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跌5周期少1.47萬人失業
按行業分析，大多數經濟行業失業率均錄得下跌。

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
計失業率下跌0.9個百分點至7.6%，其中餐飲服務活
動業的失業率下跌1.4個百分點至8.6%。建造業和藝
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亦錄得明顯跌幅。失
業人數則由4月至6月的213100人，下跌至5月至7月
的198400人，減少約14700人。同期的就業不足人數
亦由96000人下跌至92300人，減少約3700人。

羅致光籲實現更廣泛接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展望未來，隨經

濟復蘇，加上政府發放消費券計劃的幫助，勞工市場
應會繼續改善。他指出，經濟及勞工市場仍面對不確
定性的前景，主要源於更具傳染力的新冠肺炎變種病
毒在全球多個地方傳播，社會各界必須協力實現更廣
泛的疫苗接種，為經濟持續復蘇及勞工市場進一步改
善打穩基礎。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況。

為協助青年人就業，勞工處推行
「展翅青見計劃」為 15 至 24 歲、

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年
人，提供一站式職前及在職培訓機
會。勞工處於今年7月26日至8月
26日舉辦 「展翅青見夏日招聘浪接
浪」招聘活動，期間舉行多個招聘日，10間機構為青
年求職者提供約250個涵蓋不同行業的在職培訓職位
空缺。

大型招聘會方面，勞工處於今年8月17日及18日在
麥花臣場館舉辦 「開創新天地招聘會」，超過50個僱
主參與，提供大量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勞工處在今
年5月至7月平均每月錄得88211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
缺，較 4 月至 6 月的平均數字上升 7.1%，按年上升
39.3%。求職人士可使用勞工處的網上平台如 「互動
就業服務」網站獲取這些空缺資訊。

就業市場「兩極化」待改善
另外，工會聯合會理事長黃國表示，本港就業存在

「多元化」、 「兩極化」的情況，在消費券的帶動
下，餐飲業及零售業有明顯好轉，但預計旅遊業、機
場及碼頭的服務業不會有明顯好轉。他認為特區政府
失業及就業不足數字，並未能反應全面真實情況，現
在基層勞工開工不足的問題仍然嚴重，很多基層勞工
收入大幅減少。對於政府去年開創3萬個臨時職位紓
緩失業情況，黃國指，現時只落實2萬多個職位，希
望盡快落實餘下職位。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昨日亦發表 「就業狀況問卷調
查」結果，在本月調查發現失業人數呈漸層式下降趨
勢，相信與消費券帶旺服務業有關，但15%的人收入
較之前減少一半或以上。調查中，有四成受訪者相
信， 「通關」有助失業人士重新就業。

立會首讀二讀
國旗國徽草案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立法會為期約4
星期的 「暑假」結束，並於昨日恢復大會，就特區
政府提交的《2021 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
進行首讀及二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表
示，當局立法目的非常清晰，涵蓋現實及網上行
為，只要沒有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而作出公開及
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市民絕對不用擔心誤
墮法網。條例草案亦加入了適當條文，以保障傳媒
作公允報道或教師作教學用途等情況下，不會構成
刑責。他說條例草案的根本原則及精神，就是尊重
國家，對市民大眾來說十分容易理解、做到。

曾國強調勿擔心誤墮法網
曾國表示，條例草案的立法原則非常清晰，就

是必須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
定、原則和精神，即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
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
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
愛國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
實際情況。

條例草案分為4個部分，共有18項修訂條文，主
要有3個修訂重點。第一，明確國旗及國徽的使用
規定。因應兩部全國性法律的規定，條例草案加入
了有關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人當守的禮儀、不
適當使用國旗或國徽的情況、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
置方式、在指定網站首頁使用國徽圖案等條文。

第二，加入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的情
況，以及釐清侮辱國旗國徽罪行的條文。當局的立
法原意十分明確，是禁止所有故意，並在現實生活
或網絡平台上公開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為了更
好反映此立法原意，條例草案建議將原有條文更清
晰化，清楚訂明有關罪行涵蓋現實生活和網絡平台
上的行為，而刑罰水平則維持不變。

中止待續交內會處理
第三，就國旗及國徽的教育和推廣作出規定。條

例草案要求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
學教育，以及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
儀式的事宜發出指示，後者的涵蓋範圍包括幼稚園
和中小學。條文亦要求專上院校須就升國旗及舉行
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參照教育局局長發出的指示。
另外，條例草案亦要求本地持牌電視台及電台，須
播放宣傳國旗及國徽的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

昨日二讀議案後，相關辯論中止待續，並交付內
務委員會處理。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本港經濟繼續走上復蘇軌
道，勞工市場進一步改善。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失業數據，
經季節性調整後，失業率由今年4月至6月的5.5%，下跌至5月
至7月的5%，連續第5個統計周期錄得下跌，同期就業不足率由
2.5%下跌至2.4%。總就業人數繼續上升，由364.01萬人增加
9900人至36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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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消費旅遊餐飲等行業顯著回暖

本港失業率續跌至5%

CY：社會須警惕港青「激進化」

支援黑暴「612基金」
最遲10月底解散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修例風波期間
全力支持 「黑暴」亂港分子的所謂 「612人道支援基
金」昨日公布，基於負責資金託管人 「真普聯」將
結束運作，已制定方案達至所謂 「有秩序地停止運
作」，又聲稱為協助現有個案，現時仍需籌款約
2500萬元。

為基金提供銀行戶口的 「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
表示，因應社會局勢最新發展，決定將於短期內申
請清盤，已與基金取得共識，並按基金公布的時間
表，在基金處理 「截止日」或之前的開支後，不遲
於9月底進入清盤程序。 「真普聯」又稱，不會就
清盤事宜作其他評論及回應。

基金指，即日起停止接收任何個案，並將於8月
31日起截數，9月1日計算基金存款及籌款目標，將
不遲於9月28日停止使用 「真普聯」提供的銀行戶
口，10月31日秘書處將會解散。若基金在限期前提
早籌得所需款項，將會公布提早停止使用 「真普
聯」銀行戶口。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出席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新書《點．解

．激進化》發布會時表示， 「修例風波」引致大批青
年作出嚴重違法行為， 「激進化」情況就如同染上毒
癮，需要理解背後原因，探討如何防範，並為受影響
的年輕人 「去激進化」。

國安法落實防範效果明顯
梁振英期望，以書本警示香港社會的 「激進化」現

象，書本中講述世界各地不同人士被 「激進化」的成
因，應如何防範青少年被 「激進化」及應對 「激進
化」的方法。他指出，過去兩年，香港有很多假消
息，這些對青少年當時產生很大影響，將他們推向火
線。最重要的是，社會、家庭和學校，要有意識讓青
少年了解到，往往他們從社交媒體接觸到的這些信息
是真假參半的。

他強調， 「激進化」現象及產生的惡果，世界各地
也一樣，香港亦沒有免疫力。有了過去兩年的教訓，

香港應該有所警示，希望可以引起社會重視，政府和
社會依舊任重道遠。他又提到，過去一段時間一些組
織解散，這些組織的某些行為，起了 「激進化」作
用。他表示，香港國安法落實後，有關執法機關有了
以往沒有的辦案手段，對防範及制止因為青年被 「激
進化」，而對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影響的事
件有積極作用。

擴參議政空間可助去激進化
梁振英同意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言論， 「本地激進

組織招攬成員的行徑，與國際恐怖主義活動趨勢相
似」，不可忽視香港青年人近年被激進化的現象。書
中講述了各方面去激進化的方法，其中一個為 「擴大
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公民社會和參政議政的空間」。梁
振英指部分反對派成員不時杯葛選舉，認為現時議政
渠道暢通，而政府亦有鼓勵不同界別人士參政。

多團體促徹查夏博義馬秀雯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多個民間團體昨

日分別到灣仔警察總部、政府總部請願，並舉報大律
師公會主席夏博義及香港律師會理事參選人馬秀雯，
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促請警務處國安處徹查兩人。

指兩人涉犯國安法
「香港政研會」昨日下午先後前往灣仔警察總部及

政府總部舉報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稱在香港大學
法學院的論文檔案庫，發現夏博義的文章，涉及鼓吹
「藏獨」，惟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文章一直未有移

除，涉嫌繼續煽動分裂，故要求警務處國安處徹查夏
博義，並希望政府與大律師公會停止合作關係，撤銷
其代表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身份，並建議大律
師資格批核改為司法機構處理。

另一方面， 「香港勵志總會」昨日亦到灣仔警察總
部請願，批評香港律師會理事參選人馬秀雯，曾在美
國報章發表抹黑及煽動仇恨香港警隊言論，虛構所謂
「警暴」造謠惑眾，馬秀雯更曾現身西九龍法院聲援
「黑暴」，自稱政治中立，瞞騙公眾。

該會批評，馬秀雯言論不但嚴重違反律師會專業操
守指引，更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煽動仇恨政府的
相關條例，故要求警務處國安處介入調查有關事件是

否涉及違反香港國安法，同時敦促律師會認真徹查，
註銷馬秀雯律師專業資格，以正律師會在社會的公信
力。

【香港商報訊】前年11月11日有所謂 「示威者」
於西灣河非法聚集，37 歲建築工人當日擋警長去
路，阻礙警員拘捕1名涉嫌指罵警員的男子，讓男子
成功逃脫。他去年承認1項蓄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
的警務人員罪，被判感化令1年。律政司不滿刑期過
輕提出覆核申請。上訴庭法官彭偉昌、上訴庭法官潘
敏琦及法官李運騰聽畢陳詞並經商討後，決定撤銷被
告已快將完成的感化令，改判即時監禁3個月，書面
判詞將擇日頒布。

37歲答辯人梁詠康被控於2019年11月11日在西灣
河文娛中心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員，即警長龍家和與其隊員。案情指，當日有1名圍
觀男子涉嫌指罵警員，警長欲橫越封鎖線企圖制服該
男子時，梁輕輕舉高左手擋警長去路，然後雙手捉
住警長阻止警長拘捕該男子，讓男子成功逃脫，梁便
因蓄意阻撓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而被拘捕。

律政司指梁以身阻擋警員，亦曾用手推開警員，更
與警方欲追捕的男子一同奔跑約20米，行為若引致他
人仿效時便會一發不可收拾，故認為原審裁判官錢禮
低估案件嚴重性，判刑重更生而忽視阻嚇作用。律
政司引用社工劉家棟阻差辦公罪成判囚8個月案例，
指出本案應判以即時監禁，以達致阻嚇作用。

西灣河阻差辦公
男子改囚3個月

【香港商報訊】港府早前引用香港國安法拘捕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及《蘋果日報》多名高層，又凍結
其資產，令《蘋果日報》於6月24日停運，多名員
工至今仍未獲發放薪金。14名前員工早前入稟勞資
審裁處，向《蘋果日報》申索工資、年中酬金及遣
散費等共約450萬元。蘋果代表昨已簽署承認責任
同意書，惟無力償還相關金額，而本案雙方不須支
付訟費及利息。

署理主任審裁官陳大為安排資方代表簽署承認責
任同意書，但將註明公司無力支付相關金額。高等
法院頒令清盤後，前員工可再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14名員工申索項目包括工資、年中酬金、遣散
費、飯錢、有薪假等，3案共涉約450萬元。

蘋果註明無力支付金額
14名前員工分開3宗案件審理。首案為5名申索人

陳美生、周國強、張夏生、鍾國楷及鍾柳松。5人均
確認已收取遣散費，3人在公司停運後仍有上班。當
中鍾柳松另申索加班費、張夏生申索有薪假等，共
涉約180萬元。

次案為洪家衍、李惠健、李奕萍、梁紹傑及林
坤5人，索償工資、年中酬金及遣散費、加班費、
有薪年假等。而當中洪家衍、李奕萍及林坤已獲
發遣散費。陳官檢閱5人申索表時問及，公司於6月
24日停運，為何工資金額計算至30日？經討論後眾
人同意尋求法庭主任協助，一度休庭重新填寫表
格，更正索償金額。次案共涉及逾162萬元。第三
宗案件涉及4名前員工廖俊發、廖金開、吳偉龍及
葉駿榮，共涉約100萬元。

14名前員工表示，在6月24至30日期間一直等候
指令分配工作。部分人最終沒有工作，陳官引述案例
指即使沒有實際工作，資方仍須支付相關薪酬；並修
訂眾人代通知金金額，撤回部分遣散費申索等。

資方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由人力資源部職
員代表。

14蘋果前員工入稟
索約450萬欠薪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西環發生罕見工
業意外，2名康文署樹木組技工偕工友到水街修剪樹
木，當升降台升至約10米高時，懷疑有機件故障吊臂
折斷，兩技工連同升降台猛撼向工程車，釀成 1 死 1
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和康文署署長劉明光對有技工在執行職務時殉職表
示深感哀痛。

意外中死亡女技工姓曾(55歲)，男技工姓陳(46歲)肋
骨骨折，現時仍留院。2 人隸屬康文署香港西樹木
組。

昨日上午9時39分，曾婦和陳某偕工友到西環水街
與德輔道西交界準備修剪樹木，他們登上工程車上的
升降台，升起至離地面約10米高位置修剪一棵大樹的
枝葉。未料升降台的吊臂懷疑機件故障突然折斷，墮
下約4米後，猛擊向工程車車身，曾婦和陳在升降台
內猝不及防無法逃出，曾婦遭猛烈撞擊後伏在升降台
邊懸昏迷不醒。

消防員接報到場，將已昏迷的曾婦救出送院，惜搶
救後證實不治。至於姓陳男工則清醒送院，警員事後
轉交勞工處跟進，勞工處發言人指接報後已即時派員
到現場，正就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聶德權徐英偉深切哀悼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對事件表示深感哀痛，代

表公務員隊伍向因公殉職康文署技工的家屬致以最深
切的慰問。公務員事務局已經與康文署聯絡，將盡力
協助她的家人渡過悲哀及艱難的時刻。民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表示悲痛及深切哀悼，對殉職員工的家屬表
示慰問。

康文署署長劉明光對香港西樹木組女技工在執行職
務時殉職表示深切哀悼，他指2名員工在事發時有佩
戴合適的安全裝備，事故原因正在調查，部門已經與
殉職員工的家人聯絡，並會盡力向其家人提供所需的
協助。

修樹升降台墮地1死1傷

工聯會立會議員陸頌雄(左)、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鄧家彪均表示，
在本月調查發現失業人數呈漸層式下降趨勢，惟15%人收入減一半或以
上。

梁振英(中)表示，青年 「激進化」 情況就如同染上毒
癮。

「香港政研會」 舉報夏博義涉違香港國安法。
記者 馮俊文攝

「香港勵志總會」 舉報律師馬秀雯涉違國安法。
記者 蔡啟文攝

涉事工程車連同吊臂和升降台拖走檢驗。
記者 區天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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