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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腦內血管異
常、阻塞或爆裂令腦細胞壞死，均會引起中
風，患者一般會出現部分肢體癱瘓的情況，行
動不便嚴重影響生活質素。醫管局早年引入機
械人訓練儀器，協助患者針對性運動肌肉群組
活動肢體；近年亦研發和運用特別療法，促使
中風病人重建腦內活動網絡，踏上康復之路。

度身訂造療法出電出機械人
東華醫院復康科顧問醫生李常威日前接受傳

媒採訪時指出，長者中風多數為血壓高、糖尿
病、高血脂及吸煙等誘因，而年輕中風病人則
可能因先天性血管問題引致。現時醫管局轄下
醫院可為病人提供中風康復服務，根據病人情
況度身訂造合適的治療方案，協助患者重新投
入生活。
機械人訓練儀器是較為人認知的康復訓練，

原理是透過患者的重複動作，將未用過的腦神
經細胞召喚回來，加強運動能力，增加康復的
機會。另外，亦可使用微電流刺激腦細胞運
作。李常威解釋，普通人的生活只用到少量腦
細胞，當有一邊腦袋受損，另一邊腦袋會影響
受損腦袋復原，阻止其康復，電流療程可以刺
激受損的腦，令它用多點未用的細胞，或減低
對受損腦部的影響。

除了儀器幫助，醫療人員也會運用一些簡單有效的療
法，「鏡子療法」(Mirror Therapy)是其中一種。患者
會坐在鏡子前照鏡，並郁動未受中風影響的手，但由於
鏡像呈相反影像緣故，患者會產生錯覺，認為本來癱瘓
的手可以活動自如，讓腦部構建出網絡協助癱瘓肢體恢
復活動能力。療法對腦手術後、腦瘤等腦受損的病人甚
有幫助。
本身為商人的許先生前年中風，右腦的出血位置達整

個腦袋的三成至四成，左手左腳均受影響不能郁動，加
上中風後先後患上肺炎、生蛇、膽管發炎等，身體虛弱
無法進行康復治療。直至中風半年後開始學習做康復運
動，「初初鬆筋好痛，我要學識同個腦講，要放鬆，畀
signal(訊號)佢，慢慢訓練返個腦同手腳協調。」
李常威提醒，中風後康復不一定是年輕病人就有「着
數」，因為每個人體質各異，亦要視乎腦損毀的面積，
損毀面積越大復原機會越小。

逾80大閘蟹樣本抽查全合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環署）和食物安全中心（中心）最近完成兩
項食品調查，一項是大閘蟹的時令食品調查及一
項評估即食食品含金黃葡萄球菌情況的專項食品
調查。兩項調查結果顯示都為滿意。
大閘蟹檢測從入口及零售層面抽取逾八十個

樣本進行化學測試，檢測項目包括獸藥殘餘
（例如氯霉素、磺胺類、四環素、硝基呋喃類
及孔雀石綠）、金屬雜質（例如水銀、鉛及
砷）、人造激素、染色料（例如蘇丹紅）及草
酸。
中心發言人說︰「雖然測試結果滿意，但中

心會保持警覺，繼續監察市面上銷售的大閘
蟹，以確保食物安全，保障市民健康。」至於
業界方面，應向可靠的供應商購買大閘蟹，並
注意從內地進口的大閘蟹均附有關當局簽發的
動物衛生證書。待售的大閘蟹，必須存放於雪
櫃。
另外一項是即食食品調查，中心從四百多個零

售店舖及食物製造廠抽取約六百個樣本，檢測其
金黃葡萄球菌含量。樣本的種類包括肉類、家禽
及其製品（例如燒味、鹵味等）；預先切開水
果、沙律；魚生；甜點；中式冷盤；三文治和腸
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台灣地溝油事件牽連本港數
百間食肆或食品生產商，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再公布名單，
有多115間食肆或食品生產商涉及分銷或者使用有問題的
「強冠」豬油，截至目前為止涉事的商戶總數增至768
間。
新增的115間食肆或食品生產商當中，分別分布於香港
島及離島37間；九龍33間和新界45間。不少知名食肆亦
有「上榜」，如「蘭芳園」、「759雲吞麵」。其中「759
雲吞麵」的負責人鄧先生表示，由成建行入貨「特寶」豬
油一罐，只用作試用，發覺味道不夠香便沒再用。現在使
用的是加拿大「楓葉牌」豬油。至於「蘭芳園」，直至記
者截稿為止，並沒有作出回應。

涉分銷用地溝油再增115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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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者「一人一信」挺修歧視例
促納入受保障範圍 平機會諮詢期延月底

2個團體指出，過去7年約有30萬港人內地妻兒來港團聚，他們對香港
的發展愈來愈重要，亦正好可以紓緩本
港勞動力逐漸下降的問題。團體又引述
2013年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70%新來
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認為他們填補
了不少基層工作的空缺。

新來港人士申公屋佔14%偏低
團體不滿社會甚少談論新來港人士對
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卻指責他們
依靠港府的福利維生。團體強調，政府
數據明確指出新來港人士只佔整體綜援
個案4.2% ，公屋申請亦只佔14%，數
字偏低。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指出，該會

今年進行的調查顯示，83.3%新來港人
士親身遭遇歧視，與2012年的83%相
若，可見社會教育未見成效，歧視情況
沒有改善，當中最常見的是在公共場合
聽到別人歧視受訪者作為新來港人士的
言論(62.4%)；購物或在外吃飯時被冷落
或嘲笑(39.6%)等。

團體促立法禁種族仇恨騷擾
她指出，港府多項政策對新來港人士

都有區別對待，例如綜援、公屋等都有
居港年期限制，存在不公平，認為政府
及平機會有必要透過修訂《種族歧視條
例》，將新來港人士納入條例保障範
圍，以全面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
法規定及回應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委員會的建議；在刑法中引入具體
規定，立法禁止種族仇恨及種族騷擾等
行為；及取消在各項政策上對新來港人
士的區別政策等。
平機會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

文件，除建議將現有《性別歧視條
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

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合併為一，
更提出在香港與內地矛盾愈趨激烈時，應
否立法保障新來港人士及遊客免受歧視。
平機會表示，截至上周末，已收到逾
5,000份意見書，而鑑於近數天仍不斷有
市民提交意見及透過網頁瀏覽諮詢文
件，故決定延長諮詢期至本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修改歧視條例的

公眾諮詢原定昨日屆滿，但不少港人擔心條例修改後，會傾向新來

港人士及訪港旅客，紛紛在限期前表達意見，平機會遂將諮詢期延

長至本月31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新移民互助會昨日到平機會遞

交意見書，並附上千名新來港人士的「一人一信」意見書，支持修

改條例，將內地來港人士納入受保障範圍。團體又要求在刑法中，

立法禁止種族仇恨及種族騷擾等行為。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新移民互助會向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遞交意見書。

■■李常威醫生指李常威醫生指，，中風病中風病
人可以透過不同組合的康人可以透過不同組合的康
復療程重新令癱瘓的肢體復療程重新令癱瘓的肢體
活動活動。。 醫管局供圖醫管局供圖

黃敏儀賽前致辭時稱，該會主辦歌唱比賽目的是透過音
樂平台，令年輕人可以一展才華，並用音樂這一世界

語言聯絡溝通社會各個階層。今年比賽新增合唱組別，她
很高興今次比賽反應踴躍，吸引逾200人報名參加，參賽者
各有發揮，經過評判認真思考選出12位獨唱組和5隊合唱
組進入決賽。黃敏儀欣慰往屆參賽者都積極參與賽事，無
論新舊參賽者都從比賽中得益不少。她有感於比賽規模越
來越大，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和認受性越來越高，由衷感謝
各界支持及評判辛苦工作，並特別感謝香港中山僑商會、
大名娛樂、鱷魚恤有限公司，以及該會榮譽會長兼主席吳
金龍贊助今次活動，令比賽圓滿舉辦。
當晚大賽由星級司儀林盛斌(阿Bob)擔綱主持，現場氣氛

高潮迭起。大會邀得中山海外聯誼會副會長鄭向榮、鱷魚恤
有限公司林建名前來捧場。在3個小時的激烈比賽中，參賽
者各顯神通，火候十足的現場演唱功力令人嘆服，連大會決
賽5位評判：資深唱片監製葉廣權、張佳添，名作曲家監製
謝杰，超級巨星劉威煌及著名歌唱老師蘇姍都讚不絕口。
賽制由評判根據參賽者的臨場表現先後給予評語，評審

出5強入圍決賽，抽籤決定出場次序唱出自選80、90年代
經典金曲。最終，獨唱組朱凱婷以一曲《沒有你還是愛
你》力壓群英摘得冠軍，合唱組則由組合霍朗研與上屆亞
軍陳嘉茵演繹《我要給你》奪冠，能歌善舞的陳映同則獲
得「最佳台風獎」。

■

林
建
名
向
合
唱
組
冠
軍
得
主
霍
朗

研
、
陳
嘉
茵
頒
發
獎
座
及
獎
金
。

■

黃
敏
儀
向
獨
唱
組
冠
軍
得
主
朱
凱

婷
頒
發
獎
座
及
獎
金
。

香港中山西區聯誼會主辦

「第四屆流行歌曲歌唱大賽」隆重舉行
由香港中山西區聯誼會主辦的「第4屆流行歌曲歌唱大

賽」總決賽，10月2日假座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隆重舉
行，是屆歌唱大賽吸引逾200人報名參加，參賽者各具風
格，經過激烈初賽脫穎而出進入當晚決賽。香港中山西區
聯誼會創會會長兼主席黃敏儀強調，連續4屆主辦歌唱比
賽，目的是令本港年輕人透過音樂交流平台，陶冶性情的
同時亦思考人生路向，冀推動社會和諧，為社區及香港貢
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 記者邵萬寬

■■中山西區第中山西區第44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歌唱大賽歌唱大賽，，
參賽者與主辦單位首長參賽者與主辦單位首長、、評判團合影評判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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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邀請著名音樂人及歌手大會邀請著名音樂人及歌手擔任大賽評判擔任大賽評判。。

■

鄭
向
榮
向
獨
唱
組
亞
軍
得
主
霍

朗
研
頒
發
獎
座
及
獎
金
。

■

鄭
向
榮
向
獨
唱
組
季
軍
得
主
鄧

嘉
宜
頒
發
獎
座
及
獎
金
。

■

香
港
中
山
僑
商
會
向
香
港
中
山

西
區
聯
誼
會
贊
助
８
萬
元
港
幣
支

持
今
次
比
賽
。

■

「
最
佳
台
風
獎
」
得
主
陳
映
同
能
歌
善
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