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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平安包用違法染料必取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洲意馬餅家製

作的「平安包」早前被驗出含有可致癌的染色料
「紅2G」，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回應指，
該染色料屬法例禁用，雖然偶然食「一次半次」
風險不大，但必須立即取締。對於高等法院日前
判衛生署無權勒令回收未經註冊的中成藥，高永
文稱會先研究法院判詞，不排除會修改法例。
高永文續稱，食安中心除了恆常檢測外，會主
動抽查食物檢驗，今次查出「平安包」使用違法
物料，反映中心成功為市民把關。他又指中心一
般會針對節日食物檢測，例如端午糉、中秋月
餅。

衛生署去年3月指，日本治喉痛產品「龍角
散」兩款產品含有未經註冊中成藥，繼而下令進
口批發商民興藥品代理（國際）回收產品，批發
商早前申司法覆核，獲判勝訴，成功推翻衛生署
決定。署方須廢除該回收令及歸還早前沒收的龍
角散產品。
高永文表示，衛生署在事件上是希望批發商自
行回收產品，法例上或技術上的確未有寫明相關
權力，當局會詳細研究判詞，如有需要會考慮修
改法例。判詞指《中醫藥條例》未賦予任何權力
予衛生署檢取、移除及扣留中成藥，且涉案產品
於事發時未確定屬中成藥，署方無權移走。

10個市民1糖尿 控血糖勿單靠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目前有70多

萬人患糖尿病，約佔人口的十分之一，這數字仍
有上升趨勢。香港糖尿聯會主席、內分泌及糖尿
科專科醫生李家輝表示，糖尿病不能單靠食藥控
制，需要同時改善生活習慣及定時監控血糖水平
才能有效控制病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糖尿病會增加心臟病或腦血管病等風險，控
制糖尿病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糖尿聯會昨早舉行研討會及「消渴名人堂勳章」

頒獎典禮，嘉許努力控制病情的糖尿病人。李家輝

表示，患者應該遵從「控糖三式」以有效控制血
糖。第一招是「揀飲擇食」，多吃蔬菜、高纖食
物，烹調方式應選擇蒸、烚；其次是做運動需要持
之以恆；最後是「斤斤計較」，定時「篤手指」驗
血糖。他希望社會關注預防及正確控制糖尿病。
高永文預計，15年後本港糖尿病患者會由目前

70多萬激增至約92萬人，屆時將佔人口的13%，
情況堪憂。他又指，糖尿病會導致嚴重疾病，如
心臟病及中風，若能減低糖尿病及併發症的發病
率，可以間接減輕香港醫療體系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早於
2006年參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
劃」的杏花邨，在去年開始推行為期兩年
的廚餘回收計劃，昨日發表中期匯報。結
果發現，參與戶數佔總戶數22.7%，成績
令人滿意；回收總量達396公噸，其中22
公噸製作成豬糧，負責回收的承辦商解
釋，廚餘含水量達八成，僅有一成至一成
半可用。
杏花邨共有48座、6,504戶，去年5月
開始推行為期兩年的「中央處理廚餘改善
屋苑環境」計劃回收廚餘。屋苑昨發表計
劃中期匯報， 結果發現參與戶數達1,477
戶，佔總戶數22.7%，而回收總量達396
公噸，可減少堆填區的氣體排放量達98.6
公噸，其中回收總量中的22公噸製作成豬
糧。

趙承基盼推廣「食盡其材」
活動召集人趙承基表示，成績大致令人滿

意，他續指，參與率多寡受不同因素影響，
如屋苑內有空置單位、不少屬「無飯」家庭、
一個家庭擁有多個單位，只集中在其中1個
單位煮食等；趙承基希望未來一年以「惜食」
為目標，推廣「食盡其材」的信息，提升參
與率及減低廚餘回收量。
承辦商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行政總裁倪

漢順解釋，廚餘含水量達八成，過程需將廚
餘弄乾再造，故僅有一成至一成半可用，廚
餘可製成豬糧、貓砂、種植套裝等。
他續指，從杏花邨收集回來的廚餘有

5%為雜物，如膠袋及筷子等，但認為
「5%算少」，反映屋苑的回收分類工作
做得不錯。

各界送別陳南 林鄭等致祭
譚惠珠鄭耀棠譚耀宗聶德權等出席 好友宣讀梁振英張浚生悼文

陳南於今年 4月 26日病逝，終年 60
歲。昨日追思會有多位特區政府高官

出席，包括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運輸及房屋局
副局長邱誠武、新聞處處長聶德權等。還
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譚惠珠，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民
建聯前主席譚耀宗等亦有參加追思會。

吳松營：謙厚隨和贏尊敬
上午9時45分追思會開始，全場為陳南
默哀一分鐘。深圳報業集團前社長吳松營
介紹陳南生平。吳松營評價陳南為人謙厚
隨和，與人為善、親和力強，堅持原則，
不拘小節，而且交遊廣闊，人緣極佳，得
到同業和社會人士稱許和尊敬。陳南的逝
世是香港報界的一大損失。
星島新聞集團行政總裁蕭世和等陳南生
前好友分別宣讀社會各界人士包括行政長
官梁振英、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張浚
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等人的悼文，表達
對陳南離世的哀思。

梁振英：相識逾30載
梁振英在悼文中表示，與陳南相識逾30
載，過往經常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甚至
常在周五晚近午夜時間到文匯報當時位於
灣仔道的報館探班，等埋版後一起去「打
冷」（吃宵夜），談天說地，月旦時事。
梁振英形容，陳南在港大畢業後寧願放
棄高薪厚職，投身待遇偏低的傳統愛國報
館工作，只因心懷報國熱誠及理想。他對
陳南這種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追求及付出，
一直深為敬佩。

譚志源：曾向「南總」求教
譚志源則指，自己當年接任財政司司
長新聞秘書一職，對新聞工作的認識只
是「初哥」，而「南總」已為德高望重
的執行總編，但對他這個後輩仍愛護有
加，經常對他提點和指導，而他也會請
教「南總」的意見。「南總」的社會承
擔精神近乎執，工作上務求客觀持
平，不偏不倚，不畏權貴，正直不阿，
其專業操守和品格令人敬佩。

張雲楓等同業痛悼陳南
多位報界、傳媒界名人，包括本報前社長

張雲楓、資深傳媒人張圭陽、新聞教育基金
主席陳淑薇、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羅
燦等亦撰文表達對陳南的緬懷之情。
陳南長子陳江感謝各界對父親工作上的支

持協助，又指父親離世後，很多機構和個人
都來慰問，有的撰寫悼念文章，有的送來花
圈祭禮，許多人親自致祭，均表現各人對父
親的珍貴感情，他對此深表謝意。追思會和
公祭儀式後，陳南的靈柩移送柴灣歌連臣角
火葬場火化。
陳南於1954年在香港出生，1978年香

港大學畢業後加入香港文匯報當記者，屢
獲擢升，由採訪主任至副總編輯，1992
年轉任《香港商報》總經理、執行總編
輯，去年8月榮休。陳南去年不幸患癌，
經治療後病情一度好轉，惟今年4月惡疾
復發，今年4月26日下午6時45分在葛量
洪醫院逝世，終年60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資深傳媒人、《香港商報》前執行

總編輯陳南追思會和公祭儀式昨日

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眾多陳南

的親友、傳媒同業及社會各界人

士，包括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

均到場致祭，送別這位資深傳媒

人。不少陳南的生前好友都讚賞其

工作兢兢業業，待人真誠，謙虛謹

慎，贏得同事和各界尊敬，對他的

離世咸表惋惜。

陳南 1978 年於
港大畢業，雖然
當時貴為「天之
驕子」，但他心

懷報國理想和熱忱，決意加入香
港文匯報，開展他的新聞事業，
曾採訪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
平、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
等名人。陳南1992年加入《香港
商報》前，在本報的職位已升至
副總編輯。

王伯遙讚家國情懷深厚
本報前總編輯王伯遙、現任副

總編輯尹樹廣昨日均有出席陳南
的追思會。王伯遙表示，他自己
在陳南加入香港文匯報之時已互
相認識，份屬老同事。他形容陳
南家國情懷深厚，即使當年畢業
於港大，貴為「天之驕子」，仍
選擇加入文匯報。「八九風波」
後，雖有部分同事選擇離開公
司，但陳南堅持留下。

尹樹廣：為人正派隨和
尹樹廣則表示，過往曾與陳南

開會、參加活動，甚至一同吃宵
夜，感到陳南為人隨和，尊重同
事。他說，當時的港大畢業生，
一般可享很好的待遇，但陳南為
了自己理想而進入香港文匯報工
作，實在不容易。

他又指，陳南為人公道正派，
待人真誠，與香港左、中、右各
派媒體人均保持良好溝通，而昨
日有那麼多老同事，各方、各派
的報人都出席追思會，足見陳南
在香港人緣很好。

邱誠武：很有親和力
曾經是媒體人的香港運輸及房

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回憶，他自己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認識陳南，
當時大家是「行家」，印象中更
曾一同採訪。他表示，陳南資歷
比他高，但仍感受到陳南很和
藹，很有親和力，容易相處，給
人留下良好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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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左）問候陳南妻子（右）。■陳南追思會及公祭儀式昨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彭子文 攝

■前排左起：譚志源、譚耀宗、林鄭月娥、張雲楓、李祖澤和吳松營與香港各界人士出席陳南追思會及公祭儀式。

■杏花邨去年開始推行為期兩年的廚餘回收計劃，昨發表中期匯報，結
果發現，參與戶數佔總戶數22.7%，成績令人滿意。 鮑旻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撰寫
網誌指，全港中學可在本月底前提名學生參與第七屆由太空館
籌辦的「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經過甄別入選的學生，將獲安
排前往北京航天城和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觀國家航天計劃的
核心設施，以及參與相關活動，包括體驗航天訓練、與航天員
會面、聆聽專家介紹航天知識等。
曾德成表示，每年由眾多報名學生中選出30人，要經過三輪

嚴格程序，包括答問、集訓和面試。入選者既具有智能和品格
上的優勢，也有一定的體質要求，例如身高一般要在1.4米至
1.8米之間，因為體驗營有一個環節需要試穿艙內航天服。

太空搭載實驗設計賽頒獎
另一邊廂，民政事務局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首次合辦
的「香港中學生太空搭載實驗方案設計比賽」剛完成，頒獎禮
已於本月23日舉行。得獎方案將由承辦機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協助製成合適的實驗品，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測試成功
後，有機會於明年初由中國航天員在「天宮二號」太空實驗室
進行實驗示範。得獎隊伍將獲邀前往參觀航天發射中心，並與
航天工程人員交流。

曾德成：「少年太空人」上京長見識 屋苑試回收廚餘 製22公噸豬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