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地球之
友舉辦的節能比賽，有13.5%家庭參賽者
每日人均用電僅1.7度以下。原來前天文台
台長林超英也是慳電之人，他早前與現任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競賽，人均用電減至1.5
度。他認為，所有政府不敢做、不受市民
歡迎的政策，但當大多數市民都實行，社

會就容易達共識，更易立法。
林超英表示，他早前搬入新居後，用電

量僅為前住戶25%，年初時每日人均用電
量僅2度。不過他其後收到當時尚未上任
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星電郵，稱他們一家四
口每日人均只用電1.7度，兩家就展開一場
慳電比拚。林超英今年起，不再使用空

調，稱是否開啟空調只是「一念之差」，
現在切實感受到何謂「心靜自然涼」，現時
他每日人均用電更減至1.5度。
林超英又認為，世界上所有政府即使明

白政策正確，但都不敢推行不受市民歡迎
的政策。不過只要讓大眾明白節能迫切性
和影響，便可說服更多市民投入。當大多
數市民實行時，社會就容易達成共識，政
府屆時就能「水道渠成」，更易制訂及推
動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瑪麗醫

院1991年成功完成本港首例肝臟移

植手術至今年10月，21年間共完成

1,000宗肝臟移植手術，平均每年

80宗，反映現時本港肝移植技術已

成熟。院方昨日舉行紀念儀式，邀

請歷年來多名換肝者作分享。63歲的

傅伯伯去年因急性肝衰竭昏迷，急需

換肝，後來獲得1名因日本大地震回

流香港的2歲腦死亡女童家屬捐肝而

成功進行手術。他形容自己由「鬼門

關」被拉回來，非常感激捐贈者與醫

護人員。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

盧寵茂呼籲市民積極捐肝救人，不用

再過21年，即可完成第2,000宗肝移植

個案。

瑪麗醫院10月22日為1名1周歲患先天性
膽管閉鎖的女嬰進行換肝手術。女嬰

30歲表叔捐出部分左肝，現時女嬰康復進度
良好，成為瑪麗醫院自1991年首例肝移植手
術後的第1,000宗成功個案。醫管局港島西
聯網總監暨瑪麗醫院行政總監陸志聰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截至上月底，香港共完
成78宗肝臟移植手術，較去年全年更多。而
自1991年至今，本港平均每年均有80宗肝移

植個案。

六旬翁獲女童捐肝重生
63歲的傅伯伯去年因急性肝衰竭昏迷，急

需進行肝移植手術，但家人肝臟不適合。後

來他獲得1名2歲腦死亡女童家屬慷慨捐贈，

令手術得以成功進行。據傅太透露，該捐肝

家庭原已移民日本，但因去年日本大地震回

流香港，後女童在家中發生意外導致腦死

亡，女童家屬願意捐出肝臟，終救丈夫一

命。「本來已經交代身後事，衷心感謝捐贈

者及醫護人員，把我從『鬼門關』拉回來！」

昨日他分享換肝心路歷程時激動落淚。

袁偉祥許細文一同到場
兩年前因工作時肝臟受損危在旦夕的海關

官員袁偉祥，與捐肝給自己的同袍許細文，

昨日一同到場。袁偉祥表示，雖然現時身體

沒有完全恢復，也調離前線工作，但自己死

裡逃生，已是奇蹟，因此不感到遺憾。而

「捐肝英雄」許細文表示，只要對方過好今

後每一天，就是對捐贈者的最好回報。

醫護：家屬決不能放棄
現年4歲的余汶樺，出生42日時，即因急

性肝衰竭須進行手術，成為最年幼受肝者。
他的母親表示，受醫護人員鼓勵而堅定信
念，「當時醫護人員對我說，我們沒有放

棄，你們家屬更不能放棄！」她表示，現時
余汶樺健康成長，與其他小童無異，感到非
常欣慰。
瑪麗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夏威表示，本港

現時肝臟移植技術已成熟，受體存活率高於
85%。香港大學外科學系主任、瑪麗醫院肝
臟移植中心主管盧寵茂表示，成功完成

1,000宗移植個案，不但值得本港醫學界慶
祝，也值得全港各界慶祝。每個成功個案背
後飽含捐贈者及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鼓勵
更多人傳達愛心，奉獻社會。
他呼籲更多市民積極捐肝救人，使本港不

用再過21年，即可完成第2,000宗肝移植成
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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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分享續命大愛 盼再助千人不必等多21年
瑪麗換肝21載救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青
少年愈來愈早熟，部分未滿16歲便初
嚐禁果。調查顯示，逾半受訪青少年
性交時沒有使用安全套，對愛滋病和
意外懷孕危機意識較低。「關懷愛滋」
項目總監張燕媚指，大部分受訪青少
年都有基礎愛滋病及避孕知識，但這
些知識不足以促使他們進行安全性行
為。
「關懷愛滋」2011年8月至2012年10

月期間，訪問88位青少年（12歲至21
歲），他們曾在「關懷愛滋」進行愛滋
病病毒及性病檢查，並於過去6個月曾
發生性行為。結果顯示，受訪者首次
性行為平均年齡為15歲半。當中37.2%
和19.8%受訪者表示，性交時沒有使用
安全套或忘了使用安全套。調查又顯

示，沒有使用安全套的受訪者比有使
用安全套的受訪者，愛滋病及意外懷
孕危機意識較低。

非預先計劃 無溝通清楚
「關懷愛滋」高級預防項目主任李

嘉欣昨日表示，青少年性行為大多數
沒有預先計劃，又或沒有事前和伴侶
溝通清楚，令他們面對要求性行為時
不知所措。他們為免和伴侶發生摩
擦，半推半就下就發生性行為。張燕
媚認為，受訪青少年大多具備基礎愛
滋病和避孕知識，但這些知識不足以
促使他們進行安全性行為。同時不少
受訪者認為，自己感染愛滋病或意外
懷孕機會不高，因而忽略安全性行為
的重要性。

港 聞 拼 盤

青年懶理安全 逾半無套性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以
低地價甚至免地價批地給私家醫院，
批地條款要求私家醫院提供一定數量
的低收費病床，但這些病床使用率一
直偏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
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表示，政府與
醫院管理局正研究新機制，主動轉介
病人，提高廉價病床使用率，預料需
數個月至1年時間完成研究，其間會考
慮推出新措施。

擬改要求設套餐式收費

高永文表示，病人使用私院服務
時，收費已包括診金及藥物費用，醫
生和病人都未必清楚廉價病床使用條
款，導致使用率偏低。他表示，將來
批出的私家醫院用地不會再要求醫院
提供低收費病床；改為要求提供一定
比率的套餐式收費，令病人使用服務
時可有更好預算。不過因為不適宜在
現有地契加入新條款，所以不會要求
現存私院提供收費套餐，但政府會與
私家醫院協商，提高私院整體收費透
明度。

醫局研主動轉介增私院廉床使用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曾任職躉船工人的李誠良2007年
工傷後切除右小腿，因未符合嚴
重傷殘定義，五度申請傷殘津貼
（傷津）被拒，遂提出司法覆
核，期望推翻社署決定，但2010
年被高院裁定敗訴。1年前，只
被判斷65%肢體傷殘的李誠良在
社署建議下轉介精神科，終獲判
有35%精神傷殘，兩者合共100%
傷殘，符合傷津申請資格。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在記者
會上抨擊社署至今仍未就「嚴重
傷殘」重新定義，機制含糊不
清，常出現不一致、不公平問
題，建議當局訂下時間表，全面
檢討傷津制度。

獲判35%精神傷殘始獲款
傷津審批是以申請人殘疾程度

達100%傷殘作為標準，以肢體疾
疾為例，四肢失去兩肢才可視為
100%傷殘。只被判65%傷殘的李

先生，昨日在工聯會記者會上
說，經司法覆核後，獲社署建議
到精神科求診，確定是否有精神
傷殘。最終李獲判35%精神傷
殘，兩者合共100%傷殘，方可成
功獲發傷津。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鄧家彪認為，社署應把傷殘津貼
分級，按不同傷殘程度分發相應
金額津貼。

判傷程序應跨業界進行
現時判傷只由主診醫生一人在

短時間內作評估，香港復康力量
吳永基說：「同一類別同一身心
功能狀態的殘疾人士，申請傷津
結果都不一樣。即使是同一個病
人，病情沒有好轉，在不同時間
續領傷津，都有不一樣審批結
果」。王國興建議，判傷程序由
跨專業界，包括社工、心理醫
生、主診醫生等進行，並加入考
慮申請人社會及財務狀況或實際
就業能力等因素。

社署1973年沿用的傷津制度一
直沒有進行全面檢討，李誠良5
次申領傷津一事，觸發申訴專員
發表「社會福利署如何審批傷殘
津貼及處理上訴個案」，建議社
署修訂傷津申領準則細節。2010
年1月，李誠良提出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最終認為社署做法符合

憲法，裁定李敗訴。不過法官批
評社署審批傷津制度欠缺彈性，
完全忽略人性和社會因素。
社署2009年曾承諾組成跨部門

小組檢討傷津執行細節，預計半
年至9個月內完成。3年後，社署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檢
討報告，12月10日舉行公聽會。

環團慳電賽 省錢逾5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將
於明日公布電價加幅，當社會聚焦電費上
升時，有環保組織舉行慳電比賽，鼓勵住
宅和商業機構節約用電，活動共吸引4,737
個電力用戶參賽，共節省逾5,220萬度電，
電費至少節省逾5,000萬元。組織期望兩電
提供誘因節能，包括加強「累進」收費
制，以減少不必要消耗。

4737戶參加 人數增75%
地球之友年中舉行「知慳惜電」節能比

賽，統計參賽者6月1日至8月31日用電
量，再與去年同期用電量比較。今年比賽
共有4,737個電力用戶參賽，較上屆大增
75%，每個參賽戶平均慳電7.8%。92日的
比賽中，所有參賽者共節省用電5,220萬
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共36,545公噸。若
以1元一度電計算，是次活動已節省5,220
萬元電費。
比賽分為住宅和公司組，香港賽馬會把

馬房風冷式冷氣改為水冷制式，射燈改用
LED燈等，比賽期間較去年同期節省201
萬度電，贏得公司組勁減用量大獎。而照

明設備公司曼佳美減少光管數目，又對浪
費電力員工罰款10元，成功減省41.7%用
電，贏得公司組勁減百分比大獎。
住宅組方面，梁家怡今年初裝修物業，

因個人需要，把原先3房1廳的間隔改為把
主人房與一個細房打通，意外地加強屋內
對流風，可減少使用空調次數，改以風扇
代替。而裝修籌備時，亦開始留意不同環
保產品，之前客廳射燈改用LED燈。不用
的電器避免保持待命狀態，而是完全關
掉；離家多日則關掉總掣避免用電。梁太
表示，未來電力公司可能加價，令他們帶
來誘因節約用電。梁先生一家比賽期間較
去年節省用電2,684度，減幅達76.44%，獲
住宅挑戰組躍進大獎亞軍。

大廈井字型 開窗對流風
另一得獎者李穎妍，一家四口住在大埔

公屋單位。由於全家向來怕熱，每次回家
便立刻開動空調。不過他們今年夏天得知
慳電比賽，她和家人都認為是時候改變用
電習慣，於是決心在夏天完全不開動空
調，希望可挑戰自己。經實行後發現，由

於大廈設計為「井字型」，只要打開門窗
便有對流風。而過去使用空調時，都會使
用熱水洗澡，這個夏天則沖「凍水涼」，
減少熱水爐電力消耗，鼻敏感情況亦得以
紓緩。他們年初更換含能源效益標籤的洗
衣機，平日除了學校制服和重要場合的衣
服外，均避免使用熨斗，結果較去年同期
減少2,583度電，贏得住宅實踐組躍進大獎
冠軍和10,000元現金獎。
地球之友建議政府明年初與兩電利潤協

議進行中期檢討時，雙方應提供更多誘因
鼓勵住宅和商業用電戶節能，如加強「累
進」階梯收費機制，從而減少燃料消耗和
發電機組使用，令兩電發電成本降低。

■工聯會及香港復康力量促社署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雅艷 攝

■4歲的余汶樺（中）成為最年

幼受肝者。 曹晨 攝

■「捐肝英雄」許細文（左）表示，

只要對方過好今後每一天，就是對

捐贈者的最好回報。 曹晨 攝

■傅伯伯形容自己由「鬼門關」

被拉回來，激動落淚。 曹晨 攝

錦星電郵挑戰 超英激鬥慳電

■部分慳電

賽參加者獲

表揚。

羅繼盛 攝

慳電比賽貼士
住宅慳電貼士

■不用空調，轉用風扇

■減用燈，或改用低火數慳電膽和LED燈

■用手洗衣，以減少使用洗衣機次數

■選不易皺衣料，或洗衣機使用免脫水功

能，減少使用熨斗

■重整家居間隔，加強採光和通風

■轉用一級能源效益標籤電器

商業慳電貼士

■轉用T5光管或LED燈

■縮短電器運作時間

■轉用水冷制式空調

■調校空調合理溫度

■清潔空調系統

資料來源：地球之友及參賽者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失小腿工人無殘津 王國興促檢討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