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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記者 王

維寶）殘疾人
生活上面對極
大不便，除需
經濟及生活協
助外，亦非常
需要心靈上的
幫助。半島扶
輪社為了幫助
部分殘疾人士
圓夢，去年起
舉辦「夢想成
真 蛻變人生
計劃」，除了
為行動不便而
經濟有困難的患者添購電動輪椅，又陪同患者到迪士尼樂
園，令他們達成長久以來的心願。

購電動輪椅遊迪士尼

半島扶輪社基金與復康會等機構去年10月起開始舉辦「夢
想成真 蛻變人生計劃」，參加者可以寫上自己的夢想，經計
劃委員會成員按夢想的可行性作初步篩選後，再派義工進行
家訪，在逾50多名報名人士中，有逾20名最終入選計劃。半
島扶輪社社長伍永賢表示，由於計劃籌備時間短，所以只能
滿足約20名參加者的要求，希望下次再舉辦計劃，可以惠澤
更多人。

這次參加計劃的患者，都是患有罕有疾病的患者，包括小腦萎縮
症、黏多醣症、神經纖維瘤症及肌肉萎縮症等疾病，這些疾病全港只
有幾百名患者，其中黏多醣症全港更只有逾30名病人。伍永賢表示，
希望藉這個計劃，令港人更關注這批罕有疾病患者。
計劃中有7名參加者需要新的電動輪椅，故扶輪社從捐款中撥逾10萬

元，為他們購買電動輪椅，改善他們的生活。另有參加者有不一樣的
心願，患黏多醣症的周藹芬與失明的丈夫育有一個2歲的兒子，平日受
經濟條件及身體限制，尋常的家庭旅行對他們來說是遙不可及，她一
家三口透過計劃獲邀請前往香港迪士尼遊玩，更可入住迪士尼酒店和
享用自助餐，令她有一個難忘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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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血型移植 兒肝續父命
5年存活率高達80％ 瑪麗將新技術常規化

血型不配不再是肝臟移植的一大障礙，

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在今年初，開

始採用一套嶄新、以「利妥昔單抗」為基礎

的免疫抑制方案，為苦等屍肝、又無適合活

肝進行移植的病人帶來多一個生機—「跨血

型肝移植」。接受移植的病人會在手術前3星

期服用「利妥昔單抗」，殺死產生抗體的B淋

巴細胞；然後在術前1星期再進行「血漿置

換」，例如病人屬A型血，而捐肝者是B型

血，醫生會先為病人清洗血液內的B型抗體，

以減低肝移植後的排斥機會。

在醫學界上，肝移植病人接受跨血型肝移

植是已知的技術，但早前外國的做法只是在

移植手術前為病人洗血漿，以減低肝移植後

的排斥機會。惟病人在術後容易出現嚴重排

斥反應、肝動脈血栓及膽管捐傷等問題，成

功率更低於50%，效果並不理想。

舊做法成功率低於50％

負責肝移植手術的瑪麗醫院副顧問醫生夏威

在昨日記者會表示，新技術可將病人5年存活

率提升至80%，僅低於同血型或屍肝移植

10%，「我們會將此新技術常規化，每年可多

為逾20%苦苦等候的病人帶來新曙光。目前，

約有3名病人已打算進行跨血型肝移植」。

來自澳門的肝癌病人李生是瑪麗醫院首宗

跨血型肝移植成功個案。其長子昨日表示，

「當初以為可用切除肝腫瘤方法根治爸爸的肝

癌，豈料不能；後來以為他可接受活肝移

植，家中卻無人的血型與他的匹配」。面對希

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李生獲政府安排及支付

近100萬醫藥費，來港接受長子的跨血型肝移

植。

妻：博一鋪贏回夫性命

跨血型肝移植的新技術，還令因肝硬化導
致肝昏迷及肝腎綜合症的熊先生逃出鬼門
關。熊太稱，「當知道因血型不配而無法捐
肝予丈夫，便感到有心無力、進退無路」。一
天，原本不知有新技術的熊太忽發奇想詢問
醫生：「有沒有血型不配的肝移植手術？」
醫生頓然愣住了。直至李先生的首個跨血型
肝移植手術成功後，院方才建議熊太考慮新
技術。熊太欣悅地表示：「抱㠥一半半機會
去博一鋪，最終博回丈夫的性命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過

去，有一半病人等不到屍肝及活肝移

植便離世了！」肝臟移植醫生說。本

港屍肝捐贈率低，即使病人家屬願意

捐出活肝，亦可能「有心無力」，因血

型不配而無法進行肝移植。瑪麗醫院

昨日公布，已成功打破血型的障礙，

完成本港首2宗跨血型活體肝移植手

術，病人5年存活率更高達80%。瑪麗

醫院現將此新技術常規化，料每年可

為逾20%病人進行活肝移植，為更多

病入膏肓的病人及其家屬重燃生命曙

光。

消防處長解畫：「花火」救出25人

聖雅各資助補血針 腎病患者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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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企業指員工有權吸煙花園街檔主盼政府資助滅火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近年港府致力推動戒

煙，本港煙民人口比率已由2008年的11.8%下降至
11.1%，屬全球最低比率的其中一個國家或城市。然
而，有調查卻發現，僅得10%受訪企業曾在過去1年
推行戒煙措施。46.2%企業認為，員工有吸煙權利；
22.2%則認為公司無責任協助員工戒煙。港大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林大慶指出，約90%僱主認同吸
煙對公司有負面影響，但大多沒有積極協助員工戒
煙，必須改變態度，推動香港成為「無煙城市」。

僅10%僱主出招助員工戒癮

九龍樂善堂與港大醫學院公共㡮生學院及護理學
院，今年2月訪問了292間本港企業，發現僅10%僱
主曾在過去1年推行協助員工戒煙的政策及措施。調
查又顯示，大部分企業均認為員工吸煙會對工作環
境、公司形象、服務質素及生產力等方面造成負面
影響。林大慶指出，不少機構均對戒煙服務表示支
持，但大部分均只向員工提供戒煙訊息及轉介服務
等，應加強相關服務。
樂善堂主席鄺祖盛指出，不少企業希望推動協助

員工戒煙的計劃，但礙於內部資源不足及欠缺相關
知識，才未能在企業內全面推行戒煙工作。樂善堂
半年前獲㡮生署控煙辦資助454萬元，開展為期2年
的「愛無煙」前線企業員工戒煙計劃，為機構訂定
內部戒煙政策及向吸煙員工提供跟進輔導等，至今
已有逾50間機構參與。
有份參與計劃的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物業經理

張廣新表示，其公司屬服務行業，員工滿身煙味走
到顧客面前解答問題，有損機構形象，故在2011年9
月參與計劃，年半間吸煙員工比率由20%明顯減至
12.5%。

青年求助個案 八成情緒困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近期本港發生多宗倫常慘

劇，引發社會對青年人情緒問題的關注。有關注青少年精
神健康的組織，收集了752位青年輔導服務使用者資料，發
現尋求協助的青年，有78.2%需要面對情緒困擾，38.7%個
案則面對家庭衝突。組織認為受到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欠缺
正確情緒管理的方法，面對挫折時容易令問題惡化，建議
父母應對子女的成長有認知，當發覺有情緒問題時應及早
處理；而當局應建立支援計劃，為失學、待業青年提供協
助，並建立支援服務網絡，幫助青少年紓緩情緒困擾。

多宗倫常慘劇引發關注

為讓社會了解青年人面對的困擾、認識如何正確幫助受
到情緒困擾的青年，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明愛及香港
心理衛生會，收集了機構轄下精神綜合社區中心的15歲至
29歲求助個案發現，78.2%的求助者，面對抑鬱及焦慮等
輕微情緒困擾；38.7%個案則面對家庭衝突，而有54%求助
年青人處於失學或待業，更有超過一半的家庭，在問題出
現半年或以上時間後才開始求助。
就讀中六的Christine表示，自己平日少與家人及朋友溝

通，兩年前因朋友意外身故，加上受到社會負面新聞的影
響，令她情緒出現不穩定的情況，「最嚴重時想殺光全世
界的人，見到利器都會覺得害怕」。她後來接受社工輔導，
並由社工陪同求醫，證實並無患上情緒病。經過兩年輔
導，Christine現時已恢復正常。
明愛全樂軒社會工作督導主任黃敏信相信，近日發生的

倫常慘劇只是個別事件，而以往的工作中也並無此類極端
個案發生。3個團體均表示，青少年隨㠥年齡增長，求助愈
遲愈抗拒與社會接觸，因此建議父母需要認識子女的成長
需要，發現問題應及早處理，協助子女肯定個人價值，同
時促請政府加強精神健康教育，為離校青年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聖雅各福
群會推出「補血針資助計劃」，為無法製造
紅血球生成素，需長時間注射補血針改善
身體狀況的腎性貧血患者，提供最高半價
藥物補貼優惠。聖雅各福群會表示，所有
醫管局處方病人均毋須經入息審查，便可
到惠澤社區藥房以優惠價購買補血針，料
資助計劃內的25萬元資金，可維持80名至
100名病人半年藥費。
一般市民若腎臟結構及功能出現3個月以

上的異常，或腎小球濾過率出現大幅下降
時，便會被確診為患上慢性腎病。其中慢
性腎病患者由於腎臟受損，無法正常製造
紅血球生成素，令身體面臨貧血，在導致
身體器官受損的同時，會加速腎病惡化，

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獲捐25萬元推出計劃

現時要治療腎性貧血，一般病人除輸血
外，亦會注射俗稱「補血針」的紅血球生
成刺激劑，以增加骨髓製造紅血球，改善
貧血情況。
惟補血針需每周或每月注射，平均每針

500元至3,000元不等，令不少基層患者生活
更見艱難。
有見及此，聖雅各福群會最近獲捐款25

萬元，推出「補血針資助計劃」，現時腎性
貧血患者只需在醫管局轄下醫院求診，並
獲醫生處方補血針後，即可前往惠澤社區
藥房，以最高半價優惠購買補血針。

昨日，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衛生署和醫管局合辦「2013年世界防癆日」，透

過一連兩日的展覽及教育活動，宣傳防癆信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及衛生防護

中心總監梁挺雄均有出席活動典禮。2人均承諾，會做好預防、治療和監測的工作，尤

其是向病人強調正確用藥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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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2011年花園街大火死
因研訊於上周告終，政府早前亦斥資2.3億元，資助改
善小販攤檔安全。有關注組織希望當局資助可涵蓋消防
裝置，同時提供劃一執法準則，免得擋主們無所適從。
另外，花園街㜜房戶蘇先生稱㜜房環境未有改善，火災
至今仍有心理陰影，期望當局可盡快協助安置。
花園街大火死因研訊上周一完結。食環署為改善攤檔

消防安全及電力裝置，早前於立法會通過撥款2.3億
元，在排檔區推行為期5年的資助計劃，包括為原址重
建或火警安全理由而須搬遷的攤檔提供一次性的財政資
助，並為自願交回小販牌照提供特惠金，預計可於今年
夏季推出。
多個關注花園街排檔戶和住宅㜜房戶權益的組織昨日

舉行記者會，並於會前為死難者默哀。聯區小販發展平
台成員范沛縈表示，大火發生後，檔主過去一年來進行
了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排檔簷篷和檔身改用不易燃物
料，檔與檔亦已預留通道供行人通過，街道中央亦有闊
6米空間足以供大型消防車通過等。

檔主：執法嚴厲3改設計

花園街檔主釗哥則稱，火災後多個政府部門執法變得
嚴厲，但每次執法都有不同關注點和標準，他的攤檔改
動設計達3次，花費近1萬元，包括更改攤檔簷篷大小，
以符合食環署的要求。他稱攤檔代表每月都與食環署會
面，每3個月與消防處聯絡一次。大家曾計劃在每2個排
檔裝設滅火筒，並在有住宅大廈入口的排檔相隔的6米
距離，設置大型滅火筒，但費用不菲，期望當局資助購
滅火筒。
關注小販權益的范沛縈對食環署資助表歡迎，但認為

資助計劃不應只包括簷篷、供電系統和攤檔檔身，而是
要同時涵蓋消防裝置；她認為現時食環署等部門執法準
則未有劃一標準，令攤檔檔主無所適從，期望當局訂清
消防標準，發出合格證予已符合標準的檔戶。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陳凱姿則建議，當局應大

量增建市區公屋，並以租務管制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迫
遷，可善用市區的中轉屋，以改善㜜房戶的居住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早前完成的花園
街死因庭研訊中，裁判官陳碧橋曾對消防處作出多
項批評，助理消防處長吳建志更對傳媒未作正面報
道表示遺憾。消防處處長陳楚鑫昨日澄清，處方非
推卸責任，又稱事發時兩旁的排檔已烈火熊熊，更
蔓延至街內6幢樓宇，消防需同時兼顧滅火和拯
救，且救出25名生還者，反駁陳碧橋認為消防處
「沒有主動搜救」的說法。

尊重專業報道 非卸責傳媒

助理消防處長吳建志前日在電台批評傳媒未正面
報道救援，對此「感到相當遺憾」。消防處處長陳
楚鑫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澄清，並非推卸責任給傳
媒，亦相當尊重傳媒的專業報道。
對死因裁判官陳碧橋轟消防處經逾1年調查，起

火原因依然「不明」。陳楚鑫解釋，報告早於去年6
月提交警方，即調查只用6個月。至於起火原因，

消防處不能排除電力故障，但警方當時正就可能涉
及縱火進行刑事調查，有可能出現新證據；由於當
時有多於一個可能性，又缺乏確實證據證明電力故
障，消防處只能將起火原因列為「不明」。
陳碧橋亦質疑消防處沒有主動搜救。陳楚鑫稱消

防處於事發時，在花園街192號至196號救出25名生
還者，可見處方並非沒有主動搜救。而消防員到場
時，兩旁的排檔已是烈火熊熊，而火勢亦蔓延至花
園街內6幢樓宇，危險程度亦與192號至196號的樓宇
相若，處方需要運用資源，同時於多幢大廈進行搜
救。他形容消防的滅火和拯救是不能分開的。對於
食環署資助遷拆和重置，他認為相關金額大，但購
置滅火筒的金額相對較少，只約200元至300元。而
以消防角度看，排檔非構築物，法例未硬性規定需
滅火筒，但檔主認為有需要增加滅火筒，消防處不
會反對。他稱消防一直有與食環署聯絡，相信食環
署會在排檔結構和防火上徵詢處方意見。

■原居花園街㜜房住戶蘇先

生至今仍猶有餘悸，現居於

石籬中轉屋，妻子至今仍未

敢回旺角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熊太(右)欣慰地表示，抱㠥50%機會去博一鋪，最終博回丈夫的性命。 彭子文 攝

■花園街檔主釗哥表示，過去一年來進行了多項改善措施，例如檔與檔亦

已預留通道供行人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有調查發現，僅得10%受訪企業曾在過去1年推行

戒煙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周藹芬(右)一家三口獲贈一本於香港迪士尼

時拍攝的相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維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