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強颱風「摩羯」來襲，香港天文台昨日傍晚6時20分懸掛八號風

球。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港鐵站直擊，見到在機場工作的市民周先生卻趕

往機場，他說：「打風落雨都係要返工，有時無列車服務，搭的士被劏

都要返工，公司又無交通津貼。」這不是孤例，勞聯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僅33.3%僱主在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為僱員發放當值津貼及特別交通津貼，而且僅三成僱主在上述天氣下會安排

接送服務。有航空業員工表示，大部分工友對颱風期間返工已有心理準備，惟實際到達崗位的時間

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員工無法準時回到崗位，更有僱主直接扣減僱員的年假。亦有外判清潔工人

指，打風時在戶外清理去水渠，承辦商僅提供安全帽，雨衣、水鞋等均要自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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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波照返工 67%僱員零津貼
遲到慘遭扣假期 清潔工竟要自備雨衣水鞋

勞聯昨日舉行記者會，機場空運員工協會代表
方先生在會上表示，大部分機場員工在入職

時已做好颱風返工的心理準備，地勤營辦商一般亦
有專車接駁，但接送服務基本上只在機場附近一帶
行駛，僱員從家中到專車上落點，仍要員工自行想
辦法，住所位置很大程度會影響通勤。「假設兩位
工友都住屯門，一個在屯馬線附近，一個住村屋、
遠離鐵路沿線，颱風下的通勤時間可能差好遠。最
頭痛是九號或以上風球，機場快線停駛，就要自己
想辦法。若是遲一兩個小時，有合理理由，主管或
有通融；當若是全日返唔到，就可能被扣年假。」
機場在員工安全方面保護相對充足。方先生說：
「只要有飛機起降，我們就要出去停機坪工作，僱
主會提供頭盔、安全鞋等裝備，也會舉行安全簡介
會。如果出現紅色閃電警告，就必須立即停止作
業，找地方暫避。」他指，惡劣天氣下工作較平日
更有難度，不過相信一年以上經驗的熟手亦可應
對。

清潔工人的安全裝備則有待改善，外判服務合約
人員工會代表忠哥昨日表示，打風時仍需要外出，
清理道路積水、水渠等，「基本的保護只有頭盔，
水鞋、雨衣、膠手套都要工友自備。」他續指，酷
熱天氣時亦很難按照指引及時休息，有時工作地點
距離垃圾站很遠，清潔承辦商沒有有效通報上班安
排，只靠工人自己感知決定是否上班。

三成僱主安排接送服務
勞聯今年7月至8月就《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及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守則》的實際執行
情況，訪問642名工友。結果顯示， 57.5%受訪者在
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需要返工，涉及公共運輸、物
業維修、保安、清潔、醫院、機場、護老院及飲食業
等從業員。 33.3%受訪者的僱主會額外發放當值津貼
及往返工作地點的特別交通津貼，32.5%僱主會發放
高於正常工資的津貼，僅30.1%僱主有安排接送服
務。

勞聯倡惡劣天氣加人工
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對調查結果失望。

他認為，僱員在極端天氣下返工，途中面對不可預
測的惡劣環境，甚至構成人身安全威脅，如僱員因
此無法上班，僱主不應扣薪或扣假。即使公司未能
提供接送服務，亦應為僱員提供特別交通津貼，讓
僱員在交通工具上有更多選擇。「指引和工作守則

都寫得很好，但很多僱主都不遵守。例如八號風球
下有僱主仍要求僱員返工，這時公共交通已經停
頓，的士又是海鮮價，有的人可能花500元搭的士
上班，僱主不報銷，這一天就白做了。」
他促請勞工處廣泛宣傳相關指引，如強調僱主不
可隨意扣除員工年假及休息日，要求員工在惡劣天
氣下工作應提供交通津貼及支付更高工資等，若加
強宣傳後相關問題仍未得到改善，可考慮立法。

各部門「超前準備」應對風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香港
特區政府官員積極行動，應對「摩
羯」影響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
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他已提醒政
府各部門必須為颱風、大雨做好「超
前準備」，在幾天前已開展加強相關
預防工作，強調各部門會繼續堅守崗
位，確保颱風襲港的準備、應急和善
後工作都能落實到位，保障市民的生
命財產和公共安全。他昨晚到保安局
啟動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視
察，聽取各政府部門匯報中心的統籌
部署和應急協調工作等。
發展局前晚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
為更好應對強颱風，局方已於9月4日
主持跨部門會議，統籌有關應對水
浸、山泥傾瀉、塌樹、構築物及地盤

安全的準備工作。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
發帖表示，房署不論是屋邨管理或地
盤管理的人員在颱風迫近之際已開始
準備，已聯同物業管理公司和承建商
做多項應對措施，包括檢查及清理排
水渠；檢查大廈公眾地方的窗和門
閘；檢查及穩固天台物件；穩固及圍
封吊船、工作平台等；移除公眾露天
地方的雜物或鬆脫物；巡查並確保邨
內樹木穩固等。

29個臨時庇護中心昨午開放
各區民政事務處已提早在昨日下午4
時起開放共29個臨時庇護中心，供有
需要市民入住。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
長麥美娟、副局長梁宏正，民政事務

總署署長張趙凱渝等昨日視察了油麻
地和深水埗的臨時庇護中心，並感謝
各關愛隊颱風期間在中心當值，協助
有需要市民。
運輸及物流局署理局長廖振新昨日

下午已到訪港島區路政署緊急控制中
心，了解部門應對風暴的預防、應急
及善後工作，並為當更的人員打氣。
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
示，該控制中心會實時監察全港路
況，隨時候命協助處理塌樹、水浸、
山泥傾瀉導致的道路阻塞，及為受損
路面作緊急維修，讓社會於風暴後盡
速復常。
另外，教育局宣布，為確保學生安

全，所有日校包括中學及小學，今天
停課。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晚視察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
Fb圖片

市民「風搶」菜肉 攤販坐地起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昨日八號風球掛出
前，不少市民已「動起來」，趕往超市或街市搶購
物資。有菜檔商戶表示平時晚上7時才收檔，下午
約3時蔬菜被搶購一空，提早收檔。有市民為張羅
一家五口的伙食，一口氣購買比平日多3倍的蔬
菜、肉類等分量。有市民投訴菜販趁風加價，「平
日賣幾元一片的冬瓜，漲價一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旺角街市、超市直擊，

只見大批市民在自助結賬機及人工櫃台前排隊結賬，
其中旺角街市數十名市民在攤位前搶購蔬果、肉類等
貨品，有幾個攤位的部分貨架空空如也。

購買量多 提早清貨收檔
「目前菜檔擺放的貨品只剩下幾樣，例如10元

兩包的蒜頭仍有貨賣，生意很好。」正準備收檔的
菜販許女士表示，市民都提前買菜囤貨，每人購買
的數量亦比平日多，「平日大概晚上7點賣完收
檔，這天（下午）3點就差不多可以收檔。」不
過，她擔心運送蔬菜的貨車今日能否順利到港，
「之後幾日都不知有冇菜來，不知開唔開到檔賣
菜。」
不少市民帶着手推車在場四周搜購。吳先生直言

要為一家五口囤貨，昨日購買比平日多3倍數量的
物資，包括可儲存在雪櫃的凍肉，「不知颱風幾時
走，買多少少，反正可以放雪櫃保存。」
林女士本周末孫輩會到家裏飯聚，所以昨日她也

需要購買周末用的湯料等。被問到貨品的售價，她
說：「每逢颱風來臨，貨品價格都會有所上升。」

另一名市民許先生向記者投訴，菜檔平日賣幾元一
片的冬瓜，昨日漲價至十多元一片，「那麼貴，我
寧願不買，屋企雪櫃仲有好多食材，可以頂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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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黃子龍）面對超強
颱風「摩羯」逼港，
各區區議員及關愛隊
亦紛紛做好準備。他
們從前日起便落區巡
查，特別巡視過去的
颱風黑點，同時在水
渠、路面清理樹葉及
垃圾等堵塞物，並提
醒市民應對颱風。有
區議會就極端天氣專
門開設溝通群組，以
協調區議會內部力量
或通報政府部門及時
處理。
東區區議員植潔鈴
昨日到歌連臣角山上巡查，提醒
竂屋居民，告知緊急聯絡方式及
就近庇護中心，讓他們得悉有需
要時可以如何求助。她提到，去
年颱風侵襲時，歌連臣角山上出
現山泥傾瀉現象，還出現大石堵
塞，導致通行不便；今次特意前
來巡查，見到山泥傾瀉的斜坡已
修葺完成，山上雜物及大石已清
理好。她又說，現時區議會內就
極端天氣開設了溝通群組，各議
員會將發現的情況在群組中通
報，以便及時處理。
西貢區議員李家良昨日到窩美村及
黃竹灣巡查。他提到，之前每次打
風，這些地方都有機會水浸，因此早
前土木工程拓展署幫住戶裝了水閘，
見到有市民不熟悉如何使用，或自行
安裝，因此上門查看及協助，同時看
看是否有水渠堵塞等。

環保大道停車場有防備
西貢區議員張美雄昨日上午巡

視了整個環保南，提醒各方做好
防風工作。他特別去了今年出現
泥石流導致水浸的環保大道露天
停車場巡視，看到民政事務總署
帶領各部門做了不少工夫，包括
渠務署開了新的疏水渠口位及渠
道、環保署建好了新的混凝土牆
及水位監測器、路政署事前也做
好清理渠道的工作。他又到環保
大道、康城路及各地盤周邊巡
視，提醒了各承辦商做好綁鬆散
物料、外棚架固定的工作。
此外，中西區區議員劉天正和

堅摩關愛隊在堅尼地城一帶巡查
風暴黑點，提醒居民做好防風措
施。屯門區議員徐帆聯同房屋署
大興邨辦事處及清潔公司職員巡
區，加強渠道清潔去水等相關防
風措施。北區區議員侯漢碩聯同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賴子堅，以及
北區上水鄉郊關愛隊成員，把沙
包安置到村內，並在出入口把沙
包築成小型擋水閘。

◆劉天正用長鉗清走渠口的雜物。 受訪者供圖

◆勞聯發布惡劣天氣及極端情況下僱員處境的問卷調查結果。左起：勞聯油尖旺地區幹事劉學廉、勞聯
副主席譚金蓮、勞聯秘書長/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方先生、忠哥、玲姐、
Gurung。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摩摩羯羯襲港襲港

◆八號風球前，市民到超市購買蔬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八號風球前，市民到街市搶購食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發展局舉行跨部門會議部署應對強颱風。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