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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新年賀詞
盼港續創奇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
員宋哲昨日在公署網頁上載2015年新年賀詞，代表駐港公署
並以其個人名義，向香港同胞致以新年問候。賀詞說，今日
香港，需要社會各界和衷共濟、集思廣益、順勢而為，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不斷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未來香港，需
要香港同胞繼續發揚拚搏包容的「獅子山下」精神，在特區
政府帶領下，棣萼同心、奮發進取、乘勢而上，不斷書寫
「香江奇跡」的新篇章。
宋哲表示，國家綜合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升必將為香港

提供更有力的後盾支持，內地全面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
放必將為香港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過去一年，駐港公署
認真履行中央政府賦予的神聖職責，積極支持香港特區根據
基本法開展對外合作與交往，全力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合
法權益。駐港公署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和發展做出更大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第五屆龍獅節昨日
元旦日舉行。由於龍獅節去年被審計署點名批評賬
目混亂，今年沒有申請盛事基金，活動規模明顯較
往年小，但亦有200頭醒獅由九龍公園巡遊至尖沙
咀文化中心，再進行嘉年華匯演。籌委會主席陳鑑
林表示，龍獅節在過去一年遇到不少政治化攻擊，
但仍屹立不倒，會繼續努力拚搏走出困境，感謝各
方的支持。

林鄭籲學龍獅團隊精神
龍獅節昨午3時揭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等到場主禮。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
示，今年龍獅節形式「稍有改變」，但無損節日氣
氛。她又稱上年年尾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令不少市
民心中納悶，呼籲大家應該學習龍獅的團隊精神，
來年香港上下一心合作，為香港未來而努力。
過去4屆的龍獅節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紀錄，但經

審計署去年4月點名批評賬目混亂後，龍獅節籌備
委員會今年沒有申請盛事基金，昨日的活動規模明
顯較往年小，由過去封閉廣東道上演千隻瑞獸大巡
遊，變成僅在文化中心露天劇場的文藝匯演，大約
有200隻龍獅舞動。曾鈺成在致辭時以幽默化解尷
尬，「今日咁多獅子喺咁細個地方表演，都係一個
世界紀錄。」

遊客讚龍獅節保存傳統文化
各醒獅隊伍在林鄭月娥點睛後，開始在文化中

心進行大匯演。除了傳統獅劇外，又有驚險醒獅
跳樁、各門派功夫展示、文藝表演等。大會亦安

排舞獅體驗工作坊和有舞獅攤位，教導在場的小朋友舞獅的
基本腳法，和讓市民與醒獅拍照留念。有市民表示，龍獅節
能為香港加入正能量，希望當局可以多舉辦類似的活動；有
遊客則對舞獅感到十分有興趣，大讚龍獅節可以保存中國傳
統文化。
事實上，為與大家分享節日的喜慶，醒獅隊昨早10時起已到各
旅遊區包括海洋公園、山頂、天星小輪、黃大仙廟、金紫荊等，
為市民和遊客送上傳統龍獅表演，將歡欣喜慶發放到全香港。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醒獅點睛，她在致辭時表
示，今年龍獅節形式「稍有改變」，但無損節日氣
氛。 黃偉邦 攝

■■大會亦安排舞獅體驗工作坊和有舞獅攤位大會亦安排舞獅體驗工作坊和有舞獅攤位，，教導在場的小朋教導在場的小朋
友舞獅的基本腳法友舞獅的基本腳法。。 陳廣盛陳廣盛 攝攝

人殘心不殘 人生可再生
9勇士分享親身經歷 鼓勵大眾積極面對

有大型商場於昨日元旦日舉辦「香港新希望
2015分享會」，邀請9位面對疾病仍堅毅不

屈的嘉賓到場，分享自己親身經歷，希望帶給香
港人正能量，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遇到的
逆境，除了深度聽障教師劉曉彤的勵志分享，亦
有十大再生勇士，游泳健將王珈曦、4次抗癌後
代表香港出戰仁川殘奧帆船國際賽的陳敏卿及腦
幹受損需坐輪椅的陳浩文等。
同場，亦有50位小朋友穿上華麗、可愛的服飾
到場，齊跳現時韓國流行的「愛心舞」，以歡樂
及愛意濃濃的氣氛迎接新一年，祝願新一年會更
好。

被笑黐脷筋 聽障生發憤
現年24歲的劉曉彤，一出生就患有別人看不見
的身體缺陷，就是天生雙耳深度聽障，她形容，
飛機在她身邊飛過，她也會聽不到。由於她在外
貌上與平常人沒有分別，助聽器亦不顯眼，她
指，好多人都不知道她是一名聽障人士，「自己
用八達通的2元乘車優惠時，會被人截停，問為
什麼會用該優惠。」
因聽障問題令她在求學時出現重重困難，劉
曉彤表示，她就讀主流的小學及中學，老師誤
以為她配載耳機之後，就可如平常人一樣聽到
聲音，亦以為安排她坐較前的位置，就可以解
決問題，所以一直被人忽略實際需要。「好多
課程進度都追不上，但又不好意思問老師。」
亦由於自己的發音不準，令她在同儕間遭受惡
意的取笑，「好多同學笑我是黐脷筋，又笑我
是從鄉下來，都是一些難聽的說話。」她坦
言，自己小時候有向媽媽抱怨，「為什麼只有
自己耳朵有問題？」
雖然如此，但小妮子仍不放棄，劉曉彤決定較
一般人付出加倍的努力，追回學習進度，她開始
主動問老師及同學有關課堂上不明白的地方；她
亦以樂觀態度面對，認為任何事情都有解決方
法，最終憑自己的堅毅不撓考上理工大學生物科
技學系。

苦讀執教鞭 輔助聽障生
在大學畢業後，劉曉彤成為一名主流中學的
教師，負責任教英文科及數學科，現時學校當
中有 7名聽障學生，都由她負責教導，她認
為，過來人的身份更明瞭聽障學生在學習上的
需要及困難，有助聽障學生學習，令他們更容
易適應校園生活，又希望以自身經歷鼓勵被忽
略的聽障學生積極面對人生及健全學生努力讀
書，「自己讀書時辛苦，一些健全學生應更畀
心機讀書。」

9位生命勇士簡歷
姓名 經歷
陳浩文（14歲） 9歲時因受EV71腸病毒的感染，引致腦幹受損，影響到四肢活動能力，甚至影響呼吸、

說話和進食等能力。經過長時間努力後，終於可以不用氣管造口，恢復說話能力。
蘇子軒（15歲） 一出生便有膽管閉塞，因為母親未符合捐肝條件，亦一直等不到屍肝而隨時有生命危

險，幸得他在內地的姨媽願意捐出三分一肝臟。他康復後成為跑步運動員，更兩度代表
香港參加瑞典及南非的世界移植運動會。

王珈曦（31歲） 患上淋巴癌的她希望以自身的經歷鼓勵他人，她於2004年及2005年分別獲得傑出青少年金
獎及第九屆十大再生勇士，並在2014第二屆香港移植暨透析人士運動會4項運動賽事奪4金。

蘇子玲（13歲） 於1個月大時患先天性膽管閉塞，先後做了兩次通膽管手術，再於7個月大的時候換肝
續命。曾經有人問起她肚上的疤痕，她視之為令自己更加珍惜及積極面對生命的烙印。

劉曉彤（24歲） 天生雙耳深度聽障，比人用多倍努力，終於成功考上理工大學生物科技系。大學畢業後，
她決定以過來人的身份，協助聽障學生在學校生活、社交及學習上，能有更好的適應。

文思皓（14歲） 中英混血兒，去年9月開學不到幾天便確診急性白血病，經診斷後發現血液內癌細胞達
99.77%，但憑樂觀性格，經6次化療後，屢次戰勝病魔。

許欣琪（19歲） 4歲便患上血癌，自小與病魔作伴，2006年得到有心人捐骨髓，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她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找到那位捐贈者，親口向對方道謝。

陳敏卿（ 26歲）經歷了4次癌症，19歲時更需要截肢保命，截肢後一度介意別人眼光，後來克服了心
魔，更相信自己可走出精彩人生。今年10月，代表香港參與仁川殘奧帆船國際賽。

張德傑（21歲） 11歲時突然發病，被確診淋巴癌3期，經過兩年的治療，憑不屈不撓的性格，戰勝病
魔。現時21歲的他於澳洲讀書，希望在醫學界發展，幫助更多病人。

資料來源：大埔超級城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鮑旻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
旻珊）身體殘障的人雖然
在生活上屢遇不便，但並
不代表他們的生命樂章從
此寫上休止符，而是與平
常人一樣可以活得精彩，
更可以生命影響生命，為
自己及其他人開啟一首又
一首樂章，從不間斷。天
生雙耳聽障的劉曉彤雖然
因聽障問題令她在求學時
出現重重困難，又要面對
同儕間的取笑，但小妮子
仍不放棄，以加倍努力及
樂觀態度，終成為一名中
學老師，執起教鞭，希望
以自身經歷鼓勵聽障學生
積極面對人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新年伊始自然對
來年抱有寄望，希望社會和平更是今年熱門願望。
有調查發現，港人受去年「佔中」影響，對衝擊行
為已感抗拒，認為整體民生已受挫，希望未來香港
政通人和。另外，希望身體健康繼續成首選願望，
但即使身體殘障亦能發憤自強，有80後抗癌少女無
懼手術後存活期限，仍立志投身社工，冀以自身經
歷感染他人，為生命發光發亮。

身體健康列個人願望首位
新年新開始，經過動盪不穩的2014年，港人對
2015年都抱有無限希望。有調查發現，515名受訪
港人中，有27%表示希望今年香港能夠社會和平，
另外有14%希望民生問題得以改善。調查機構分析
指，「社會和平」以往受重視程度不高，反而市民
更關注扶貧工作，相信受去年「佔中」影響，港人
不希望再有任何衝突發生，認為事件令本港整體民
生受挫，故市民多數希望社會得以安寧。調查中有
30%受訪者希望身體健康，繼續位列個人願望首
位。
擁有健康身體才能享受生活，但原來身體殘缺亦

能活得自在。「別人在暑假找暑期工，我就在醫院
中度過。」當年18歲的張翠恩，有一晚突然全身抽
筋，送院檢查後才發現腦中存有腫瘤。她表示，入
院期間一切如幻似真又似夢，與身邊同學不同，在
醫院過日子的她，能與身邊同病相憐的人傾談，感
覺新奇。

自知生命倒數 投身社工發亮
切除手術完成後，醫生告知平均存活期只有約8

年時間，令以為從此可安枕無憂的她大感困惑，不
理解手術完成後何以仍有存活期限。此後張翠恩一
直活在低谷之中，同時受身體與生活壓力影響，腦
腫瘤在大學期內再次復發，「知道病情後不想家人
擔心，忍眼淚，但當獨自一人，就再難抑壓淚水
湧出。」治療為她帶來無比痛苦，令她感到無奈及
灰心，一方面知道仍有治療方法而感開心，另方面
卻擔心命不久矣，日後難以擁有自己的家庭，心情
反反覆覆。
直至第二次治療前後，張翠恩在醫院初嘗義工工

作，了解到自己有病不等於無能，慶幸自己相比重
病病人仍行得走得，更在見證鄰床病人悄然離世後

感到生命無常，醒覺到應該活在當下，豁出去不再
在意病情，立志成為註冊社工幫助他人。時至今
日，即使腫瘤沒有縮小及仍留在腦中，張翠恩仍堅
持志向，修讀社工課程，預計明年畢業，「我希望
服務殘障人士，因為大家都是『同路人』，了解彼
此感覺更深。」

■時至今日，即使腫瘤沒有縮小及仍留在腦中，張
翠恩（左）仍堅持志向，修讀社工課程。郭兆東 攝

■天生雙耳聽障的劉曉彤(右)在一所中學執教鞭，受到同
學們的歡迎。 受訪者供圖

■■有大型商場舉辦有大型商場舉辦「「香港新希望香港新希望20152015分享會分享會」，」，邀邀
請請99位面對疾病仍堅毅不屈的嘉賓到場位面對疾病仍堅毅不屈的嘉賓到場，，分享自己分享自己
親身經歷親身經歷，，希望帶給香港人正能量希望帶給香港人正能量。。 鮑旻珊鮑旻珊 攝攝

■王珈曦在第二屆香港移植暨透析人士運
動會4項運動賽事奪4金。 鮑旻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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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拒「佔」亂重臨 盼「社會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