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如何能幹的人，也有
患病時，都需要人幫；護士工作給我最大的喜悅，便是
可以幫助別人。」伊利沙伯醫院兒科部門運作經理陸秀
娟，半輩子為病人及其家屬服務，甚至下班後亦不辭勞
苦以病人為先，深得病人及家屬愛戴，獲選為醫管局最
新一屆的傑出員工。即將退休的陸秀娟得獎後仍謙卑地

說：「一個人做的事情很有限，這個獎是屬於我們整個
團隊的。」

天生愛幫人 從不缺勤
陸秀娟1972年加入公立醫院，起初任職伊利沙伯醫院

見習護士，一做便是40年。她指出，縱然護士工作的辛

勞程度，非一般人可以想像，但由於
她天生愛助人，這份工作反而令她的
生活添上姿彩，「護士工作，每天都
是新的一頁。數十年來，我未試過有
一天不想上班。」她又勸勉醫護人
員，要積極回應病人身心上的需要。
羅太的孩子早年出生不足半年，因

腦抽筋需經常進出醫院，因而與陸秀
娟相識，彼此建立一份深厚感情。羅
太說：「我的孩子由1983年出生至
1997年離世，整個家庭都多得陸秀娟照顧，我們見到
她，便覺得自己充滿力量。」

病人深感動 讚勝親人
羅太舉例指出，自己患病時，陸秀娟下班後與丈夫深

夜駕車到醫院探望她；羅太的女兒出嫁時，陸秀娟甚至
義務到她家照顧病患孩子，「我自己家人對我都未必這
樣好，她那份愛已超越我親人。」說罷更感觸落淚。

另一方面，由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外科、骨科及介
入放射治療科等部門組成的跨部門專科隊伍，多年來一
直改進診療方法，更是首間以「三合一」診斷嚴重骨盆
骨折患者的醫院，當有骨盆骨折患者入院時，會即時在
急症室進行會診，並按患者病情決定各科做手術的先後
次序，在病人處於危險期「爭分奪秒」搶救，死亡率由
約10年前的73%降至去年的25%，獲得醫管局傑出團隊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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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報業公會頒獎禮 讚傳媒是社會進步動力
曾蔭權：款待報道令我反省

鄉里監管南亞犯
懲署聘人憂斷層

護士助人四十載 每天都是新一頁

「2011年最佳新聞獎」為新聞
界年度盛事，主禮嘉賓

曾蔭權昨親臨頒獎典禮，並衷心祝賀各新
聞工作者。他指出，傳媒質素往往決定社
會質素，「水平愈高，社會會不斷進
步」。他又表示，網絡媒體過去曾被視為
譁眾取寵及誤導公眾，如今卻證明它們的
報道具深度及速度；有免費報章在今次的
頒獎禮上獲得圖片獎，更是可喜可賀。

指記者代表市民監察質問
曾蔭權指出，他任內一直重視新聞自

由，而一些獨家新聞報道，例如今次獲獎
的「食環署查蠱惑肉」及「區選種票疑
雲」，亦令政府嚴肅處理相關問題，並坦
言，儘管有關他接受款待的報道，亦令他
感到難受，但他明白自己是大眾監察的對
象，「相信面對洶湧而來的報道及批評，
任何人都感到難受，但這一連串的報道，
亦是一種鞭策，令我深刻反省，知道公眾
對我的期望」。

他又表示，自2005年署任特首以來，有
時面對記者高聲質問，會令他覺得不知所
措及難堪，更被人指「黑口黑面」：「有
時無辦法掩飾個人情緒，這對彼此都不是
好結果，如果記者以第二種方式去問，或
者我可以暢所欲言。」有時事後冷靜下
來，他明白到記者不是代表個人或報館提
出質問，而是代表整個輿論，亦是社會進
步的動力。
曾蔭權並讚揚傳媒在防止香港走上「民

粹道路」的工作上，任重道遠。他又笑
言，當卸任並變回一名普通讀者後，「希
望每天打開iPad，仍可以見到有質素、有
深度及有理據的新聞報道」。
在是次比賽中，香港文匯報在15個組別

當中，榮獲1項季軍及4個優異獎，其中李
茜婷憑內地5,800萬名兒盼望能回家過春
節，及北京百萬人居住環境有如老鼠洞兩
篇報道，獲「最佳新人」季軍；本報的
「香港科研挑戰系列」亦在「最佳科學新

聞報道」項目上獲得優異獎。

本報獲5獎項
同時，本報記者王玨及周逸的《溫總：

憂國不謀身》報道，獲「最佳新聞寫作」
優異獎；馬子豪的《必升神話破滅，人民
幣終有貶值時》獲「最佳經濟新聞寫作」
優異獎；本報編輯姚逸民及陳功在兩電加
價時以《港燈巧取、中電豪奪》為題，獲
得「最佳標題（中文組）」的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2011年最

佳新聞獎」頒獎典禮，昨日假金鐘

萬豪酒店盛大舉行。香港文匯報在

15個組別中，榮獲1項季軍及4項優

異獎。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在致辭時

表示，任內一直重視新聞自由，又

認同傳媒的質素往往能決定社會質

素，部分報道令政府嚴肅處理問

題。他又「自爆」有關他接受款待

的報道曾令他感難堪，但有關報道

也是一種鞭策，令他深刻反省，亦

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本港現時約有1,300名南
亞裔囚犯，今天退休的南亞裔懲教事務高級監督何阿蜜表
示，基於語言關係，由南亞裔懲教署人員監管「自己人」
更方便，尤其是平息南亞裔囚犯互相打鬥等情況。不過他
指出，現時47名南亞裔懲教職員多數已屆中年，甚至將近
退休，擔心「青黃不接」，日後署方處理南亞裔囚犯會出現
不便，呼籲本港南亞裔人士多投考懲教署。

常「雞同鴨講」同鄉介入易
在懲教署工作37年的何阿蜜表示，部分南亞裔囚犯不諳

中英文，只懂烏都語等南亞語言，與華裔懲教署職員溝
通，容易「雞同鴨講」，造成監管上不便；若囚犯在懲教院
所與同種族的懲教人員「他鄉遇故知」，較易介入，「有次
10多名巴基斯坦和越南犯人打架，一般而言需把兩幫人隔
離10多天，但巴基斯坦囚犯視我如兄弟，接受我的勸導，
結果數日便平息。」

嘆青黃不接 籲同胞投考
現時懲教署有47名南亞裔職員，何阿蜜指他們多數已步

入中年，甚至將近退休，擔心會「青黃不接」，日後署方處
理南亞裔囚犯會出現不便，呼籲本港南亞裔人士多投考懲
教署。
回顧37年懲教生涯，何阿蜜指最難忘是曾擔當署方與南

亞裔職員的溝通橋樑，「2009年南亞裔懲教職員投訴回歸
後，若升級為懲教主任，必先經中文考核，結果常不合
格，不能升職下，積聚了怨氣，署方便委派我作溝通橋
樑。」他稱經半年磋商後，署方在2010年廢除中文筆試，
重振南亞裔懲教職員士氣。

監管有心得 巡察觀眼神
何阿蜜2009年獲擢升為懲教事務高級監督，歷任多間懲

教院所的主管，現為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主管。他昨日分
享監管心得時指出，每天早上都要在院所巡察，觀察囚犯
的眼神，若眼神有異，便知對方有不滿或心事，然後跟進
了解，以防囚犯情緒惡化。
「我感謝懲教署給予我事業和家庭。」何阿蜜的華裔太

太當年與他是同屆學員，他笑言當年署方不准許學員拍
拖，他被揭發拍拖後，被禠奪「金銀哨」、即全班首名的榮
譽。何阿蜜今日退休，將到英國與家人團聚，享天倫之
樂，揭開人生新一頁。

■香港報業公會「2011最佳新聞獎」頒獎禮上，主禮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報業公會舉行2011年度「香港最佳新聞獎」禮，圖

為香港文匯報得獎同事與出席同事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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