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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愛心孖女 七赴玉樹救災
瞞家人辭工做「郵差」派牛糞 盡責任非為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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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2010年遭受7.1級強震重創的青海
玉樹州，經過1,200多日重建，如
今以嶄新面貌屹立三江之源。每年
均往玉樹援助重建的本港孿生姊妹
林家慧及林家欣，着重探訪及回訪
工作，了解災民需要及物資是否切
合所需。兩人認為，軟件建設方
面，包括協助當地人掌握維生方
法，照顧孤兒、長者及傷殘人士；
提供福利、衛生教育；培訓當地志
願團體等，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玉樹州平均海拔超過4,200米，

人口95%是藏民。當地人以放牧為
主，農業為輔，生活非常艱苦。當
地位處高原、氣候嚴寒，每年有效
施工期僅半年（約4月至9月），
加上位置偏遠、村落分散、交通不
便等，為災後重建工作帶來重大考
驗。

「重建後認不清各村位置」
去年11月3日，「玉樹各族群眾慶祝災後

重建竣工大會」，宣布歷時近3年多的重建
工作完成。去年底回訪玉樹州的家慧和家欣
笑言，重建後已認不清各村位置。
孖女着重探訪及回訪工作，了解災民需要

及物資是否切合所需。在避免資源過度集中
及支援軟件重建的理念下，二人選擇多走幾
個山頭，到偏遠村落家訪及派發物資。她們
認為，當地人維生方法；孤兒、長者及傷殘
人士照顧及福利；衛生教育等軟件重建，仍
有很長的路要走。

缺衛生知識 小病變大病
家欣表示，當地居民教育水平不高，對衛

生等範疇缺乏認識。小病欠缺妥善治療，往
往容易演變成大病。一位居於較偏遠地區的
婆婆，不慎踩到生銹的釘子，但尚未清理，
以致傷口發炎、腫脹發黑，影響走動。

擬7月再赴玉樹施援手
孖女走訪偏遠地區老人院，雖然有瓦遮

頭，但衛生及生活質素欠佳。一名衣着單薄
的老翁獲孖女探訪，感動得哭泣流涕。孖女
為老翁換上新衣，看到其身體多處被蛩咬，
「因此未來希望着重改善老人院設施工
作」。她們打算今年7月再赴玉樹，可能與
其他志願團體合作，提供援助項目。

■衣着單薄的老翁獲探訪，感動得
哭泣流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今天是青海玉樹州

7.1級大地震4周年，曾經滿目瘡痍的災區浴火重生，屹立雪域高原不倒。

先後到災區送暖的熱心港人義工難以盡錄，包括一對「80後」林氏孿生姊

妹。她們毅然捨棄高枕無憂的生活，大地震發生後數天，瞞着家人辭去文

員及髮廊工作往玉樹救災。4年來，她們多次前往災區義教、探訪及擔任港

人「郵差」派發物資。已至少7次自費到玉樹的林氏姊妹，打算今年7月再

赴當地，協助改善長者生活（另見稿）。孖女直言，救援並非為獲取滿足

感，而是盡「郵差」責任。

■2010年，林氏孖女（左一及左二）與樂施
會合作自訂冬天救援計劃。 劉雅艷攝

■香港林氏孖女毅然捨棄高枕無憂的生活，遠赴玉樹救災。

■重建工程完成，玉樹州以嶄新面貌屹立於三江之源。

■與當地居民親切交談，樂在
其中。

■孖女及樂施會成功向400戶受災家庭分發8,000袋
牛糞，應付寒冬。

西九今推租單車
邊踏邊賞維港景

■西九管理局和東華社企推出「悠
遊西九」服務。 西九管理局供圖杏花邨廚餘回收 減廢物收費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現時
本港每日均產生近9,000公噸都市固體
廢物，約40%為廚餘。私人屋苑杏花邨
推出廚餘回收計劃，把屋苑廚餘中央處
理，運往廠房製成動物飼料。住戶代表
表示，廚餘回收處理令廢物量和體積大
減，改善垃圾房臭味和環境衛生問題，
未來更可減少廢物收費負擔。杏花邨昨
日舉行項目開展禮，特首夫人梁唐青儀
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到場支持。

嘆廚餘機回收有局限
杏花邨業主委員會副主席趙承基表
示，屋苑早前曾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申請撥款租用廚餘機，但他們經考
量後決定退回撥款，轉為推行「中央處
理廚餘」計劃。他解釋指，廚餘機只可
處理120戶廚餘，撥款亦僅維持2年，
加上廚餘機處理後，廚餘仍需地方發

酵，回收存在局限。
他指屋苑從構思推行「中央處理廚

餘」至今，只用了5個多月，過程中曾
進行問卷調查、聚焦小組、說明會等，
並自1月起推行兩階段試驗，分別有4
座及6座居民參與，每日平均參與住戶
比率約20%，每日每戶平均廚餘量1.05
公斤。

獲社區改善基金撥百萬
杏花邨業委會上月在業主大會通過決

議，自4月1日起，分階段擴展「中央處
理廚餘」項目至整個屋苑達6,504戶。
住戶只須把廚餘放於樓宇地下收集箱，
承辦商每晚都會回收，運至廠房製成豬
糧。項目由「社區改善基金」撥出2年
經費共100萬元，並以恆常計劃為目標
推行，迎接未來的廢物徵費。他期望將
來可把項目擴至杏花地段其他地方，包

括商場、港鐵車廠餐廳、街市等。
另一邊廂，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將

於周三討論「三堆一爐」方案，數十名
將軍澳居民前晚舉行集會，要求黃錦星
落區與居民對話。黃錦星回應指，過去
已透過不同渠道與相關地區溝通，包括
區議會、立法會等。他本人出席一天半

公聽會，已有足夠渠道聽取不同聲音。
當局又與屯門區議會作出安排，月內再
多舉行一次會議。
黃錦星重申，「三堆一爐」配合本港

整體需要，缺一不可。當局聽到不同地
區聲音，盡量在合理、可行情況下回應
地區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大眾踩單車」不限於
郊野，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和東華三院轄下社企，今日推
出單車租借服務，讓市民透過踏單車享受維港景致，每
小時收費20元，但只限於西九龍海濱長廊使用。西九管
理局期望新服務令公眾善用單車，作為未來文化區可持
續發展運輸模式。

智能卡租用 每小時20元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和東華三院轄下社企「BiciLine」，
今日推出「悠遊西九」單車服務，提供30輛成人單車，
以及20輛小童單車讓市民租用。市民可於西九龍海濱長
廊木地板旁及圓形單車練習場兩個單車站購買智能卡，
售價50元，包括手續費及港幣40元儲值額。市民憑智能
卡便可租用單車，每小時收費20元，但只限於西九龍海
濱長廊約1.8 公里長單車徑，以及小型單車練習場使
用。場內提供頭盔租用服務，每次收費15元。
西九管理局表示，未來西九文化區落成後，由東面戲
曲中心步行至西面大型表演場地，需時約30分鐘；兩面
之間將有由一條林蔭大道貫穿，並設有單車徑，方便公
眾以單車代步。「悠遊西九」則是西九文化區公共單車
試驗計劃，鼓勵公眾善用單車，作為未來文化區可持續
發展運輸模式。
西九早前免費提供20輛單車，作為期15天系統測試，

共有約1,600人率先使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公眾試用
後反應正面，普遍意見要求增加單車數量及車站、延長
服務時間等。今年夏天，西九將擴充至共3個單車站，
單車增至80輛。

2010年4月14日早上7時49分，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簡稱玉樹州）玉樹縣發
生黎克特製7.1級地震，當時不少居民仍在
睡夢中。震央距玉樹州州府所在地結古鎮僅
30公里，城中約有10萬居民，85%以上依山
而建的土木房倒塌，多人活埋，逾25萬人受
害。4年後的今天，重建工程完成，災居落
戶得以重新安置。

悔膽怯錯過川震救援
本港一對孿生姊妹林家慧及林家欣，同屬
「80後」，一直為因膽怯錯過參與2008年四
川汶川地震救援工作耿耿於懷。玉樹州地震
災情嚴重，她們當年僅25歲，大地震發生後
數天，瞞着家人辭去文員及髮廊工作，拖着
大包小包衣物和藥品救災。為了把錢省下拯
救災民，兩人踏上了西去的火車，成為最早
到達災區援助志願者之一。災民及志願者都
說：「你們真牛，很吃得苦！」

擔當互補聯繫角色
她們不諱言當年尚未有詳細救援計劃，兩
人定下最基本原則：「不可成為救援負累，
若幫不上忙，必須返港。」加入當地志願團
體後，姊妹進行首次持續60天的救援工作，
負責義教、災民聯絡及轉介服務，「各個志
願團體救援對象及範疇不同，我們擔當互補
及聯繫角色」。
災民比孖女想像中堅強，雖然他們會哭，
但知道要努力熬過這難關。當地藏族小孩主
動擔當傳譯員，把普通話翻譯成藏語，加強
災民與志願者的溝通。過去4年，兩人至少
到玉樹7次，每次停留1個月至2個月。她們
上次往玉樹在去年底，為當地人送寒衣及派
發禦寒物資。
玉樹州平均海拔超過4,200米，平均溫度
只有0℃，冬季一般由10月至翌年4月，最
低可至零下逾20℃，是災民全年最艱苦的日
子，孖女主要協助冬天援助項目。

自訂計劃 與樂施會合作
她們憶述指，2010年冬天，自訂冬天救援

計劃，自發在香港透過社交網絡成功籌得3

萬元，並與樂施會合作救災。除了禦寒衣物
及食物外，孖女認為燃料不可或缺，「在屋
子裡燃燒牛糞取暖，只需穿1件衣服。20袋
牛糞足以讓一戶居民度過最寒冷時候」。家
欣坦言，自訂救援計劃壓力十分大，「資源
有限，計劃必須嚴謹，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
上。同時，天氣愈冷，牛糞愈貴，冰路不利
運輸，故須趕緊在冬天來臨前把物資送予災
民」。

8,000袋牛糞分發400家
姊妹早於9月抵達玉樹，按每個社區至少
20%比例隨機家訪，記錄災民資料及生活情
況，並拍照留底，予後期篩選受惠者之用。
她們又到數個牧區採購牛糞，格價、運輸、
分派方式等都要有周詳計劃，前後共用了1
個多月。最終二人與樂施會順利趕及冬天
前，把8,000袋牛糞分發至400戶受災家庭，
「他們愉快地笑，有些災民握着我們的手道
謝，有些更敞淚了」。

悟生命脆弱 幸福非必然
玉樹救援經歷讓孖女體會到生命的脆弱，

明白幸福並非必然，「當你回家臥床，便發
覺從前以為微不足道的東西，才是最重要
的，包括家人的愛、不需憂懼天災人禍
等」。孖女直言，救援並非為獲取滿足感，
而是盡「郵差」責任，「媽媽及其友人每次
合力運送逾50大袋物資到深圳投遞，不少朋
友捐出物資和善款。他們身體力行；我們則
有責任把物資送予災民」。

粵港澳考古展「港女」頭骨搶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在《局長隨筆》網誌上指，廣東省博物館今年初以
來，舉行一個名為「嶺南印記」的考古成果展覽，大
受歡迎。展品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提供，除了廣州南越
王宮署遺址、出土建築構件和系列文物外，由香港提
供的一具4,000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女性頭顱
骨，亦成為亮點。展覽將於今年6月至8月，轉往香港
歷史博物館展出；今年9月至明年1月，轉至澳門博物
館舉行。

曾德成：見粵港澳文化聯繫
曾德成昨日以〈香港有古可考〉為題撰文，指粵

港澳合作舉辦的「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
全面展示過去數十年來三地考古成果、考古技術的進
步、公眾考古的發展，以及匯聚三地重要考古出土文
物。市民可回顧新石器時代以來，粵港澳地區在文化
上的聯繫，藉此認識嶺南文化底蘊。除了展覽外，三
地亦共同編寫一冊圖錄。

他介紹指，展覽中的女性頭骨，是香港古物古蹟辦
事處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97年，在香
港馬灣東岸發現的4,000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墓地
中一同發掘。當時發現史前墓葬約20座，掘出幾何印
紋陶罐和磨光石器，其中15座墓裡存有人骨，當中只
有2具成年男女頭骨能復原。

頭骨助研史前先民情況
曾德成補充指，頭骨特別之處，是女性頭骨拔去了

上頜一對門齒。據推斷，是遠古氏族社會一種行為，
為研究香港史前先民情況帶來珍貴資料。是項發現更
被評選為1997年中國10大重要考古發現之一。2000
年，又被選進20世紀「100大重要考古發現」。
他又引述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指，香港存在數以

百計古代文化遺址，但卻只有少數考古學者，香港各大
專院校亦無考古專業學系。曾德成預期，中國社會科學
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建的「中國考古聯合研究基地」成
立後，將對香港考古學發展有重大學術意義。

■杏花邨
廚餘中央
處理計劃
開展禮，
梁唐青儀
和黃錦星
到 場 支
持。
羅繼盛攝

復活節又到了，青衣城今年邀請兩名小藝術家
Sofia和Clarael一同設計「非常。搗蛋迷宮」，
昨日揭幕。Sofia和Clarael去年僅有6歲，分別
創作神偷Oops Daisy及魔法Curly Curly角色，
今次特意創作瘋狂復活蛋，一同藏於迷宮。迷宮
中央更有高達3米的超巨型Oops Daisy和Curly
Curly予公眾合照和欣賞。充滿童趣的創意迷宮
內，小朋友可邊玩邊馳騁更多天馬行空的想像。
活動由即日起至下月4日。 圖、文：張文鈴

搗蛋迷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