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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保就業本周公布補充方案 散工定長工？釘板工盼釐清身份

工會倡以牌照計人數提供資助

單日閃電次數近十年最多

大公報記者 黃慶輝

三年來首個黑雨多宗人車被困
受一道低壓槽影響，本港昨凌晨廣泛地區落傾盆

大雨，多區變成澤國，車輛 「陸上行舟」 後死火，觀
塘行車隧道全被水淹浸。天文台發出三年多以來首個
黑色暴雨警告，其間閃電約1.4萬次，有多人報告被
洪水圍困。一輛消防車在九龍灣前往救援時遇上交通
意外，四名消防員受傷送院。天文台早前預測，本港
全年料有4至7個熱帶氣旋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

天文台料今年七個風球襲港

【大公報訊】記者倪清松
報道：天有不測之風雲，本港
昨凌晨突然風雲色變，雷雨交
加，天文台更發出三年內首個
「黑雨」 警告信號，由凌晨零

時至昨晨，本港境內雲對地閃
電共錄得14046次，當中新界
東錄得8627次、港島及九龍錄
得2602次、新界西錄得2484
次，大嶼山則錄得333次，是
自2010年9月9日的14599次後
，近10年單日次數最多。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細
明表示，今次暴雨是因一低壓
槽影響，由於其雷雨區較強，
故本港的雨勢及雷暴亦很大。
他強調，低壓槽有隨機性，故

不會每次受低壓槽影響雨勢都
一樣，由於該低壓槽仍在華南
沿岸徘徊，預料未來一、兩日
仍會受其影響下雨。

香港天文台早前預測，今
年6月或以後，本港將踏入風
季，全年估計或有4至7個熱帶
氣旋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
。而受全球暖化影響，今年的
全年平均溫度偏高，或成為最
高氣溫紀錄的頭10位。

資料顯示，自1992年暴雨
警告信號系統設立以來，歷年
來 「黑雨」 持續時間最長的是
1999年8月23日，歷時5時47
分鐘；最短則是2004年5月8日
，僅維持了40分鐘。

【大公報訊】記者陳君輝
報道：天文台昨凌晨發出三年
來首次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多區道路變成澤國，多輛汽車
在水中拋錨，國際專業保險諮
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示，駕駛
人士如購買綜合保險（全保）
，在 「黑雨」 期間駕車遭遇意
外，亦屬於受保範圍內，可獲
賠償，賠償額視乎實際損毀程
度。若投保者只購買第三保，
即第三者保險，因其受保範圍
不包括自然或天然災害，不會
獲保險賠償。

羅少雄指出，駕駛者若購
買了綜合保險（全保），都會
涵蓋惡劣天氣下駕駛的情況，
但駕駛者必須採取一切合理措
施防止交通意外發生。換言之
，若駕駛者明知前路水浸，仍
堅持使用該道路駛過水浸位置
，導致汽車損毀，一般會視為
冒險駕駛而不獲賠償。不過，
若可證明當時行車有合理必要
性或動機，例如在駕駛途中突
然出現惡劣天氣，停泊在一個
合法停車場但遇上水浸，保險
公司仍會負責有關賠償。

車輛買全保遇天災有得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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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
開設職位

涵蓋範疇

招聘日期
生產力局網上招聘展
開設職位

涵蓋範疇

招聘日期

逾500個有時限職位
30個項目統籌員（電動車）職位
、約30個項目助理（減廢及回收
）職位、45個包括環保教育主任
、環保教育助理等職位、150個環
保大使、50個清潔工人職位、50
個生態導賞員及技工、約100位環
保大使、50位減廢回收環保大使
已經開始陸續招聘

接近100個
智能製造、機械人和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及數碼化轉型等
5月28日至31日

金融管理局

開設職位

涵蓋範疇

招聘對象

招聘日期

月薪

房屋協會

開設職位

涵蓋範疇

招聘日期

約300個（金管局聯同銀行業
推出「銀行業人才起動計劃」）

零售及商業銀行業務的前線營
運及後勤工作

2020年畢業的本地大學本科生

6月15日開始

12,000元

150個短期及見習生職位

物業管理、物業發展及市場事
務、資訊科技等

即將展開

多個機構招聘創造就業

▲天文台在 「黑雨」 期間錄得逾1.4萬次雲對地閃電
「社區天氣觀測計劃CWOS」 網民Alex Ng攝

▲觀塘翠屏邨的道路變成澤國，一輛護衛公司私家車被大水沖上行
人路而損毀 網上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
明報道：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圓圖）表示，
政府的 「保就業」 計劃推
出至今，已收到31萬宗申
請，包括14萬個僱主及17
萬個自僱人士。他坦言，現時
計劃未涵蓋建造業接近4萬名長散工
，正考慮補充方案，期望本周公布細
節。政府將於下周公布最新失業率，
他相信將超過5.2%。

羅致光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保就業」 計劃由上月25日接受申請
以來，全港27萬個合資格僱主中，有
14萬個已申請，自僱人士申請則有17
萬個。他預期最終會有七至八成僱主
申請，部分僱主可能考慮到 「聲譽成
本」 或社會責任，卻步不申請計劃。

羅致光稱，沒為計劃成效設定指
標，但會以6月收入情況與3月時員工

受聘情況作比較，換言之，他
希望能夠確保計劃下公司3
月份受薪人數的員工有糧
出，發放津貼後可以令市
場貼近3月時的情況， 「我

哋只阻止到僱主唔裁員，但
阻止唔到唔結業。」

新項目幫助「長散工」
談及建造業情況，羅致光承認計

劃有遺漏，認為現時情況不理想，他
為此致歉。他解釋，在 「保就業」 計
劃接近開始接受申請的時候，政府才
了解到，一些僱主將 「長工」 當作 「
散工」 而作出強積金供款，以至他們
在現有受託人的紀錄上是 「散工」 ，
而不是 「一般僱員」 ，有關僱主不能
申請 「保就業」 計劃。

現有安排下，建造業只有1.2萬
人是長工，可受惠於 「保就業」 計劃

，估計有3萬至4萬名長散工得不到該
計劃保障。羅致光稱，發展局正研究
新項目幫助這類長散工，尋找一個方
法，重新找回這些實際上是 「長工」
的 「一般僱員」 。他稱具體安排很快
會拍板，希望本周公布細節。

今年2至4月失業率為5.2%，創
10年新高。羅致光稱，本月16日公布
的3至5月失業率，很可能再惡化，相
信高過5.2%，形容「大家唔好有幻想
，應該會發生」 。但他預期隨着 「保
就業」 津貼於6月底發放後，6月份失
業率會較4月份好，相信不會如當年
沙士失業率般高達8.5%，因為 「我
哋今次底子好啲。」 羅致光又稱， 「
保就業」 計劃有申請人「打錯了」提交
的強積金編號，以致影響其他申請者
因編號重複而被拒絕申請，一度惹起
被盜用疑雲。他呼籲申請人小心輸入
數字，「好彩唔算好多，唔夠1%。」

本港由昨日凌晨開始天氣急
劇轉差，雷雨交加，廣泛地區錄
得超過70毫米雨量，荃灣、沙田
、馬鞍山、西貢及東九龍更錄得
約300毫米雨量。

天文台在凌晨零時40分及凌
晨1時30分，先後發出黃色及紅
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發出水浸
、山泥傾瀉特別報告，更於凌晨
2時55分改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是自2017年5月24日以來首次
發出 「黑雨」 信號。

巴士車廂現「急流」
「黑雨」 期間，九龍多處街

道變成澤國，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對開的大磡道出現水浸，一輛由
荃灣開往觀塘小巴在水中死火，
多名乘客滯留車內，有乘客冒險
落車涉水離開。

觀塘成為水浸重災區，觀塘
道變成河流，行車隧道全被水淹
浸，一輛專線小巴於水中死火，
消防員到場救出多名被困乘客。
翠屏邨對開一輛護衛公司私家車
在水中漂浮撞向路邊損毀。

九龍城道、黃大仙龍翔道亦
有多輛汽車在水中死火，消防員
到場救出被困人士。一名平治私

家車司機表示，駕車回家途中被
水圍困，他雖購買了全保，但不
知 「黑雨」 下會否獲賠償。

將軍澳一輛巴士被大量黃泥
水湧入車廂，出現 「急流」 奇景
，乘客紛紛舉起腳避水。西貢北
圍村有車被水沖落工地，有狗隻
死亡。

新界區同樣多處出現水浸，
凌晨2時30分，天水圍新生村水
深至少兩呎，大量洪水湧入屋內
，一對年邁夫婦報案，指在家中
被洪水圍困，無法離開，消防員
接報馳至救出兩名老人，再送院
檢查。

將軍澳寶琳路、飛鵝山道及
荃灣荃錦公路等地，發生山泥傾
瀉，幸無人被困或受傷。

凌晨4時45分，在九龍灣宏
照道與常怡道交界，一輛正趕往
救援的消防車與另一輛的士相撞
，的士司機、乘客及四名消防員
同受傷送院。

至凌晨5時40分，雨勢開始
逐漸減弱，天文台改發 「紅雨」
信號，大半小時後，再改發 「黃
雨」 信號，至早上8時05分所有
暴雨警告信號取消。所有上午校
停課。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
就政府研究 「保就業」 計劃對建造業
推出補充方案，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稱
，工人大多是日薪，疫情下經常換僱
主或停工，即使供強積金也難界定身
份，希望當局用較簡單方法保就業，
建議以持有牌照等標準界定身份。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稱
，反對派近年在立法會不斷拉布，拖
垮基建工程不能 「上馬」 動工，加上
去年黑暴橫行，今年疫情衝擊，情況

雪上加霜，前期工種如紮鐵、釘板、
「落石屎」 等工人最受打擊。

「前期工種屬地盤工程建設前工
序，一般是穩固地基，但當地基穩固
後，他們便失業，所以一定要有連綿
基建供應，他們才有穩定餬口。」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
任吳偉樑稱，60歲以上的前期工種工
人最慘，有工人自新年後 「冇工開」
，較年輕 「有工開」 的就被僱主壓價
，就業不足， 「中期工種如油漆、後

期如裝修，一樣被壓價，油漆 『工會
價』 日薪2000元，而家普遍被壓至
1500元左右。」

吳偉樑希望， 「保就業」 計劃對
建造業工人，除透過強積金戶口計算
員工數目外，應彈性按持有牌照等資
格計算， 「建造業工友唔係個個有供
強積金，即使有供，大部分日薪出糧
，工友根本唔知僱主有冇供款，希望
政府從持有牌照如水喉匠牌照、電業
牌照等之類去計算人數。」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 「我
有畀強積金供款，每日扣錢，我都唔知我
究竟係一般員工、長散、散工，還是自僱
人士。」 32歲的阿傑是地盤 「釘板」 工人
，入職10年，2018年 「好景」 時，啟德
、白石相繼發展，行業以 「工會」 價格日
薪2500元計算，每月開工約25天左右，
平均收入可達五、六萬元，但黑暴、疫情
接連衝擊，收入現已大不如前。

「今年過年後就好靜，地盤因冇材料
，又怕傳染病毒，大部分停工。2至4月我
每月只開幾日工，上月先
好返少少，開到15日，
但就畀僱主壓價，日薪由
2500元減至1500元。」

阿傑稱，行內根本沒
有 「長工」 可言，美其名
「長散工」 ，實際也是以

日支薪的散工， 「通常判

頭以工程為期限搵人，最長一年半載，最
短三個月，但不論期限長或短，所有工人
都以日薪計糧，有工開有錢，冇工開冇錢
，鍾意換人就隨時換人。」 他說曾經一個
月內更換多個僱主，一年內更換五至六名
僱主是平常事。

他有供強積金，但僱員供款部分會由
當天僱主在當天薪金自動扣起，每天以
100元為限，日薪2000元或以上一律供款
100元，少於2000元則按5%被扣起， 「
我相信僱主有幫我哋供款，但實際有冇，

我真係唔知。經過今次保就
業計劃，我希望當局可以釐
清我哋身份，係僱員？長散
？散工？還是自僱人士？」

◀阿傑表示，行內根本沒有
「長工」 可言，大多數是以
日支薪的散工

閃電1.4萬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