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職通訊 – 第1頁 

 

   

 

 

2022 – 12 月號 
非賣品- 

請傳閱 

 

會址：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422-428 號秋創商業大廈 6 樓A1(A)室 

電話：2556 0000 網址：http://www.clerical.org.hk   

傳真：2353 0181 郵箱：enquiry@clerical.org.hk 
 

 

 

  

1. 縮短延長服務而不會喪失累積的福利：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一章聘任等事宜內的第 272 條

（縮短退休後不中斷服務而重行僱用期）、第 275 條（根據新退休金計劃在退休年齡後延

長服務）及第 285 條（達退休年齡後不中斷服務而延長服務），清楚列明公務員必須給予

「三個月通知期（首長級人員須六個月）」假期不計算在通知期內），才可申請縮短延長

服務／受僱期而不會喪失累積的福利。 

 

例子：如果在延長服務期間，想立即終止服務，必須按規例規定以三個月通知期提出申

請，切勿以一個月薪金作通知期，以免損失退休後醫療等福利。事因有會員中招，而損失

了往後醫療福利。 

 

2. 重要啟事：本會與「百本會員中心」達成協議，本會會員可憑本會會員證享有由「百本會員

中心」提供其優惠購物及醫療項目。 

http://www.clerical.org.hk/
mailto:enquiry@clerical.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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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是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成立 43 周年，在新一屆理事會選舉中，多謝理事們 

的支持，令本人能成功連任。感謝去屆理事會及各部門代表對會務的辛勤付出，感謝 

得到會員和各界友會的支持，使本會會務得以順利發展。在這兩年間，令我感受最深 

的就是「傳承」這二字的重要性，本人藉此感謝名譽會長曾森先生及總幹事梁籌庭先 

生在過往數年間一直指導及教導我們年輕一輩。 

 

「傳承」在公務員工會是重要一環，尤其是 2021-22 年間看著政府官員對工會的漠視，感受到同事們的憂

慮，對工會的存在價值是存疑的，又或者選擇抽身離開工會，本會理解但亦感到無奈。本會每天也收到會

員及非會員就離職事宜提出疑問，這段期間所收到的查詢電郵，是歷史性新高！時至今日，不論新制還是

長俸制的公務員紛紛下堂求去，新入職公務員遠遠也未夠經驗去填補這班資深同事們出缺，現時公務員這

行業吸引力大不如前，是鐵一般的事實，希望新任局長關注文職公務員存在價值及權益問題。現時各部門

已呈現人手不足情況，同事每天有上班時間，並不知道每天無償加班至什麼時間才可下班，這莫非是公務

員為「安穩工作」付出代價？！ 

 

現時新制公務員的福利薄弱，在人手不足以及受到一連串嚴峻規管之下，政府工真的一如局長所講般穩

定？就以政府本年度招聘文書職系同事為例，每兩年均要招聘 4 千多名文書職系同事，本年度可看看其吸

引力有多大，以招聘助理文書主任為例，從過往數萬人申請，今次只有萬多人，文書助理更甚，也是從過

往數萬人申請，今年度只有數千人申請。而公務員退休潮仍在持續，求職者在考慮加入公務員行列已不是

列為首選，因此能有多少人才加入政府也是疑問，人手短缺可能會由短期變為中長期問題，更甚的是經驗

傳承及挽留人才的問題。本會過去聯同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曾多次向公務員事務局反映需要改善新制公

務員的福利制度，包括重新考慮給予新制公務員退休後的醫療保障、新制公務員試用期由 3 年縮減為 2

年、為文職人員進行職系架構檢討、恢復合資格領取津貼的最短署任期為 14 天等等，但局方完全充耳不

聞、漠不關心。去年，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除了為長俸制公務員(文職人員)去信局方，爭取延長退休年

齡至 65 歲，期望與紀律部隊看齊，全體公務員能享有一視同仁的待遇外，更大力要求直接恢復長俸制，

可惜局方無意採納更視若無睹。為此，文職公務員在此時更需要團結，手挽手去渡過這段艱難時刻。 

 

現時身處於康文署不同場館內的文書助理仍是水深火熱，被部門職系管理層壓迫得連午膳時間也被剝削，

在場館工作的文書助理同事怨聲載道。事實上場館工作的文書職系同事，孤身一人當值，任何一名部門職

系員工均可指令其工作，工作性質大部分非文書事務範圍，本會有見及此，強烈要求將場館的文書助理轉

為部門職系，更可利於管理，文書助理同事可調往其它政府部門任職。本會就上述事件向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及一般職系處提出建議，希望儘快實行，以解同事憂慮。此外，爭取了接近 20 年的五天工作周，食環

署轄下的墳場及火葬場組、食安中心、屠房組及值勤室服務等共數十位文書職系同事仍未獲得全面實施。

而最令人遺憾的，同樣在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的館長職系一早已享有五天工作周，唯獨我們大部份文書

職系同事經多年爭取依然未能全體享有同等待遇，這種肥上瘦下的做法是極不合理。期望未來日子文書職

系同事均能全面享有五天工作周，文書職系同事獲得平等待遇。 

 

最後，本會繼續致力維繫文書及秘書職系同事的權益，從而達至互相支持、互相幫助，與一般職系處長協

商爭取改善職業前途。同時亦希望有更多的新同事加入本會，為所屬職系發展而出力。 

 

會長：唐麗娥 



文職通訊 – 第3頁 

 

 

文：張卓能 

 電子帳單與環保 

執筆之前其實有點壓力……既害怕開罪那一方為帶給工會麻煩，亦害怕失言讓自己遭到評擊；最後在

不吐不快的驅使下終於動筆。 

 

話說日前上我的手機響起來，細看 5 字頭號碼，忖度可能是騙局不理也罷；再隔不足十分鐘又來一個

3 字頭號碼來電，心中向壞考量：難道要騙我去南亞勞役？於是照舊不理。再隔二十分鐘一個 2 字頭

號碼來電才放心接聽…… 

 

原來對方是銀行信用咭主任來勸我轉用電子賬單，談到這題目對方自然不少得曉以【環保】大義；耗

了我數分鐘後有點不耐煩，反問電子賬單可有法律效力？據聞政府作起訴之前，一定以郵遞信件先

行，再以掛號信來往，換言之有何爭拗皆以實體文件作證據。相反貴寶號平均每星期便寄上一封關於

貸款的宣傳單張給我又合乎環保大義？說畢對方無趣地截線。 

 

給他一說腦海段段【電子賬單】與【環保】的深層次矛盾幕幕浮現~ 

記得十年前我推著坐輪椅的母親到長者健康中心登記，一年一次政府免費廉價身體檢查。 

職員表示銀行寄來住宅的宣傳單張不能作住址証明，長期服用藥物的廠商回饋信件又不可以。我反

問：難道要那位行動不便長者負責家中水電煤賬單才合乎 貴診所資格？不如改名叫【獨居長者健康

中心】爭辯無用唯有放棄。回程時想到若果有日全民轉用了電子賬單，我也成為長者該如何証明自

己？ 

 

講到環保：幾乎所有部門高層予以歡迎態度，尤其廢紙重用；不過這種期間限定通常讓基層同事優先

享受。說也奇怪一個部門幾個組別製作不同的問卷、賬單、來往答覆信件……從而衍生十幾款信封做

成大量浪費，高層們彷彿視若無睹。 

 

問題所在讓我粗略地解說：假設今年一份 A 申報表派十萬份，便要預先準備十一、二萬個 A 信封，

同樣一份 B 問卷又準備 B 信封，還有其他幾年才出一次問卷又用不同式樣信封；尚有賬單或者其他

來往信件…於是每年用剩信封數以萬計。 

 

剩餘信封在行外人眼中會認為可以留歸下次再用…事實上許多信封未到明年已經不能再用！首先為節

省成本信封紙張薄，貯放時間長久受潮受濕而彎曲；翌年甚至幾年後再用會導致摺信機操作不良或者

膠水貼不了信封口。其次為了迎合函件窗口與條碼之改版、各樣的週年記念或者新的宣傳口號…索性

環保回收上一批而又再做一批新信封。故此我對落實環保總有點保留，甚至認定該項擔子最終只會落

在基層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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