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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視前老闆邱德根逝世
曾經營荔園創辦遠東銀行 寓所暈倒送院不治 享年90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性感魅力可透過神態、動
作、香氣、衣着等流露，香港性教育會調查發現，受訪男女
一致認為男士穿西裝最性感，女性自覺穿旗袍最性感，但對
男性而言卻三甲不入，泳衣才是首選。調查又發現，不同性
取向的男性，都會將性感及引起性興趣混為一談，反觀女性
會把性感與美觀掛鈎，但性感衣着不等於會引起性興趣。
香港性教育會早前於網上發布問卷調查，收到647份回
應，當中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發現不同性取向的男女，對
性感衣着或引起性興趣的衣着都有稍微不同的看法。

西裝男最性感 兩性意見一致
受訪男女一致認為男士穿西裝最性感。若按不同性傾向人
士喜好劃分，高達73%的男同性戀者一致認為男士穿着泳褲
或內褲最性感，其次才是西裝（71%）。受訪女性則認為女
士穿旗袍最性感，其次是內衣褲及泳衣，不過，男性眼中的

三大女性性感衣服，依次為泳衣、內衣褲、短裙。
透視、緊身、低胸，是所有受訪男性及女異性戀者認為可

以引起性興趣的衣着，但在女同性戀者眼中，露肩或露背比
緊身或低胸更能挑起性興趣。

男：性感=性趣 女：性感=美觀
負責調查的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香港性教育會委

員曹文傑解釋，性感與引起性興趣沒有必然關係，前者與美
感有關，「覺得sexy（性感）不一定會令人覺得high（興
奮）」，但調查結果反映不同性取向的男士，均把兩者重
疊。
香港性教育會與家計會合辦的第七屆香港性文化節，將於

本月27日起，一連四日假九龍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舉行，主題為「性．裳．色 Sex and Fashion」，焦點探
討時裝服飾與性別、性文化及社會政治的關係，並關注約定

俗成的服裝規範，如何影響現代人的性健康，討論議題包括
易服癖，長者、夫婦、年長男同性戀者及未成年人士會面對
的性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李慶全）前亞洲
電視主席邱德根昨日離世。曾効力亞視多年的「潘
翁」潘志文越洋接受訪問，大讚前老闆邱德根為人
重情。人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潘志文接受電話專訪時
說：「邱老爺掌管亞視時，我都好開心、做得好開
心。人人話佢孤寒（節儉），但我覺得佢孤寒得有
理由，一樣拍到很多好戲，如《秦始皇》、《武則
天》等。邱老爺對由我主演的劇集尤其不孤寒，最
佳例子是北上蘇州取景的《浮生三記》，那時也是
落重本的。我的服裝、用的道具，是他家珍藏的古
董。最簡單我穿的衣服的衫褸也是古董。而且邱老
爺好有文學修養，用情又專一。我演《浮生三記》沈
三白這角色，正好是邱老爺對太太的寫照，好多
情。」

鮑姐聞死訊歎可惜
鮑起靜（鮑姐）聞悉舊老闆死訊時大歎可惜，她
表示很欣賞邱生的魄力：「以前我早上6時開工，
老闆已返咗公司！」
邵音音憶起以往同邱德根相處的時光道：「邱德

根對工作認真、投入，又關心我們演員。每年收到
老闆利是五元支票，他常常和老婆一起看戲。90歲
是長壽。」

契女黎燕珊：無邱生就無亞姐
邱德根創辦亞洲小姐選舉、未來偶像爭霸戰及電

視先生選舉等節目，身為亞姐首屆冠軍的黎燕珊和
邱生更親如父女，她表示昨日聞悉邱生過身，已致
電向邱生家人慰問，但其他的情況就要等邱生家人
公布及安排。她對收到契爺突然離世消息感到難
過，她說：「沒有邱生就沒有亞姐，亦沒有黎燕
珊，他一直都當我女一樣教我，雖然他會常鬧我
蠢，但我很明白他是愛之深責之切。」珊姐透露邱
生在其事業及人生路上都一直很支持，如2009年再
重組「仁美清敘」，邱生當天有點不適，為支持她
做慈善工作，仍堅持出席，令她好感動，黎燕珊表

示每年邱生生日或者新年都會約見面，遺憾今年沒
有親自拜年，因為邱生到了外埠過年，本打算返港
後再約見面，可惜只能留下遺憾。

亞姐朱慧珊：領導亞視有錢賺
身為1985年亞洲小姐的朱慧珊對於前老闆離世感

到突然，她表示：「邱生創辦亞姐，我們是第一屆
亞姐，佢對我們都好有感情，畀我們好多機會。記
得我們當選時，邱生會當我們女咁來探班，過時過
節又會請我們食飯。佢好祥和，又有頭腦同魄力，
是一個好叻的商人，在他領導下，亞視有錢賺。」
徐小明對於邱德根離世感到非常難過，他表示去

年與一大班同事為邱生慶生，這個老闆是自己非常
尊敬的老闆，是個非常講感情，很提攜年輕和有能
力的同事。小明哥說：「我們合作時間好長，佢係
絕對放手同畀自由度畀專業人才，從來唔會干預行
政同製作，真係一個好老闆。」

黎筱娉：荔園予童年無限歡樂
香港角川洲立集團主席黎筱娉與邱德根稔熟，當
年荔園改建成為百麗殿兩家戲院亦是由她公司發行
影片，她最記得是在年初一首齣放映影片《藍精
靈》。
黎筱娉表示對邱德根很尊重，因他為娛樂電影界
做了很多事情，小時候荔園帶給她無限歡樂。邱德
根又投資電影、電影院，在娛樂圈是位重要人物。
她記得約在兩年前一次吃飯相遇，閒談間知他仍喜
歡看電影，便邀請對方到其位於圓方只有23個座位
的戲院看一齣西片，他偕兒子達昌、新抱及孫兒一
家來捧場，當時他也不用坐輪椅，還在介紹他的家
人及孫兒，並不感覺他有病，對於傳來其病逝消息
也感到好突然。
對於邱德根病逝，吳雨好感惋惜，因他花了不少

心血在亞視之上，也是唯一一個經營亞視賺錢的老
闆，現聽到其公子考慮回購亞視，證明是對亞視很
有感情和有心。

舊員工讚邱老爺食腦有魄力

3月17日(第15/03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19日

頭獎：$8,000,000 （1注中）
二獎：$1,617,190 （1注中）
三獎：$86,250 （50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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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咩最性感 男選泳衣女揀旗袍

亞洲電視對邱德根離世深感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
慰問。亞視並特別感謝邱德根對公司發展作出的偉大貢獻。

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就其父親離世發表聲明。他表示，家人
對父親的離去十分憂傷，並多謝各方友好的慰問，及傳媒朋友
的關心。有關喪禮的細節安排尚未決定，稍後有進一步詳情會
再通知大家。

戲院大王 新界發跡
祖籍浙江寧波的邱德根1925年生於上海，1949年來港後發展

電影事業，初期在荃灣、沙田、大埔、粉嶺等開設逾10間戲
院，擁有「新界戲院大王」美譽。1959年邱德根在新界鄉村開
設「遠東錢莊」接受農民存款，其後轉型為「遠東銀行」，更
在荃灣建成當年是新界最高的遠東銀行大廈。
1962年邱擴充業務，收購本地著名主題公園「荔園」，園內
除了機動遊戲，還有動物園和宋城，是當年港人假日消閒的熱
門地點，陪伴不少香港人成長，荔園直至1997年3月始結業，
原址被改建成住宅大廈。
1972年邱德根創辦遠東發展有限公司並出任主席，從事物業

發展及投資，並於1973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1980年代初，邱德根悉數售出其持有的無綫電視約10%股權

套現，轉而從澳洲財團手中購入當時麗的電視50%股權，1982
年全面收購，並配合遠東集團名稱，將電視台易名亞洲電視，
他擔任董事局主席並進行多項改革。其後亞視的收視率及財政
出現起色，轉虧為盈，在芸芸亞視股東之中他是少數能賺錢的
老闆。至1989年，邱氏把亞洲電視售予林百欣家族及新世界集
團。1988年邱德根被控造假賬，案件拖延多年，至1990年代他
被證實患上老人痴呆症（現稱腦退化症），最終免被起訴。

兩段婚姻 情牽裘氏
邱德根一生有兩段婚姻，首任妻子是上海時的鄰居裘錦秋，

兩人拍拖兩年便結婚。1964年邱德根結識富商陸運濤，並計劃
合作發展電影。裘錦秋及陸運濤等出訪台灣時發生飛機失事二
人身亡。後來邱德根娶裘錦秋的妹妹裘錦蘭續弦，共育有8名
子女，其中前5名為裘錦秋所生，後3名為裘錦蘭所生。
另外，邱德根為紀念其已故妻子裘錦秋，分別在1975年及

1977年在荃灣、元朗及屯門區開辦三所裘錦秋中學，並建有錦
秋橋和錦秋園等。

作風低調 熱心公益
邱德根作風低調但一直熱心公益，昨晨搶救他的荃灣仁濟醫

院原來跟他亦有淵源。1962年荃灣商會成立「興建『仁濟醫
院』籌備委員會」，同年8月發起人因病離世，商會推選邱德
根繼任商會理事長，並接手領導籌建仁濟醫院。5年後仁濟醫院
董事局正式運作，並由邱德根擔任主席，向政府正式申請興建
仁濟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患有腦退化症的遠

東集團創辦人及亞洲電視前主席邱德根，昨晨9時

55分被其48歲兒子發現在荃灣汀九的獨立屋內暈

倒，送往仁濟醫院搶救後，延至昨上午11時07分

證實不治，享年90歲。警方經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

疑，將事件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死亡」處理。

青年基金助創業 曾德成盼明年批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青年向上流問題備受社會
關注，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3億元青年發展
基金，協助青年人創業。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與傳媒
茶敍時表示，社會上對基金的成立並無多大爭議，但具體運
作細節仍有待商討，期望可於明年初批出資助項目。至於預
算案提及要檢討文康設施與服務的收費，曾德成指有關問題

並非康文署或民政事務局可自行解
決，但強調財政司司長有其理財原
則，要「用者自付」亦十分合理。
曾德成指出，社會上普遍認為在創
業或其他發展方面向青年提供資源，
均屬好事，「無人認為不應成立青年
發展基金。」他表示，基金大原則已
定，他亦曾與青年事務委員會開會討
論，亦有曾支援青年創業的非政府組
織介紹目前如何推行計劃、成本如何
等，期望可盡快成立基金，「希望明
年初批得出（資助項目）就好。」
他又謂，基金將邀請商會組織、專

業人士或曾提供協助青年創業的師友
計劃的非政府團體負責審批項目。

文康設施「用者自付」合理
此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上提出，應以「收

回成本」原則檢討文康設施及服務等民生收費。現時康文署
轄下多個設施的收費遠遠未能收回成本，曾德成回應時指
出，財政司司長有其理財原則，要「用者自付」亦十分合

理，「舉例有活動只讓青少年參加，那便是要年老的納稅人
補貼年輕人了。」
他又表示，明白到社會上不少意見認為當局在財政充裕時

不應上調民生收費，但坦言有關問題並非康文署或民政事務
局可自行解決的事，「康文署已在年前統一市區與新界區的
收費，如何檢討收費便要視乎整個政府今後的財政方針如何
執行。」
另一方面，民政事務局政治助理徐英偉一直盛傳將離開政

府，重返民建聯擔任總幹事一職。曾德成承認，正考慮合適
接任人選，期望做到「無縫交接」。他形容徐英偉「好幫得
手」，彼此合作愉快。
他又謂，現屆政府尚餘兩年多，期望接任人選能對政治工

作有興趣及決心，有否政黨背景及從政經驗並非重點，「經
驗可以累積的。」
他強調，政府的人事任命有程序，一日未有公布仍未有最

終定案。
青年事務委員會即將換屆，被問到新主席人選是否傳聞

中的劉鳴煒或霍啟剛時，曾德成指不會評論個別人選。至
於正在退休前休假的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楊立門會否接任
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一職時，他說道：「佢好似仲想唱歌
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邱德根
白手興家，以戲院及銀行起家，其後向
地產發展，創辦遠東發展（0035）並於
1972年在港上市，以昨日收市價計，現
時公司市值為58.36億元。另外兩家上
市公司遠東控股（0036）及遠東酒店
（0037）主要發展金融、酒店及成衣產
品。據港交所權益披露顯示，邱德根於
遠東酒店的持股量最多，達21.34%，而
於母艦公司遠東發展僅持股8.99%，於
遠東控股更只持有1.13%。

3公司股權職能近月變動多
邱德根去世前，遠東集團3家公司有
關股權及職能上的變動甚多。2014年12
月12日，邱德根以為投入其他商業機遇
為由，請辭遠東控股主席及執行董事職
位，邱氏家族更將大部分股權配售予中
軟國際（0354） ，此後邱德根的持股量
由5.01%下降至1.13%，他的兒子邱達
強及邱達偉更售出所有股份，惹來賣盤
疑雲。另一邊廂，短短一星期後，邱德
根另一兒子邱達昌增持遠東發展股份，
持好倉由43.84%升至46.37%，而邱德
根則減少持股。而於去年7月，邱德根
與其妻裘錦蘭，及子女邱達偉、邱美琪
和邱達生回購遠東酒店股份，由43.51%
增持至48.34%。
本港不少大型企業的創辦人年事已高
仍不欲退休，例如超人李嘉誠。不過，
邱德根在1980年代末，已逐步安排幾名
兒子分掌生意，自己則退居幕後，近年
持股量更不斷減少，邱德根離世前僅擔
任遠東酒店主席一職，不過真正掌舵人
為六子邱達偉，邱德根離世並未影響各
公司的實際營運。
3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最大的遠東發

展由大房次子邱達昌掌管，而由遠東發展分拆
的帝盛酒店（2266）由孫女邱詠筠打理。 另
外，二房三子邱達根掌控遠東控股， 二房長子
邱達偉主理遠東酒店。
邱德根辭世消息公布後，遠東系股價全線造
好，一日內市值暴漲2.17億元。其中以遠東酒
店升勢最凌厲，最高飆升41.27%，全日大升
28.57%，收報0.41元。遠東控股（0036）升一
遠東發展（0035）升2%，分析員認為，遠東系
可能會更進取地改革業務，令股民有所憧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仁濟醫院日前公布一名女病人進
行心臟「通波仔」手術後死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
示非常關注該宗醫療事故，並指
醫院管理局將會就事件展開調查
及提交報告。
高永文指，醫院進行任何手

術，尤其是一些介入程序均存在
風險，任何可能導致病人健康及
生命受影響的情況，他們均會非
常嚴謹地對待。他續稱，就「通
波仔」病人死亡事故，醫院管理
局將會進行調查，及按一貫做法
向局方提交報告。他認為，暫時
所見，醫管局的處理是適當的，
既有向病人家屬通報事件，在發
現問題後，臨床隊伍亦已盡責任
及努力盡量補救。
對於失效支架留在病人體內並

非首次發生，高永文指任何手術
及介入程序，儘管醫生曾接受專
業訓練，並盡力在安全情況下進
行有關程序，但有某些風險及併
發症，其實也很難百分百確保不
會發生。重要的是醫護人員在適
當的時候，能夠察覺有關情況發

生，然後盡量採取補救措施，而且在整
個處理程序中，保持透明度。他明白大
眾關注今次事件的責任所在，但醫管局
須對各方面公平，進行獨立的調查，他
冀大眾給予時間讓局方作獨立調查報
告，暫難以斷定是否人為失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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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性教育會與家計會合辦的性文化節，今年主題為
「性‧裳‧色Sex and Fashion」。 劉國權 攝

■亞視前老
闆邱德根逝
世 ， 享 年
90 歲。圖
為邱德根生
前 接 受 訪
問。
資料圖片

■邱德根遺體晚上由仵工舁離醫院。
■邱達昌表示父親離世，家人十分憂傷，
喪禮安排尚未決定。

■曾德成（左）表示，社會上對青年發展基金成立無多大爭議，期望可於明年初批
出資助項目。 聶曉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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