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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建議設高溫標準 天氣過熱可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酷熱天
氣下，居於劏房等的低收入住戶，在
捱熱與捱貴電費之間掙扎，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及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鄧家彪都認為特區政府要關顧
這些基層家庭，建議向他們提供電費
補貼，讓他們可開冷氣降溫。鄧家彪
更促請特區政府加強執法，嚴懲濫收
電費的劏房業主，他認為政府應制定
高溫標準，規定部分戶外及室內工種
在酷熱天氣下可暫停工作，避免中
暑，保障工人健康。

倡政府提供電費補貼
香港去年有12.7萬戶居於劏房等不
適切居所，中電今年雖透過「全心傳
電」計劃撥款5,000萬港元，向5萬個
合資格家庭包括長者、低收入人士、
殘疾人士及劏房住戶提供電費資助。
施麗珊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該計劃只涵蓋中電客戶，且名
額有限，未能讓所有低收入家庭受
惠。
她表示，關愛基金去年曾為非公屋
及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N無津
貼」，基金已掌握相關住戶的基本資
料，故建議特區政府透過該基金為所
有不適切居所提供電費補貼，讓住戶
捨得開冷氣。

籲戶外工作獲高溫津貼
目前，當巿區最高氣溫達攝氏33度
時，天文台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但
施麗珊表示劏房環境往往較其他場所
的氣溫高幾度，建議當天文台錄得戶
外氣溫超過30度時，為合資格住戶提
供電費補助。

此外，不少基層人士在戶外從事體
力勞動工作，她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
地做法，在酷熱天氣下為戶外勞工提
供高溫津貼。
鄧家彪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政府可透過關愛基金為不適切
居所住戶提供電費補貼，讓他們不會
猶疑是否開啟冷氣，同時應打擊濫收
電費情況，「劏房租管條例規定不能
濫收水電費，但仍有業主不遵守，故
提供補貼之餘亦要切實執法。」
至於補貼金錢，他認為，政府應根

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的日數和相關住
戶平均電費開支，釐定每年一次性的
電費津貼，以減省行政開支。

他亦贊成為高溫工作的工人提供津
貼，但要界定哪些行業受惠，「戶外
應包括建造、清潔、修路、渠務等工
種，室內如中式廚房和洗衣房也應有
津貼，因除溫度外濕度也高，不能排
汗便易中暑。」
但他認為須確保高溫津貼確實用於

消暑用途，如購買降溫的冷氣衣等裝
備。
他指出，其實要減低工人中暑機

會，應規管高溫工作指引，例如結合
氣溫和濕度訂立指標，估計氣溫達35
度便規定要讓工人暫停工作。

捱熱捱電費二選一 劏房天台屋住戶炎夏嘆基層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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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建議特區政府在酷熱天氣下為戶外勞工提供高溫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酷熱天氣警告持續生效，天文台25
日下午在尖沙咀總部錄得35.8

度，是今年第七日錄得超過35度，打
破1884年以來的年度紀錄。
香港民政事務總署早前將18間社區
會堂改作「夜間臨時避暑中心」，開
放予有需要人士留宿，日間這些會堂
的公用地方也會供有需要人士逗留避
暑。香港文匯報記者25日中午前往石
硤尾社區會堂查訪，當時市區氣溫達
35度，記者進入會堂後發現場內的長
凳幾乎被避暑的市民坐滿，話雖是
「避暑」之用，但現場沒有冷氣開
放，四面牆上的多部風扇則全數開
啟，卻吹不散熱風。

板間房老翁會堂過夜
82歲的王伯坐在會堂內閉目養神，
他原來已經連續幾天日夜在會堂內度
過。王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自
己獨居於深水埗一間板間房內，酷熱
天氣下板間房如火爐，「房間內沒有

安裝冷氣機，我間房正對住太陽，被
曬時起碼有40度，熱過街上，即使開
兩把風扇都頂不順，曬到皮膚乾晒發
癢。」
他表示，會堂內雖然沒有冷氣開

放，但總比板間房涼快，而且他已是
識途老馬，知悉會堂內哪個位置最涼
爽。他向記者教路說，會堂的活動室
有冷氣開放，他會坐近活動室「蹭冷
氣」，「入去活動室的市民進出門
時，都會有冷氣流出來。」

公屋婆婆橋底等孫歸
基層市民為了生活練出的韌度，有

時超出別人想像。王伯每日除了外出
用餐，其餘時間都在石硤尾社區會堂
度過。他表示會堂每晚會鋪設約20張
地鋪睡墊，但因地鋪太薄、地面太
硬，睡到「周身骨頭痛」，唯有改為
坐在凳子上過夜，覺得反而更輕鬆，
但要找張凳來「擺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離開會堂後於天橋

下陰涼處，發現84歲的芝婆婆正在用
餐。她與家人居於白田邨，家中雖然
安裝冷氣，但因電費貴，孫兒日間外
出，獨留她一人時不捨得開啟冷氣，
「都等他們都回家了開一陣降下熱再
關掉，然後吹風扇睡。」
芝婆婆表示天氣炎熱，即使開風

扇，日間家中亦非常「焗」，寧願到
天橋底乘涼，順便擺賣衣服幫補家
計。至於為何不去商場「吹冷氣」，
芝婆婆表示商場走廊的座位不足，
「走到腳軟，不如坐天橋底。」

商場食肆成避暑勝地
附近商場亦有不少市民遊走「吹冷

氣」，當中有不少剛剛放學的中小學
生及長者，98歲的沈伯伯拄着一把長
傘於座位上用耳機聽新聞，他表示自
己到商場內的食肆吃午飯，其後涼吓
冷氣。「我一人居於牛頭角公屋，子
女早已各自成家搬走，近期天氣酷
熱，電費又昂貴，不捨得開。」

熱浪襲港，酷熱天氣警告持續生效11天，香港天文台25日一

度錄得35.8度高溫，低收入居民蝸居的劏房、天台屋等住所更

猶如烤爐。炎熱難耐，居民卻無力支付昂貴的冷氣電費，唯有

流連在社區會堂或商場內「蹭冷氣」。多名「有家歸不得」的

避暑市民25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描述，交織成基層哀歌。有

長者連續幾晚在社區會堂留宿，「我們只能睡地鋪，睡到周身

痛，近日改為在會堂內的凳子上坐到天光。」也有長者在商場

遊蕩至入夜，等家裏人齊才開一兩小時冷氣幫助入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有冷氣開放
的食肆成為基層市民的避暑勝地，甚至變
成另類「託兒中心」。香港文匯報記者25
日查訪多間食肆及快餐店，遇見不少中小
學生及長者懶理食肆播疫風險，長時間在
食肆「打躉」（駐紮）及吹冷氣，更有小
學生甫放學便被父母帶到快餐店做功課。
有職員向記者表示，近日「麥難民」人數
有所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25日中午查訪一個商

場的食肆區，發現區內的座位坐滿大批市
民，有三三兩兩的中小學生進餐後坐着繼
續聊天，記者亦發現有幾位長者在座位上
翻看報紙、閉眼休息。

小學生：家裏為省電費
其後記者到附近一間快餐店，該店於入

口處貼出一張「冷氣故障」的告示，不過
即使有故障，店內仍涼快，因此店內仍有
大批市民飲食或逗留，當中有不少穿着校
服的中小學生。9歲的三年級小學生Jason
獨自在座位上做功課，他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近期天氣酷熱，父母為省電費，
經常帶他到商場吹冷氣，25日他被獨留快
餐店內做功課，但 Jason不以為意，反
指：「不少同學及中學生都喜歡在麥當勞
做功課或聊天，在這裏吃完東西就留下吹
冷氣，做功課或者和同學聊天，職員都不
會趕我們走。」

Jason一家居於南昌街，他表示家中雖
然安裝冷氣機，但為了省電費，通常只於
晚上睡覺前開冷氣，「其他時間即使有開
都只是開一陣涼下就關了。」該食肆一名
職員向記者表示，近日來消費的市民在店
內逗留的時間都延長，「大多數都是住在
附近的學生，放學後來吃東西，之後留下
聊天、玩遊戲。」
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近期天氣炎熱，多了不少流
浪者、長者及兒童在食肆內「打躉」吹冷
氣，部分更沒有消費。這樣的情況雖然會
影響食肆做生意，但郭宏興表示理解，
「天氣酷熱，這是市民無奈下的選擇，只
要入食肆消費的都是消費者，店員不會趕
走他們。作為食肆，我們也期望酷熱天氣
早點過去，讓大家都不用再捱焗。」

◆有剛剛放學的中學生在麥當勞內飲食避
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99歲的歲的JasonJason在麥當勞做功課在麥當勞做功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西九龍中心食肆區內有市民吹冷氣西九龍中心食肆區內有市民吹冷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8282歲的王伯在歲的王伯在
社區會堂內避暑社區會堂內避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9898歲的沈伯伯到西歲的沈伯伯到西
九龍中心進餐後留下吹九龍中心進餐後留下吹
冷氣冷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8484歲的芝婆婆於天歲的芝婆婆於天
橋底擺檔橋底擺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天文台
連續多日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巿區日間氣溫
持續超過35度。家庭醫生林永和25日在電
台節目上指出，近日市民出現類似中暑或輕
微熱衰竭到社區診所求診的個案有所增加，
如處理不當，死亡率高達六七成。
林永和表示，天氣酷熱下，進行戶外活動
時，如果出現氣促、心跳加快、感到頭暈、
步履不穩或抽筋，有可能是出現初期的熱衰
竭徵狀，便需要休息。

他又指，如不適情況加劇，身體調節體
溫機制失效，體溫上升到40.5度以上，就
可能會中暑，會出現心跳加速、血管膨
脹、神志混亂，嚴重可以出現發炎，如處
理不當，有六七成機會死亡，「例如暈倒
後未有人發覺或會引致多器官失調，造成
危險甚至死亡。」
他提醒市民，一旦出現中暑現象，要盡快

離開高溫環境並散熱、多喝水。
他認為，長者的身體調節氣溫機制亦可能

較差，如果家中無冷氣兼不通風，留在寓所
內都有機會出現熱衰竭情況，而長者更應避
免獨自行山。

學者：行山不用「拿命博」
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

雄德在同一節目上說，高溫下戶外運動要注
意身體狀況，並忠告如果行山感到不適，要
懂得放棄，強調行山不用「拿命博」，不要
好勝，尤其中年人士風險較高，一些慢性隱

疾或會被誘發出來，因此當預視到體力不
足，便應作適當休息，讓體溫下降後下山。
他說，酷熱天氣下去行山要做好風險管

理，包括留意個人體格、裝備及應對天氣環
境的能力，尤其上斜路時釋放很大熱能，出
現中暑風險較大。
他續指，天氣熱、水溫高亦會難以散

熱，游水亦有機會中暑，而一些在公開水
域的比賽，國際泳聯有訂明在水溫高過31
度就要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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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中暑輕微熱衰竭求診者增

◆◆ 香港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站內未香港又一城公共運輸交匯處站內未
有設置冷氣室有設置冷氣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