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害領隊謝廷駿兄長謝志堅、團友李瀅銓，由立法
會議員涂謹申陪同飛抵馬尼拉。他們昨午與當地兩名
人權律師巴加爾斯及其拍檔羅克、新聞工作者團體會
面，了解人質事件在當地追討的司法程序。謝志堅於
會面後表示，對申訴有信心，會有跟進行動。至於控
告哪位官員、律師費等，則有待商討。

欲借鑒棉蘭老島政治屠殺案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表示，菲律賓法律較特別，

若有人向法院入稟刑事控告，法院同時會考慮民事賠
償。

涂謹申指，有意借鑒2009年棉蘭老島34名記者遭政
治屠殺案件，入稟菲律賓法院展開民事索償。人權律
師巴加爾斯昨日表示，如果提告人要提供參考證據，
而當事人是香港當局調查事件時的證人，有需要在馬
尼拉出庭作證。
去年8月，人質慘案發生後，菲律賓方面的反應一直

未見積極，拒絕正式道歉，不談賠償。為協助倖存者
及死傷者家人找出事件真相，港府2月份召開死因庭，
傳召百多名菲律賓證人來港作證，最終一位都沒有
來。死因庭最終在今年3月，裁定8名港人非法被殺。

對菲質疑仍堅持赴當地討公道
一直為事件奔走的謝志堅及李瀅銓，聯同部分倖存

者及死者家人，包括在事件中慘遭槍傷毀容的易小
玲、手腕中槍以至生活大受影響的陳國柱等，就憑㠥
此裁決，在幾名大律師協助下，決定前往當地進行法
律程序。謝志堅早前表示，雖然質疑菲律賓政府官員
的誠信及當地法律可信性，但仍希望在當地循法律途
徑，為胞弟及其他死者討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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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控制乙肝達標 世衛認證

精神康復者學攝影有助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本周日2名人口普
查員在大嶼山被惡狗追咬墮坡受傷後，昨晚8時許，
一名20歲姓郭女普查員，到深井碧堤半島第8座為一
單位進行問卷調查期間，亦被戶主所飼狗咬傷左腳。
事後，她須送往仁濟醫院敷治。統計處表示關注事
件，已派員了解情況，並為受傷普查員提供協助。
本周日（17日），2名分別20歲及21歲的男女普查

員，到大嶼山梅窩一鄉村作人口普查時，在東灣頭
路一條小徑遇到數頭惡狗狂吠及追逐。2人逃走
時，失足跌落2米深山坡受輕傷。

謝廷駿兄抵菲研申訴安排
律師指港死因庭判決可成證供 告哪位官員待商討

再有女普查員遭狗咬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曾雁翔) 本港昨新增
一宗退伍軍人症個案，是今年第7宗個案。確診感
染男子現年43歲，居於西貢，本月17日出現發燒及
呼吸困難等病徵，曾入住聖德肋撒醫院，昨日轉送
伊利沙伯醫院，目前情況危殆。病人的尿液樣本化
驗結果證實其染菌，衛生防護中心調查顯示，病人
在潛伏期間無外遊，家人沒有出現病徵，調查仍在
進行。
衛生防護中心仍在調查涉及一名77歲老翁確診感

染退伍軍人症個案，中心總監曾浩輝昨表示，仍未
確定病人感染源頭，化驗時間需約一星期。他說，
由於老翁經常前往屯門市廣場，故於商場的水塔抽
取水樣本，化驗證實樣本的退伍軍人症病菌濃度超
過1,000菌落形成單位。
本港去年錄得20宗退伍軍人症個案、09年錄得37

宗、08年錄得13宗及07年錄得11宗。退伍軍人桿菌
在多種環境中存在，尤其適合在25℃至40℃的溫水
中生長。不同的水源環境如水缸、冷卻塔、按摩
池、噴水池及家居呼吸道醫療器材等，均能發現退
伍軍人桿菌。

中年漢染軍人症危殆

香港文匯報訊　食環署昨日提醒市民，雨季有利
蚊子滋生，必須提高警覺，加強防蚊措施，預防經
由蚊子傳播的疾病。而6月份的誘蚊產卵器每月平
均指數由5月份9.7%，上升至12.1%。分區指數方
面，4個地區錄得的指數達到或高於20%的警戒水
平，包括馬鞍山(24.1%)、將軍澳(21.7%)、觀塘中
(21.4%)和掃管笏(20%)。
該地區已啟動跨部門滅蚊應變機制，除了每周定

期進行滅蚊工作外，食環署會加強清除公眾地方潛
在蚊子滋生地、在適當情況下於積水內施放殺孑孓
劑、及時處理有關蚊子的投訴，並根據防止蚊子滋
生的有關條例採取檢控行動。此外，各有關政府部
門已在其管轄範圍加強巡查及保持環境衛生措施，
以清除蚊子現有及潛在滋生環境。
發言人說，按照食環署於今年4月引入的誘蚊產

卵器指數快速通報系統，各相關部門已於分區指數
達到20%的警戒水平時，個別通知分區內自願參與
快速通報系統的機構，並請他們在處所公用地方，
張貼特別設計的警示通告，提醒住戶和員工立刻採
取防治蚊患措施。

6月誘蚊指數升 4區重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葉嘉慧）

籠屋、板間房或㜜房，每至夏季，熱如
蒸籠。有居民指，每逢中午時分，室內
氣溫高達38℃。有組織在昨日「大暑」
前夕，聯同一群㜜房、板間房等居民，
到政府總部「㝁涼」請願，要求政府立
刻增建公屋，並加快速度讓居民上樓，
使他們盡快脫離困境。

盼加快居民上公屋速度
鄧小姐來港兩年多，一家4口居於深水

㝸不足100呎的板間房。她指單位局促，
中午時分，室內最高氣溫可達38℃，需
要長期啟動空調，每月繳付電費800多
元，帶來沉重經濟負擔。她已輪候公屋
2年多，希望能盡快上樓，以改善住屋
環境。
朱婆婆獨居於同區不足150呎的唐樓

單位，她表示，炎夏時分，住所氣溫
高，但每月只有3千多元綜援金維生，
單位每月租金已佔2,200元。由於她無力
負擔高昂電費，白天會走4層樓梯外
出，到商場或公園乘涼。她輪候公屋4
年多，先後2次拒絕所分配單位；而她1
次因信件寄失，被取消輪候資格，須重
新輪候。

協會籲房委供租金津貼
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指

出，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近8,000申請
住戶受「配屋時需最少一半家庭成員居
港滿7年」政策影響，所輪候公屋號碼
已達配屋階段，但仍不能分配公屋。她
建議，房委會可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
住戶提供租金津貼，協助低收入居民減
輕住房方面的經濟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菲律賓人質事件快滿1年，遇害領隊謝廷駿兄長謝志堅、

團友李瀅銓昨日到達馬尼拉，與當地律師研究，追討法律責任安排。當地律師指，香港

死因庭判決可以作為證供，涉案證人需要出席當地聆訊作供。謝志堅表示，會循刑事、

民事及行政方面提出申訴，初步了解後，對申訴有信心，並會有跟進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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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初進）為助精神病康復者打
開心窗投入社會，有團體舉辦課堂，讓他們學習攝影技
巧。團體昨日更舉行攝影展，公開展出攝影作品，讓大眾
了解他們眼中的香港人和事。香港心理衛生會總幹事何惠
娟表示，精神康復者多不懂得分享自己想法，但透過攝
影，可習得一技之長，也能開闊溝通話題，提升社交能
力。

逾60小時訓練變得開朗
香港心理衛生會昨日舉行「想說．相說」精神康復者攝

影展，展出新界東精神病康復者在「數碼攝影學堂」中拍
攝的相片。參與展出的精神病康復者葉桂仁表示，自己本
來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但經過逾60小時數碼攝影訓練
後，學懂以相片與人溝通，變得開朗，而且常與其他學員

外出，發掘攝影題材。他坦言，攝影讓他增添不少溝通話
題，個人自信增強，在職場上不再迴避與人交談。
另一參加者簡小姐也表示，攝影改變了她的生活習慣。

每當拿㠥攝影機，她都會精神奕奕地捕捉生活點滴，並立
刻把相片放在社交網站「面書」與朋友分享。她續言，攝
影機已是她難捨難分的「好友」，每次外出總得拿㠥相機，
留下生活倩影。

攝影治療屬藝術治療一種
沙田醫院精神科日間職業治療師朱文強表示，攝影治療

是藝術治療的一種，能讓精神康復者透過相片傳達內心世
界，是治療師與精神康復者的溝通渠道，有助建立互信。
此外，攝影有助培養精神康復者的興趣，增加與人分享的
機會，提升社交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雁翔) 香港自1988年
開始為新生嬰兒接種乙型肝炎疫苗，經過20
多年努力，令本港居民乙肝帶菌者數字受
控，按2009年研究結果，本港的乙肝帶菌率
只有0.78%，低於世衛1%的目標，病發率亦
較20年前低70%，本月成功獲得世界衛生組
織認證為達到控制乙肝的目標，成為西太平
洋區域第3個獲得認證的地區。

病發率較20年前低7成
香港新生嬰兒的普及乙肝免疫接種計劃始

於1988年，至2009已有99.5%的2歲至5歲兒童
完成了3劑的乙肝免疫接種療程，令乙肝的病
發率較當年低70%。為研究免疫接種成果，
衛生署在09年為1,900名在接受了普及乙肝疫
苗的2至5歲兒童進行乙肝表面抗原血清陽性
率(即帶菌率)研究，結果發現帶菌率為
0.78%，達到世衛帶菌率低於1%的乙肝控制

目標，而香港是繼韓國和澳門後，西太平洋
區域內第3個獲得認證的地區。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表示，世

衛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於05年9月制定了減少
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的時限性目標，即在2012
年或之前將5歲或以上兒童帶菌率減少至2%
的中期目標，實現5歲或以上兒童帶菌率減至
低於1%最終目標。
香港為符合世衛西太平洋區辦事處制定的

要求，已於2011年2月將乙肝表面抗原的血清
陽性率、乙肝免疫接種的覆蓋率和乙肝病毒
感染的監測數據等，連同有關文件提交世衛
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委任的3人認證委員會進
行評估，終於7月獲得委員會認證。曾浩輝表
示，接種疫苗後可以得到長久的保護，但對
於帶菌者未能提供效用，呼籲本港仍未有接
種的成年人注意健康，並定期進行身體檢
查。

■謝廷駿兄
長謝志堅昨
日到達馬尼
拉，與當地
律師研究，
追討法律責
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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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浩輝表示，本港獲世衛認證為成功控制乙肝的地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一群籠屋、板間房或㜜房等居民到政府總部請
願。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葉嘉慧 攝

■朱文強(右)表示，相片為治療師與精神
康復者開啟另一種溝通渠道。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劉初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