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賽馬會昨

日啟動全港首辦的「全方位學習工作坊」。逾

1,500名東華三院學生和馬會義工隊成員，雲

集沙田馬場。他們把逾千個親自包裝的福袋放

進巨型福袋，製成直徑12.5米的巨型福袋，挑戰

最大福袋世界紀錄。其後，他們將往各區院舍向

長者派發福袋，送上祝福。

該工作坊旨為配合政府實施的新高中學制，為

東華三院轄下18間中學高中學生提供「其他學習

經歷」活動，費用全免，為期20個月。高中學生

將透過籌備、組織及參與不同社會服務，加深對

社會不同階層的認識。 ■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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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0年度，「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
劃」開始推行，1.2萬名學生參加，佔大

埔區61%。不過，至2010/11年度，參加人
數已下跌至約1萬人，參與率減至55%。譚
榮勳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高中生
自尊心特別強，為免尷尬，學生會拒絕驗
尿，「根據計劃，即使家長同意，學生仍有
權拒絕參與，驗尿令參與學生每年減少」。

不過，譚榮勳認為，計劃有一定成效，

「我們可看到，全港整體首次吸毒人數下
跌，大埔區吸毒人數相較各區，只處於中游
排名」。

吸毒者人數 大埔排名跌
根據禁毒處統計，去年首3季，被呈報吸

毒人數中，大埔區在全港18區中排名11，排
名回落。譚榮勳又指，計劃雖然未發現吸毒
學生，但確實令已陷「毒海」的學生決心戒

毒，「試過幾次吸毒、毒癮未深的學生，會
特意參與，強迫自己戒毒，遠離損友」。

已參與計劃2年的中七學生致電電台時表
示，一直沒吸毒，計劃有警惕作用，令他對
遠離毒品的意志更堅定。

正確價值觀 或較驗毒佳
青少年關注大埔區驗毒計劃關注組主席吳

希彤表示，驗毒計劃未能驗出學生吸毒，參
與人數又下跌，認為政府要檢視計劃成效，
考慮應否繼續推行。他對保安局去年推行的

「健康校園計劃」表示贊同，認為能幫助學
生建立健康生活態度及正確價值觀，比驗毒
更有效。他又建議，當局參考青衣區部分學
校抗毒措施，如檢查學生體適能，「當驗出
有學生肺活量較正常差，老師或社工可私下
找他們，了解他們有否吸毒」。他認為，以
這種「軟手腕」查找吸毒學生，遠較驗尿更
容易讓學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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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榮勳指大埔計劃有成效 團體倡檢體適能取代
學生拒驗尿 3校退出驗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2009年推

行至今，已逾2年，但未有發現吸毒學生。而參與學生人數逐年遞減，本學

年更爆發「退出潮」，3間學校退出。大埔區區議員譚榮勳解釋，不少學生

抗拒驗尿方法，令參與率大減。不過，他強調，計劃具一定成效，全港整

體首次吸毒人數下跌，大埔區吸毒人數排名回落。有關注組織建議，政府

應檢視計劃成效，並參照青衣區部分學校抗毒措施，如以「檢查學生體適

能」取代「驗毒」，採用軟性手法篩選吸毒學生。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年前
因待不及肝臟移植逝世的中華煤氣技
工，其母不滿兒子於伊利沙伯醫院接受
治療時，懷疑因臨近農曆新年，院方人
手不足，加上床位爆滿，延遲轉介至專

科病房，導致病情惡化不治。家人日前透過
法援，入稟高等法院，控告醫管局醫療疏
忽，要求賠償。

原訴人為死者蔡文超（42歲）母親兼遺產
管理人王麗紅。控罪指：醫院管理局轄下伊
利沙伯醫院，2007年12月至約2009年2月15
日，替其子治療時失職疏忽，導致其子2009
年2月28日死亡。死者蔡文超生前在中華煤
氣任職外勤技術員逾20年，在家人及朋友眼
中，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孝順仔」，為王麗
紅獨子。

怪床位不足 醫生多放假
年屆7旬的王向記者表示，兒子2009年1月

28日感到身體不適，王遂陪他到醫院求診，
證實患上急性乙型肝炎。然而，由於院方床
位不足，逼使其子於普通病房走廊增設床位
休息，等候數天後，才轉介至內科病房治
療。

王續稱，其子入院時，正值臨近農曆新年，不少
醫生放假，對其子病情並不重視。直至其子入院10
多天後，醫生才要求他們轉介至瑪麗醫院，質疑做
法延誤病情。

難忘喪子痛 只想討公道
王至今仍未能走出痛失愛子的陰影。「我帶他去

（醫院），帶不到他回來」。她表示，並沒有要求局方
一個實際數額賠償，只想替兒子討回公道，一切交
由律師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浸會大學
有34年歷史的大學會堂，鬧出「賣名」風波。
該校去年決定，把「大學會堂」更名為「李衛
少琦會堂」，以答謝捐款人2,500萬元捐助。不
過，直至近日，校方就下月5日進行的更名活

動，向學生發出鼓勵參加通告，校內師生才得知更
名事宜。截至昨晚，已有約700多名浸大師生校友於
網上聯署，反對校方未有作諮詢，就把「大學會堂」
此集體回憶「賣出去」。

批未先諮詢 棄集體回憶
保衛「大學會堂」聯署發起人、浸大人文學系二

年生李宗泰指，雖然更名決定去年3月獲校董會通
過，但校方並未有作任何諮詢，批評大學把師生蒙
在鼓裡。他指，「大學會堂」此名字記載㠥浸大正
名的歷史，校方不應為了區區捐款，把集體回憶

「賣出去」。

校方：命名謝捐款普遍
浸大發言人回應指，理解師生校友對大學會堂命

名的關注，現正考慮諮詢大學社群，再向校董會匯
報。但發言人同時強調，社會資源對大學十分重
要，以命名建築物答謝捐贈人，也是世界各地大學
普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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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師生反對會堂「賣名」

半馬冠軍天使 照料病童如長跑

助殘障者易報警app奪金

創意機械人賽 兩地生鬥應變

美容業擬年底認證遏「不良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消委

會早前罕有點名譴責美容院「Q&A+
Health Spa」不良銷售，引起外界關注
美容業監管問題。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
主席葉世雄表示，現時美容院「㜜客」
未算普遍，但近年確有上升趨勢。為了
重建美容業聲譽，業界今年底，將成立
認證機構，對達標美容院發放認證，並
設立保障消費者機制，例如：統一買賣
合約、把不良銷售美容院列入黑名單、
設退款機制等等。

美容院「Q&A+ Health Spa」被消委
會譴責，以不良手法推銷美容及纖體服
務，苦主被騙850萬元。

㜜客不普遍 近年趨上升
葉世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被㜜」顧客難獲退款，「即使警方真
的能檢控美容院，東主亦可宣布破產，
顧客仍不能獲得賠償」。他指，美容院

「㜜客」未算普遍，但近年確有上升趨
勢，主因是租金不斷飆升，美容院靠傳

統經營難以維持，故部分美容院便「走
歪路」不良銷售以賺取鉅款。

針對採取「不良銷售」方法的美容
院，葉世雄表示，業界今年底將成立認
證機構，就美容院衛生、器材安全、美
容師資格、推銷手法等設標準。達標美
容院會獲發認證，業界會教育消費者識
別優質美容院。

倘屢犯不改 列入黑名單
葉世雄表示，業界會推出「保障消費

者機制」，例如統一買賣合約，各美容
院須詳列各服務收費，亦會設立退款機
制，「假設顧客購買1年面部護理套
餐，但美容院翌日宣布由尖沙咀遷往天
水圍，令顧客甚感不便。因責任在美容
院，顧客可要求退款，但退款有限
額」。他又指，若美容院「不良銷售」
手法屢犯不改會被列入「黑名單」，顧
客可要求轉至其他美容院享用同價服
務，藉搶「黑店」客人作懲處。他指機
制已獲業界普遍贊同，細節有待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加
油！」、「走快點！」陣陣吶喊助威聲
音，在2011/12年度香港FLL創意機械人比
賽場地此起彼落。有參賽學生表示，研發
機械人過程中，經過逾百次嘗試及失敗。
雖然技術未盡完善，但仍希望靠策略取
勝。另外，有內地參賽隊伍因兩地環境有
異，機械人臨場表現失準，但隊員即場改
寫程式，最後獲得滿意成績。

機械人大賽昨日舉行，吸引54隊學生

隊伍參加，5隊來自內地。比賽有兩部
分：首部分，參賽隊伍需以玩具積木電
腦套件搭建機械人及設計電腦程式。遙
控機械人須在2分30秒內，完成15項任
務。另一部分，隊伍需就「食品安全」
進行專題報告。

男拔附小盼以策略取勝
去年於高小組比賽中奪冠的拔萃男書

院附屬小學，今年再派出7名六年級學

生參賽。其中一名隊員湯同學指，其中
一項任務是，控制機械人，把溫度計
180°翻轉。他們在學校嘗試逾百次仍未
成功，為免未能在限定時間內完成15項
任務，他們唯有放棄以爭取時間，打算
在專題研究部分取回失分。

瀋陽生改程式適應環境
從瀋陽來港的8名同學，首次來港參

賽。領隊老師王野表示，隊員在校內為

機械人測試時，機械人可完成高達14項
任務，但來到香港後，由於環境因素，
如氣溫、潮濕度改變，令機械人臨場表
現失準。首輪比賽中，機械人只完成2
項任務，隊員相當沮喪。不過，他們很
快恢復士氣，即場改寫程式；第2輪比
試時，機械人終可完成7項任務。

中學組總冠軍由迦密中學奪得；小學
組總冠軍由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奪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智能
手機與港人生活息息相關，手機應用程
式除了可方便用家外，更可成為大眾創
作平台。一項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
中，參賽者創意無限，脫穎而出。

有冠軍得主利用手機程式，協助語障
或失明人士在危急關頭報警求助；有程
式播放香港各區街景舊照，令手機變成
流動博物館，讓市民輕鬆一睹舊香港風
貌。

昨日舉辦的「全城寫Apps．公共資料
應用比賽」，去年11月開始報名，去年
底截止，共收到42隊參賽隊伍作品，最
後選出公開組及學生組「概念開發」及

「產品開發」各兩項金獎。
奪得公開組「概念開發金獎」程式名

為「智能報警器」。設計者陳智豪及葉
綺君表示，很多人報警時不易說出身處
境況及所在位置，尤其是部分語障人
士、盲人或少數族裔。

智能報警器簡化求助程序
因此，他們設計此手機程式，簡化報

警程序，包括讓註冊用戶以預設語音傳
達報案者身份、地址或地理位置，縮短
報案時間。此外，程式會公布各地區罪
案率、交通意外率等，提醒用家到有關
地點時需格外留神。

「我的畫廊」呈現舊街景
奪得學生組「概念開發金獎」程式名

為「我的畫廊」。得獎者賴潤彤表示，

程式讓用家選擇路徑後，即時重播用家
所選景點在不同年代的街景舊照片，令
手機仿如博物館，讓市民輕鬆重溫集體
回憶。

「醫生搜尋」列全港診金
公開組「產品開發金獎」程式名為

「醫生搜尋應用程式」，讓市民搜尋全港
醫生資訊，包括診所地址、服務詳情、
應診時間、診金等。學生組「產品開發
金獎」程式名為「捷線系統（屯門公
路）」，讓用家即時查看交通消息，亦可
透過程式，與其他用家交流即時交通資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

剛獲馬拉松「半馬」女子組冠軍
的港隊田徑代表姚潔貞，憑㠥過
人的毅力，衝過終點線。她一次
又一次，踏上頒獎台最高處。當
步下台階後，她換上護士制服，
汗流浹背的跑手不再擦身而過，
天真無邪的小童常伴左右。她形
容，任職兒科護士猶如馬拉松競
賽，都是一場「持久戰」。

勸病童服藥 極富有耐性
「可以跟小朋友玩耍很高興，

覺得他們有活力」。姚潔貞去年9
月入職護士，負責兒科病房。她
擱下「傑出運動員」身份，披上
護士制服，踏進病房。除了擔當
照顧工作外，她更循循善誘，讓
不少沉迷電玩的病童多做運動。
苦口婆心的她充滿長跑不可或缺
的耐性，讓病童明白「苦口良藥」
的道理，勸他們服藥時，「多哄
幾次就可以了」。

護士工作繁重、工時漫長。姚
潔貞形容，工作猶如跑馬拉松，
是一場「持久戰」。入職前，她

早有心理準備，「壓力，很多工
作都有，視乎怎樣面對和處
理」。

她的減壓良方，是在海濱、吐
露港附近練跑，「遇到問題，最
重要是主動找幫手，不要鑽牛角
尖，企圖獨自解決」。

返工與練跑 盼取得平衡
護士需經常站立，但她不會因

腳累放棄練跑；相反，她下班後
習慣慢跑約40分鐘，「跑步可以
幫助血液循環，跑完反而沒那麼

累」。輪更工作難免影響訓練時
間，從前，她最少每周練跑5
天；現在，減至每周3天。她
說，最重要是在工作與練跑之間
取得平衡。跑步和當護士都是她
的興趣，但她認為，護士工作較
重要，「因為與病人生命有
關」。

她任職護士半年，表示暫時會
先適應環境，期望數年內達成跑
畢「全馬」的目標，「長跑需要
堅持，但不要過分執㠥，凡事平
常心就好了」。

■去年於比賽高小組取得冠軍的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今年再派出7名六年級生

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領隊老師王野(左一)表示，因香港與內地環境有差異，令機械人臨場表現失

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智能報警

器」設計者陳

智豪(中)及葉綺

君(左一)表示，

程式簡化報警

程序，方便語

障人士、盲人

或少數族裔等

報警。

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曉晴 攝

■姚潔貞表示，不少病童沉

迷玩電子遊戲機，希望他們

多做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