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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內地供港雞隻農曆
新年前驗出H7禽流感病毒，連累長沙灣臨時家禽批
發市場內所有家禽一併銷毀，全港禁止售賣活家禽
21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當局擬
在文錦渡動物檢查站附近覓地設立內地供港家禽暫
存區，以免雞隻在等待化驗結果時互相感染，但仍
要考慮交通、通風及生物檢疫等問題，未確定能否
在恢復銷售活雞前落實新安排。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在農曆新年前銷毀所有

家禽，本地雞農不滿無病的本地雞受拖累須停售，
要求推行兩地活雞的分流措拖。高永文昨日出席公
開活動後表示，食環署及漁護署正研究並物色文錦
渡動物檢查站附近的地方，分流暫存內地活禽，直
至樣本通過快速測試檢疫結果後，才把家禽送往批
發市場。

高永文：有進展盡快公布

高永文解釋，兩地活雞在等候化驗期間，不能共
處同一地方，應分流處理兩地活雞，以免雞隻在等
待化驗結果時互相感染，「即使找到地方，也要考
慮當中的交通問題，然後要興建一些設施，例如通
風設施這類符合檢疫要求的設施才可以」。
他指，食環署與漁護署需時選出適合方案，目前

不敢斷言能在21日活雞禁售期內（即本月18日前）
可完成有關安排，有進展時會盡快向社會公布。

何俊賢：可選打鼓嶺舊豬場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日接受電視台

訪問時則建議，政府可選址打鼓嶺附近的舊政府養
豬場，作為內地活禽暫存區。他續稱，本港雞農和
批發商希望可提早復市，並期望政府向業界提供恩
恤金，「政府提出就每隻宰殺的活雞向雞農賠償30
元的金額並不足夠。我明白有關賠償涉及修改條

例，但希望業界自行評估損失後再和政府商討，縮
窄分歧」。
何俊賢認為，本港長遠不應全面取締內地活雞，

「因為內地目前為本港提供三分之一的雞苗，一旦
有疫情發生，內地雞和本地雞可互相補助」。
新界養雞同業會理事長鄧偉麟指，政府目前沒有

就選址諮詢業界，又認為政府應在未能確定文錦渡
檢疫安排前，繼續停止輸入內地活雞，以免再出現
有活禽感染H7禽流感病毒。
另外，高永文又關注一名居於深圳的本港6歲男
童，於本月1日確診感患H7N9的個案。高永文指，
該名男童發病初期曾經和家人來港一日遊購物，但返
回深圳後才開始發燒，嚴格而言不算在香港確診。男
童目前在家中接受醫學監測，其病情不算嚴重。
高永文稱，現時本港的出入境口岸主要使用體溫

探測及以目視方法，監察過境人士的健康狀況，
「每個人對同一個病症的病徵反應未必一樣。所以
如果他沒發燒，第一就未必探測得到，第二就是如
果病徵比較輕微，亦未必察覺得到。男童剛剛在發
病初期，未必一定會探測得到」。

文錦渡擬設內地活禽暫存區

■高永文表示擬在文錦渡覓地
設立內地供港家禽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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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建議選址打鼓嶺附近
的舊政府養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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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贈興」新年急症室逼爆
威院候診至取藥等16句鐘 醫局料今明兩日求診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年農曆新年適逢冬季流感高峰期，醫管局初二錄得6,000多人到公

立醫院急症室求診，較初一高出逾三成；部分醫院的內科病床佔用率逾100%，威爾斯親王醫院更錄

得114%，伊利沙伯醫院亦有111%。醫管局急症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鄧耀鏗解釋，今年冬季流感

比往年活躍，部分病人更誘發併發症，需要轉送內科病房，令目前多間醫院的內科病床使用率已經

爆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及醫管局均預料，今日及明日的急症室求診人次會達高峰。

5院內科病床佔用率超100%
醫管局數據顯示，初二有6,578人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

診，數字比去年同期高出7%至8%。當中屯門醫院是「重災
區」，有638人求診；基督教聯合醫院、明愛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博愛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的內科病床佔用率都
逾100%。鄧耀鏗解釋，今年冬季流感比往年活躍，因流感
而求診的人較去年同期上升兩成，約5名入急症室市民，就
有一位是因為流感，部分病人更誘發哮喘、肺炎等併發症需
要轉送內科病房，令目前多間醫院的內科病床使用率已經爆
滿。
昨晨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有感冒發燒的市民說，從

候診至取藥要16小時，亦有腹瀉的市民說，對醫護人員指
要等14小時感到無奈，因為不少私家診所農曆新年休診，
才到急症室求醫。情況直至昨午才有改善，候診大堂的屏幕

顯示，次緊急病人約需等候9個半小時。有因頭暈及嘔吐求
診的市民，被分流為次緊急病人，等候約5個多小時仍未獲
處理。他指，急症室醫生人手不足，候診人龍很長，但對於
要長時間等候表示理解。

籲先到門診私家診所求醫
鄧耀鏗強調，「請大家明白，我們要優先處理這些危殆、

危急和緊急的病人，我們要抽調足夠的醫護人員幫這批危重
的病人去處理，所以一些次緊急和非緊急個案，是一定會延
長」。他又指，醫管局已額外增加1,500個門診名額，呼籲
剛開始有流感徵狀的病人，先到門診或私家診所求醫，若病
人出現流感併發症，醫生才會轉介到急症室。高永文則預
計今日及明日的急症室會更為緊張，因為越來越多港人外遊
後返港，部分於過節期間有小病但未看醫生的市民，亦會去
求診。■醫管局初二錄得6,000多人到急症室求診，預料今日及明日求診人次會達高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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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歲晚期
間，不少市民都會購買年桔在家擺放，取其
「大吉大利」之意，以增添節日氣氛。這些
年桔在春節過後往往都會被棄置，造成浪
費。因此房屋署在去年年初舉辦了「屋邨源
頭減廢年桔回收再植」試驗計劃，吸引35條
屋邨參加，回收逾千盆年桔。房署今年更會
將計劃擴展至全港160條屋邨，預計可以回
收近5,000盆年桔。房署助理署長（屋邨管
理）梁世智表示，整個計劃的宗旨是「取之
於邨，用之於邨」，推廣家居減廢的環保意
識。

160邨參加 再植率九成
房署去年的年桔回收試驗計劃共吸引35條

屋邨參加，回收逾千盆年桔，約700多盆成
功再植，今年被放置到該35條屋邨中的大廈
大堂。有見及此，房署今年將計劃擴展至全
港160條屋邨，梁世智預期今年可以回收近
5,000盆年桔，並提高再植率至九成，即明年
會成功再植4,500盆年桔。
秀茂坪南邨在去年試驗計劃中回收了37盆

年桔，全數成功再植，並在今年放回屋邨中
的大廈大堂。據了解，秀茂坪南邨平均花
180元購買一盆年桔，今年買少了37盆，約
節省了7,000元；若以此為例，如果房署能
成功再植4,500盆年桔，明年就能節省81萬
元。

街坊：照顧年桔似養仔
梁世智強調，整個計劃的宗旨是「取之於
邨，用之於邨」，回收來源大部分都是屋邨
居民棄置的年桔，再植後放回屋邨內，以推
廣家居減廢的環保意識。去年有參與試驗計
劃的蓮姐指，這個回收計劃相當有意義。她
笑稱，照顧年桔好像「養第二個仔」一樣，
「我每天都要望過它們（年桔）才安心回
家，去年8月打風，我連夜冒着大雨將它們
搬回室內」。

■梁世智（中）預期今年可以回收近 5,000盆年桔。

勞處助夜青宅男「展翅」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失業率過去數
年處於低位，但仍有不少青少年甫離開校園即加入失
業大軍，背後或多或少與他們缺乏自信與工作機會有
關。勞工處的「展翅青見計劃」過去一直為青少年提
供培訓與實習機會，更成功令不少邊緣青年奮發上
進。現年17歲的黃嘉華與24歲的鍾建成，本身分別
是夜青及宅男，透過計劃成功重建人生目標，前者希
望成為一名出色的國際寵物美容師，後者則以在海洋
公園服務顧客為樂。

計劃5年吸4.7萬港青參加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計劃經理胡建國表示，向

參加者提供2星期基本培訓及替他們尋找僱主，安排6
個月的實習工作，如果有突出表現，或會被僱主繼續
聘用。「展翅青見計劃」自2009年合併後，截至去年
12月底，共有逾4.7萬名青少年參加，近年因為就業
市場蓬勃，參與人數有所下降。
黃嘉華13歲便誤交損友、無心向學，終日在街上流

連，更曾試過吸毒，成為迷途少女。她憶述，在該段
「頹廢的日子」裡，常問朋友及家人借錢，更在中二
那年輟學，只偶爾在快餐店當過散工，卻常常遲到，
先後有4份工作被僱主「炒魷」。

少女改前非 替寵物「扮靚靚」
黃嘉華表示，後來認識到社工，加上有情緒病的媽
媽年半前竟在她面前下跪求她向善，始令她有改過的
心。她後來透過「展翅青見計劃」在一間寵物美容店

得到實習機會，令她十分有滿足感，更開始明白到家
人的愛及何謂珍惜。
已立志成為一名國際寵物美容師的黃嘉華說：「我

有一顆堅強的心，不會為小小事情而放棄，寵物美容
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該寵物美容店的助理總經
理黃建雄亦指出，很多時下年輕人經歷不到困難，太
容易放棄，更曾親眼目睹有家長對兒子說：「你做得
這麼辛苦，不如唔好做。」他認為，只有吃過苦的人
才懂得奮發。
至於透過計劃在海洋公園實習，並已正成受聘為高

級攝影事務員的鍾建成則指出，他本是一名宅男，每
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後，便一直打機6個小時至8個小

時，不願接觸別人。鍾建成說：「社會爾虞我詐，有
很多是是非非，而在網絡世界裡，我只需用文字表達
我的想法。」

昔遭客「問啞」今海園展自信
只有中五學歷的鍾建成後在社工鼓勵下參與「展翅

青見計劃」，在海洋公園擔任銷售助理，「實習初期
面對客人令我感覺十分恐怖，他們問我有甚麼好介
紹，我啞口無言」。他表示，如今非但不怕面對顧
客，更以服務他們為樂。海洋公園區域經理黎錦輝指
出，不少青少年本身十分有創意，只是缺乏自信，計
劃正好幫了他們一把，給予他們機會。

■黃嘉華
立志成為
國際寵物
美容師。
聶曉輝攝

■■鍾建成以在海洋公園服鍾建成以在海洋公園服
務顧客為樂務顧客為樂。。 聶曉輝聶曉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傳統習
俗，中國人總愛穿新衣過年，甚至找一
間裁縫店，度身訂造一套西裝應節，但
傳統洋服店已日漸被連鎖服裝店取代，
成為夕陽行業。從美國回流的港人李陳
舒雲偕丈夫於年半前開設一間社企「天
裁行」，以傳承裁縫工藝和振興本土裁
縫業為目標，並透過學徒計劃，幫助邊
緣青年在師傅教導下習得一技之長，去
年更在民政事務局「社企獎勵計劃」上
獲得「品牌及市場管理」的優異獎。
李陳舒雲5年前陪同美籍韓裔丈夫定
居本港，打理丈夫家族私募基金，後
來覺得傳統洋服店日漸式微，且丈夫
在美國時看到有不少沉淪毒海的青少
年，專注於針織工藝，最終成功戒
毒，從而得到啟發，在2012年4月斥
資500萬元成立「天裁行」，更是本港
現時唯一專營度身訂造洋服的社會企

業。

西裝意國布料香港製造
李陳舒雲其實早於1996年已在美國

取得律師執照，但她指父母早年曾在本
港經營製衣工廠，小時候已接觸到製衣
業，如今可說是「重操故業」。「天裁
行」成功洽商意大利高級西裝布料品牌
Cerruti，以售予名牌如Armani的價錢
取貨，其賣點是「百分百香港製造」及
度身訂造。

憂老師傅退休難教新人
「天裁行」目前聘有約20名員工，當

中9人為年資逾30年的老師傅。現年64
歲的張運新表示，15歲已入行，曾在觀
奇洋服工作20年，年多前因門市結業，
輾轉間經朋友介紹往「天裁行」工作。
張運新說道：「西裝要造得好，一定要

度身訂造。」
李陳舒雲指出，現時平均每月接到40

套至50套洋服訂單，高峰期更每月近
70套，最便宜一套售價3,888元。她又
謂，經營店子的最大問題是大部分師傅

都接近退休之年，怕沒有時間教導新
人，但他們會定期到一些社區中心及戒
毒團體舉辦工作坊，希望透過學徒計劃
協助邊緣青年習得一技之長，重投社
會，目前聘有兩名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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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聘邊青助「裁」走毒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