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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為爭奪人才，警務
處今年提早於 12 月舉辦大型招募日，目標網羅即將
畢業的大學生，以便在未來數月完成品格審查，明年
畢業便即可加入警隊成為見習督察或學警。今個財政
年度截至上月底，起薪點3.3萬元的見習督察，投考
人數較去年升19%，有明年畢業的大學生應徵者表示
，警隊薪酬吸引，提早招募更增加報名意欲。

警隊全年招募警員與見習督察，並通常於7月舉
辦大型招募日，但今年首次舉行兩次大型招募日，繼
7月後，昨日舉行第二次招募日，1677名已報名投考
警員及見習督察的人士，到灣仔警察總部接受初步遴
選。

警務處招募組總督察張國威表示，首次提早在
12 月舉行招募日，是想吸引應屆畢業生提早報名，
因為投考人士必須通過警隊的品格審查才能入職，投
考警員的品格審查一般需時3個月，投考見習督察則
需時6個月。若明年7月才舉行招募日，合資格的應
屆畢業生便可能會被 「拖」半年才入職，提早招募，
成功投考者便可於明年畢業便立即加入警隊。

投考見習督察人數增19%
警隊今年度目標招募180名見習督察及890名學

警，截至上月底，已招募了 99 名見習督察及 510 名
學警。警隊薪酬高，督察起薪點33275元，警員起薪
點18810元，吸引今年投考人數再上升，在4至11月
，有 5160 人投考見習督察，較去年同期升 19%，
7127人投考警員，較去年同期升13%，整體投考人數
較去年同期升15%。統計紀錄顯示，見習督察投考成
功率大約2%，即每50名投考者只有1人成功，警員
則每10名投考者有1人成功。

明年才畢業的中文大學體育系三年級學生黎先生
，昨日接受見習督察初步遴選。他說已開始籌謀出路
，在體育教師與投考警隊兩者之間比較，警隊薪酬福
利都較吸引，起薪點遠高於一般私人機構的一萬多元
月薪。私人企業通常於年底至翌年初期間到大學 「揀
蟀」，不過他說今年尚未開始見私人企業到大學舉辦
招聘日，相信不少大學生會嘗試投考警隊。

城市大學工程系三年級學生謝小姐也是投考見習
督察，她說未開始找工作，但警隊今年提早招募，提
升她的報考意欲，認為未畢業就有機會投考警隊，可
為明年畢業出路準備多一個選擇。

警方昨日為投考者舉行四場分享講座，警務處人
力資源總警司張靜稱，警員需要有誠信、有承擔，警
方會了解投考人個人財政、家庭背景等，找出與警隊
價值觀相近的申請者。她特別提醒投考者，在警隊工
作要有專業敏感度，不能把工作期間的照片、資料放
在社交網站分享。她又指，近年常有投考者在英文能
力考試中串錯單詞，提醒應考者注意。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華表示，
近年經濟環境不好，大學畢業生的薪酬增長不大，即
使能受聘於私人機構擔任見習經理，平均月薪大約只
有 1.5 萬至 2.3 萬元。面對樓價高企，年輕人擔心無
力買樓，畢業生傾向以薪酬多寡決定工作取捨，而政

府工待遇一般比私人機構好，更多人選擇政府工是可
以理解。她稱未必人人適合加入警隊，而且經濟欠佳
，私人企業近年減少聘請新畢業生，相信警隊提早招
募，不會影響私人機構招聘人才。她提醒畢業生，選
擇工作時應考慮個人能力及職業前景，不要單純考慮
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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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人（4,331人／19%）

7,127人（6,332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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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來源
食物價格昂貴
租金昂貴
燃料費昂貴
住屋條件差
公屋輪候時間長，未能上樓
擔心自己健康
交通費昂貴
公立醫院輪候太長
沒能力或沒金錢搬屋，未能改善居住環境
就業困難

人數（比率）
343（78.7%）
275（63.1%）
240（55.0%）
239（54.8%）
225（51.6%）
220（50.5%）
214（49.1%）
181（41.5%）
169（38.8%）
164（37.6%）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環境局今日就廢
物管理事宜舉行持份者參與會議，消息指政府初步
認為要開徵垃圾收費，而且傾向按量收費，丟棄垃
圾越多付費越多，但未有收費水平及執行細節。環
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表示，垃圾徵費的細節仍有待諮
詢。

政府將於本月中向立法會交代垃圾徵費第一期諮
詢結果及未來路向，昨日有消息透露，政府文件未必
建議垃圾收費水平，只會重提諮詢文件內容，包括台
北及首爾等城市的垃圾徵費經驗，市民要買專用垃圾
袋丟棄垃圾，因應垃圾袋的大小，台北每袋垃圾的徵
費由 0.36 元港幣至 14.4 元港幣，而首爾的垃圾徵費

則由每袋0.22元港幣至11元港幣。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

示，垃圾徵費是否按量收費，以及如何執行等具體細
節，還有待諮詢，政府未有具體方向。

政府消息人士估計，若開徵垃圾收費，向工商界
收費相對較容易，對一般家居住戶收費則較困難，而
且可能引發其他問題，例如為逃避收費而把垃圾扔到
街上、高空擲物，甚至不排除因為有人把垃圾倒入廁
所沖走而堵塞糞渠。

家居廢物有下降趨勢
環境局指，市民每日產生的家居廢物有下降趨勢

，去年每日人均產生廢物約 1.27 公斤，較 2007 年減
少4.5%，全港每日產生的家居廢物超過1.7萬公噸，
近半可回收，但加上工業廢料等其他廢物，每日仍有
1.35萬公噸廢物被運到堆填區。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
在立法會上指，堆填區即將爆滿，源頭減廢未能逃避
固體廢物處理問題，將會推出都市固體廢物藍圖，不
止堆填區，還有垃圾徵費等措施。

另外，陸恭蕙表示，現行政策鼓勵巴士公司試用
電動和混能巴士，減少路邊空氣污染，未來一年會有
新巴士運抵本港試驗，目標是希望做到巴士零排放
，但要時間實踐。她說，如果購買新巴士的費用不
是太貴，相信在可接受的票價下，市民不會質疑，
但如果新車太貴，就要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但路
線重組可以減低加價壓力，也可以減少擠塞和廢氣
排放，政府會以開放和開明的態度，研究路線重組計
劃。

政府擬按量開徵垃圾費

綜援戶津貼難抵貴租金
【本報訊】租金越來越貴，基層家庭負擔更重。有調查

發現，受訪綜援家庭的住屋租金，很多都超出租金津貼的資
助。有綜援關注團體促請政府調高津貼額，並加快興建公屋
，讓居民更快上樓。

促加快興建公屋
關注綜援政策聯會在9至10月期間，訪問了127個領取

綜援的家庭，大部分是住在劏房或板間房。68%受訪家庭表
示，屋租超出租金津貼的資助，其中住在港島區的綜援戶，
平均超出1,100多元，較九龍及新界區高。受訪家庭表示，
要靠生活費補貼住屋開支，甚至要食少餐，有人要借錢交租
。六成家庭希望社會福利署增加綜援的租金津貼。

聯會指出，政府建議明年將租金津貼增加 7.3%，但仍
追不上實際租金升幅，建議社會福利署縮短租金津貼的檢討
時間，促請加快興建公屋，縮短輪候時間，紓緩市民壓力。

封路後新行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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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食與住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
但通脹高企，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調查顯示，
食物與租金昂貴，已成為深水埗基層市民生活
重擔的最大來源。他們平均面對 9.63 項壓力
事件，有一家五口擠住200方呎的劏房，有獨
居婆婆要到街市檢執賣剩菜填飽肚子，生活擔
子繁多，已響起警號，約90%居民對生活感到
不滿。

女青年會於6至8月期間，在深水埗成功
訪問436名基層人士，在 「十大生活擔子」選
擇中， 「食物價格昂貴」高踞第1位，79%受
訪者認為這是他們的生活最大負擔，顯示糧價
飆升，已成為基層家庭的 「頭號」敵人。 「租
金昂貴」排第2位，63%受訪者視此為生活負
擔，然後依次是 「燃料費昂貴」、 「住屋條件
差」、 「公屋輪候時間長，未能上樓」等（詳
見表）。

逾八成人對生活不滿意
調查顯示，受訪者平均面對着 9.63 項壓

力事件，超過70%人受壓於最少6項事件。逾
80%人稱對生活感到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的更
佔17.7%，居民的精神壓力指數亦偏高。

阿寬一家五口居住的劏房，面積只有200
平方呎，月租3,800元，全家靠領綜援及太太
兼職清潔工維持生計。阿寬說，輪候公屋已有
四年多，但仍未派屋，其他開支尚可 「拉上補
下」，租金卻是 「冇得慳」，還有食物貴及三
名子女學費貴，生活百上加斤。

76 歲的獨居婆婆鄧炳妹，租住的 80 方呎
劏房月租2,000元，她於2005年來港，2010年
申請公屋，最近獲派 「長者住屋」單位，但因
為不想與其他住客共用廚廁，所以放棄。她現
時靠綜援金2,600元與租金津貼1,335元維生，
屋租加上水電煤等每月開支已用了2,200元，
平日省吃儉用，從不掏錢買菜蔬，而是趁街市
「收檔」時撿拾剩菜，並執紙皮幫補生計。

盼政府用新思維助基層
女青年會督導主任陳玉娟稱，希望政府運

用 「新思維」及 「凝聚社會共識」，盡快在市
區或擴展市區加建公屋，縮短輪候公屋時間；
提高租金津貼，檢討綜援租金津貼水平；在通
脹周期為基層人士提供綜合及持續的 「低收入
補貼」，紓緩貧窮家庭因面對糧價、屋租飆升
及交通費倍增而產生的生活壓力，改善基層人
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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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圍道介乎浙江街至上鄉道一段道路，昨日起由六條行車線
減至三條行車線，建議駕駛人士改用浙江街，沿靠背壟道再經天
光道，繞過受影響的馬頭圍道

▲封路措施令多個行人過路處受影響，路政署加設了一些臨時過
路設施

▲介乎上鄉道至浙江街的一段馬頭圍道向尖沙咀的三條行車線被水
馬封閉

▲女青年會於6至8月期間，在深水埗成功訪問436名
基層人士，了解他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因應港鐵沙中線九龍城段工程，馬頭圍
道介乎浙江街至上鄉道實施首階段改道，由
來回六條行車線減至三條，其中兩線南行往
尖沙咀，單線北行往觀塘。首階段改道為期
一年，之後會繼續分階段封路。工程人員昨
通宵為改道做準備，塗上新道路標記，封上
交通燈，並用水馬分隔封路範圍。

23條巴士路線受影響
由於封路，馬頭圍道一帶的巴士站及專

線小巴站需要搬遷，乘客需走遠一點才可上
車。受影響巴士路線多達 23 條，包括土瓜
灣街市外的A22及E23前往機場路線，但通
宵巴士線不受影響。巴士公司已張貼告示，
職員亦用了布袋將舊的車站牌遮蓋或推走，
避免混亂。

今天是改道後首個上班上學日，運輸署
總工程師梁達輝預計，交通會比較繁忙，上

班和下班繁忙時段，車流會較多，呼籲駕駛
者盡量改用公主道和亞皆老街等替代路線，
亦提醒市民提早出門。

有市民批指示不清晰
有在中環上班的市民昨表示，擔心今早

交通擠塞，故此會提早約一小時出門；有居
民也謂，擔心平日已相當繁忙的馬頭圍道塞
車情況加劇，今亦會提早出門。另有市民批
評，現場指示不清晰，不知道改道情況。有
小巴司機也指，行車線減少， 「埋站」時需
要與巴士爭路，上落客位置亦改動，昨日早
上的乘客量較過往周日減少三成多。

昨日改道首日適逢周日，運輸署在現場
擺放臨時路牌及電子監測器，監察交通擠塞
情況。昨日車流相對平日少，行車大致暢順
。港鐵昨安排約 40 名員工，在受影響路段
向居民派發封路及交通改道資料，向居民講
解改道詳情，讓他們更容易找到車站的位置
。有市民來到巴士站才發現已搬遷，需向港
鐵職員查詢新巴士站位置。

馬頭圍道今或大塞車
封路後首工作天 專家籲提早出門

為配合港鐵沙中線工程，土瓜灣馬頭圍道昨實施首階段封路改道措施
，今天首個上班上學日或將面臨大塞車！有市民表示，今會提早一小時出
門上班；亦有小巴司機估計，乘客量會因車站搬遷大減逾三成。運輸署呼
籲，駕駛者於上班及下班繁忙時段宜盡量改用公主道和亞皆老街等路線。

本報記者 鄧如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