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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雞猝死 疑「焗親」非禽疫
嘉美雞：雷雨跳掣停風扇 業界料染新城病毒「發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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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美台受訓 悟用「心」與病人溝通

倡修種族歧視例
社協：保障新來港者

涉事雞場位於新田麒麟山附近，鄭展強引述雞場
負責人指，雞場內有約一萬隻雞，昨晨再多發

現700隻死雞，累計已經有2,000隻雞死亡。鄭展強
續說，死雞約30天至50天大，相信沒有患病雞隻運
往市場。他強調，已為雞隻注射所有疫苗，包括禽
流感疫苗、新城病毒疫苗等。但前日曾經下大雨和
打雷，雞場一度跳掣停電，令雞場內的風扇停止運
作。職員翌日才發現停電，雞隻或因「焗親」染
病。

當局囑鄰近雞場留意有否死雞
不過，新界養雞同業會副監事長李良驥認為，雞
隻可能感染新城病毒「發雞瘟」，或是因為雞場人
員處理疫苗不當所造成。儘管如此，新城病毒已有

疫苗防控，不擔心事件會波及其他雞場。他又指，
漁護署已致電附近雞場，了解是否有類似情況，並
提醒若發現雞隻異常死亡，要盡快向署方通報。

何栢良：須解剖確定中暑或染病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要經過

解剖才能確定雞隻死於中暑還是傳染病。他解
釋，雖然雞場負責人稱，已為雞隻注射新城病毒
疫苗，但疫苗保護力並非百分之百。疫苗需要在
低溫環境下保存，高溫可導致部分疫苗失效。他
又稱，若有職員在缺乏防感染措施的情況下，在
密封環境接觸死雞，有可能因接觸死雞分泌物或
病毒沾染塵埃，導致感染「紅眼症」，但病毒不
會進一步人傳人。

雞販：銷情不受影響
雖然有2,000隻雞於數日內死亡，但有雞販稱銷情
不受事件影響，指全港7個嘉美雞場中，只有一個發
生死雞事件，目前供應未受影響。不過，有雞販
指，最近適逢盂蘭節，市民習慣買雞拜神，加上中
秋節臨近，相信市場需求殷切，市民可能要捱貴
雞。不少市民稱，自己平日愛吃活雞，今次不會因
為死雞事件而減少買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平機會正就歧視條例檢討
進行公眾諮詢，社區組織協會昨日建議修訂《種族歧視條
例》，促請政府立法，把內地新來港人士納入條例保障範
圍，令他們免受歧視，與香港居民享受平等機會。
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協會數字顯示，每年平均有逾4萬

港人內地配偶及子女來港團聚，但該會亦接獲不少人投訴
指，因為其身份是新來港人士，工作或教育方面被歧視。她
續指，有關建議不會引起社會分裂，反而可提供文明途徑予
被歧視者作出申訴，並向歧視者提供行為規範。她認為，當
局在諮詢過程中，要同時了解大眾及被歧視者的意見。
另一名幹事蔡耀昌指，近年社會歧視內地新來港人士情

況愈趨嚴重，侮辱、騷擾、仇恨等行為均有所增加，令他
們難以融入社會。他指增加保障範圍可起阻嚇作用，為社
會訂定行為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昨日在網誌談及香港樹木，指出本港現有約500
棵古樹名木，遍布全港18區，見證着香港發展，
是本地文化寶藏一部分，不少樹群均作出珍貴的景
觀貢獻。當局正舉辦「最喜愛的古樹名木」選舉，
分作四個組別，市民可登入發展局樹木管理辦事處
網頁，細閱候選資料，投票選出喜愛的樹木。
陳茂波表示，「最喜愛的古樹名木」選舉分作

四個組別，包括「形態出眾」組、「植物學及生
態價值」組、「歷史及文化意義」組和「景觀貢
獻」組。「形態出眾」組候選名單均是樹形獨特
出眾、極具美感的樹木，如白蘭、合歡、秋楓
等。「植物學及生態價值」組則有不少本土品種
和引進的優良品種，前者包括土沉香、假蘋婆、
楓香等；後者包括桃花心木、柚木、貝殼杉等。

陳茂波：見證港社會變遷
「歷史及文化意義」組候選名單都是矗立於香港

數十年以至超過百年的古樹名木，見證着社會變
遷。例如歷史悠久的錦田「樹屋」，日治時期村民
爭取保護、位於茘枝窩風水林的「五指樟」，以及
位於油麻地「榕樹頭」庇蔭着平民市集的細葉榕
等。至於「景觀貢獻」組，則是有顯著綠化效果的
古樹名木，包括尖沙咀彌敦道兩旁、由細葉榕組成
的綠色走廊、海防道樟樹群等。
陳茂波強調，「最喜愛的古樹名木」選舉是綠

色活動，網上參與，不用紙張印製選票。投票過
程中，只要細閱各候選名單內容，便猶如上了一
節生動的自然人文歷史精讀課，豐富了對香港環
境的認識和理解。他呼籲市民踴躍參與，9月12
日前投票選出「最喜愛的古樹名木」，支持它們
健康生長，並肯定這些樹木的獨有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元朗新田一個雞場於上周六有1,300隻雞突然死亡，漁

護署初步化驗顯示，雞隻並非感染禽流感病毒。署方今日會再到雞場視察設施、雞隻健

康狀況，以及接種疫苗情況。嘉美雞公司董事鄭展強證實，涉事地點是該公司其中一個

養殖場，懷疑前幾日大雨過後，雞場供電和抽氣系統失靈，或令雞隻「焗親」染病。有

業界估計，雞隻可能感染新城病毒「發雞瘟」。微生物學家強調，現階段不能判斷雞隻

死於中暑還是傳染病，要進行病毒培植或解剖才可知道死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為挽留公立醫院護
士及提升服務質素，醫管局自2009年開始舉辦「護
士海外培訓計劃」，每年派約百多名專科護士到海外
醫院，接受培訓及交流四星期。兩名去年分別到美國
及台灣受訓的專科護士表示，課程中學到新的醫療技
術，更學會用「心」與病人及家屬溝通。

難忘台護士為末期病人圓夢
有幸參與去年培訓計劃的張嘉琪及文群蓮，分別

任職聯合醫院懷安科資深護師，以及伊利沙伯醫院
神經外科顧問護師。她們均表示，於交流計劃中獲
益良多。赴台灣花蓮慈濟綜合醫院交流的張嘉琪表
示，該醫院關懷病人的文化令她印象深刻，「護士
不惜用很多方法完成末期病人的心願，是紓緩治療
最着重的事情。」
張嘉琪憶述，曾經有一位乳癌患者手部嚴重水

腫，自我形象低落，於是多位護師一起尋求方法，
協助病人消腫。「護師嘗試用機器消腫，又替她用
香薰按摩及用繃帶紮緊手臂。雖然實際效果不大，
但她因為感到有人關心自己、明白自己，心理上得
到很大的紓緩。」張續指，希望把這種關懷文化帶
回香港，感染身邊的同事。
另一邊廂，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交流的文群蓮同樣表示，培訓計
劃提升了她的專業水平，更讓她學會如何讓病人家
屬一起參與療程。她指醫院工作雖然繁忙，但與家
屬的溝通不可缺少，「不要怕與家屬多說一句，也
可多說病人進展，更可輕拍他們的肩膀，以示支
持。」
被問及如何與同事分享交流計劃的得着，兩位護

士均表示會以身作則，慢慢感染身邊的同事，亦希
望讓新入職護士培養使命感。

■兩名曾參加「護士海外培訓計劃」的專科護士表
示，課程中學會用「心」去與病人及家屬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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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表示，新城病毒已有疫苗防控，不擔心事件
會波及其他雞場。圖為新界一雞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