身試法，高調上載
「獨歌」，必定會自食惡果，他們
呼籲特區政府盡快採取行動，追究
相關團隊和平台責任，維護國家尊
嚴，降低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
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在本月初就
「獨歌」批出臨時禁制令，You-
Tube等平台隨後遵守法院裁定限
制用戶觀看相關影片， Apple Mu-
sic、Spotify、KKBOX 均一度無法
下載該首歌曲。
惟所謂《願榮光歸香港》原創團
隊仍賊心不死，昨日在社交平台宣
稱已上載全新版本「獨歌」，揚言
團隊正努力透過不同的渠道恢復舊
專輯云云。

市民轉載帖文 有違法風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

任何組織、團體、平台，若明知有
法令頒布的禁制令，依然以身試
法，必定會付出法律的代價。他指
出，所謂《願榮光歸香港》原創團
隊明顯藉機煽動分裂國家，企圖達
到危害國家安全的目的。
他並留意到，有市民轉載該帖
文，他提醒廣大市民，有關做法有
違法風險。他敦促政府積極跟進，
減少事件的負面影響。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李鎮強表示，

該團隊的行為絕對是赤裸裸的挑
釁，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他並
指，相關平台幫助「獨歌」重新上
架是助紂為虐，若不及時改正必定
會自食惡果。他並呼籲市民去相關
平台舉報和投訴，督促「獨歌」盡
快下架。

籲學校加強相關教育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表示，特區政
府要積極行動，追究相關平台和涉
事人等的責任。他並呼籲學校加強
相關教育，提高學生對於「獨歌」
危害的認識，避免青少年誤觸「獨
歌」，被其錯誤信息荼毒。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強調，所謂原

創團隊在法庭頒布禁制令後，高調重新上載
「獨歌」，明顯具有刻意違法意圖。特區政
府必須就該情況作出處理，並再次聯絡不同
的網絡平台，商討出杜絕此類事情在香港再
次發生的辦法，若平台對此不作處理，相信
有機會違反香港法例，政府要研究處理辦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發展局早前向立法
會提交《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禁止分判商
與下層工程公司合約設有「先收款、後付款」等不

公平條款，但泥頭車大都按日或按件計薪，並沒與
大判或分判商簽訂合約，或被視為自僱人士而不受
條例保障。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昨日向政府遞交意
見書，要求草案將地盤自僱人士納入條例中。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代表昨日聯同立法會議員林

振昇，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遞交意見書，促請加強
《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的保障範圍。

協會：可讓工友盡快收到工錢
協會主席嚴應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十分支持草

案，「一層拖一層，我們泥頭車司機未能及時收到
薪酬，生活就會陷入困難。聘用我們的判頭收不到
錢，我們也沒辦法追到錢。條例通過後，我們對上
判頭不被拖欠工程款，我們也能盡快收到工錢。」
他認為條例忽略了很多自僱人士，「草案有個50

萬元工程款的下限，但很多時我們泥頭車只是口頭

合約，送幾車，然後15天收錢等，就變得不受條
例保障。」
他解釋， 泥頭車一般按日或按件計糧，一般於
15天上單一次，以15天為一期、按期數出糧。近
年經濟不景，大判與分判之間層層拖欠薪金，出
現無數次泥頭車司機被拖糧的個案，主因在於屢
屢出現爭議時，總承建商認為泥頭車司機多屬自
僱人士，屬於與不知名分判商的商業糾紛，而不
予理會，最終相關的泥頭車司機需採取工業行動
解決。
嚴應雄表示，早年訂立分判商及工人註冊條
例，泥頭車司機協會亦參與訂立的過程，清晰訂
明分判商及工人註冊各方權責，一律列為工人，
進出地盤需要出示平安卡及工人註冊證，因此泥
頭車司機亦應視為受僱，受惠於《建造業付款保
障條例》。

泥頭車司機協會促「付款保障」草案納自僱者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代表昨日向發展局代表遞交
意見書，要求《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把地盤
自僱人士納入條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