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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中國人民大學去年12月發

佈2015年中國發展信心調查
結果。受訪者生活中最擔心的
問題前三位分別是食品安全
（14.5%）、看病（12.8%）
和子女就學（11.9%），而
2014 年排在前三位的是看
病、住房、食品安全。
■節自《調查顯示國人最

擔心食品安全》，香港《文
匯報》，2015-12-24

持份者觀點
1. 人民大學統計學院教授彭
非：不同人群對未來發展的
信心存在差異。學歷越高，

對社會發展的信心越弱，農
村居民的發展信心高於城市
居民。
2. 調查人員：位於西部的青
海、貴州、四川、陝西等省
區在健康指數上增長率較
高，這表明西部地區的醫療
條件和水準正逐步提高。
3. 受訪民眾：目前內地的貧
富差距狀況非常大。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該調查的結果。
2. 承上題，你認為民眾最擔

心的範疇有改變，和中國
哪些社會發展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精神病童廁格食藥 醫生嘆港人常標籤
新聞撮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

2012年曾發佈調查指，本港精神科醫
生、心理學家及護士等復康輔助醫療專
業人士數量均只為其他富裕國家的三分
之一。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去年12月公佈
「香港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概況調查」，
發現所收集的339份回覆問卷中，絕大
多數受訪醫生不滿本港精神科資源分配
及長遠精神健康政策，近70%受訪醫生
更對病人深受社會不公平對待及歧視而
感到沮喪。
■節自《精神病童廁格食藥 團體促停

「標籤」》，香港《文匯報》，
2015-12-24

持份者觀點
1. 學院精神科專科醫生李明冲：曾有就
讀小三的男童表示，因畏懼他人目光而
躲於學校廁格內或後樓梯服藥，更有母
親為說服長輩其年幼女兒患有自閉症等
精神疾病，而耗時兩年，延誤治療。我
感到無奈，又為病人遭遇感到不值，社
會常向精神病患者投以一個負面目光，
導致病人有「我有病、有問題」的先入
為主觀念，嚴重影響病人病情，甚至釀
成自我認同障礙，促請社會停止對該類
病人的標籤。
2. 學院副院長（教育事務）陳國齡：現
時本港精神科專科醫療需求極為供不應
求，估計一名醫生須服務約10萬名市

民，人口比例差距嚴重。部分公營機構精
神科新症輪候時間平均長達約三四年，加
上大部分醫生在每個門診時段平均有逾
30名病人，故估計平均每名病人只有約6
分鐘診症時間，對於需要長談的精神病患
者來說，診症時間過短。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現時香港精神病治療正面對的

難題。
2. 有人指社會標籤精神病患者，你同意

嗎？
3. 承上題，你認為本港對精神病患者的

接受程度和治療上有什麼可改善的地
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不久前被運輸署勒令停駛的狗狗巴士，日前終獲批牌
照，恢復營運。一眾寵物主人，即爭取機會帶着寵物外
出郊遊，一吐鬱悶之氣。
港人飼養寵物成風，根據統計處2011年發表的報告所
示，本港有249,400戶飼養狗或貓，佔全港住戶逾一成。
不少家庭對寵物呵護備至，視作家人。寵物之於飼主，
既是親人，更是重要的心靈伴侶。我們講生活素質，除
了要滿足衣食等物質生活外，同時也要有精神生活。
筆者家中正有三犬，深深感受到寵物可為生活添上絢
麗色彩。這些在我們眼中永不會長大的毛孩子，是我們

的家人，所以有人致力爭取動物權益，為牠們發聲，要
求更多權利，包括逛公園、進入食肆和商場、乘搭交通
工具等，筆者都能理解。與此同時，社會上自然亦有反
對聲音，不同持份者的衝突由此而生。

狗一定有瘋狗症？
寵物主人經常提出爭取動物權益理由，其一是跟其他

地方對比。歐美多國，甚至我們鄰近的台灣、日本，都
有比香港全面和嚴謹得多的保護動物法規，也會容許主
人跟寵物同乘交通工具，號稱先進城市的香港，在維護

動物權益及福利方面，明顯未達文明社會應有的水平。
其二是伸張公民權益，納稅人享有公民權利，為何不能
帶同心愛的寵物同遊公園、去海灘暢泳？
反對者經常強調衛生，見狗即指瘋狗症，見貓則謂有
弓形蟲，總之動物全身細菌病毒，會傳播疾病，或貓狗
隨地便溺，影響環境；其次是投訴貓狗噪音擾民，令人
煩躁；再次是公眾安全，尤其擔心狗隻有攻擊性。

寵主做好本分 不違法化矛盾
在重重難關之下，要在本港為寵物爭取權益，顯得荊

棘滿途。寵物主人是小眾，首先是要做好本分，管好自
己的寵物，注意衛生，而且現行法例未曾修訂，總得先
守規矩，不要帶牠們強行進入康文署轄下的公園、泳
灘，或乘搭巴士、鐵路等大眾運輸工具，以免進一步激
化不同持份者之間的衝突。
寵物主人應該集合力量，凝聚民意，透過制度化的途

徑，爭取修訂法例，為寵物爭取合法權益。反對者方
面，亦希望可以多包容不同意見，並認同眾生平等，善
待動物的普世價值，可體現社會文明進步，促進社會和
諧，那麼大家的生活素質均得以提升。

■劉尚威 佛教正覺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自穗港澳三地近百名青年學生近日一
同參加了「尋找家鄉的故事」活動。活
動為期3天，一眾港澳學生在內地同齡人
的帶領下，參觀古鎮、探訪古蹟，尋找
家鄉故事，並與嶺南文化大師互動交
流，學習傳承嶺南工藝，品嚐當地村落
特色嶺南飲食。
■節自《港生廣東尋家鄉故事》，香

港《文匯報》，2015-12-25

持份者觀點
1. 主辦方：內地是多數香港學生的祖籍

地，他們的祖輩由於各種原因，從內地
移居香港。對香港學生來說，他們對故
鄉也有情懷，有好奇。
2. 香港葉同學：廣州同學非常有禮貌，
且極願意幫助他人。
3. 內地學生黃志豪：交流活動十分愉
快，希望三地的學生今後有更多這樣交
流和互動的機會。

多角度思考
1. 試解釋是次活動的目的和效果。
2. 你認為了解祖籍地對青少年成長有什

麼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聖誕節不一定能普天同慶。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及敘利亞
肆虐，戰火之下血流成河，兩地基督徒都
無心過節，只期盼槍聲盡快停止、和平快
點到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則透過白宮發表
聖誕聲明，特別提到受ISIS迫害的基督
徒，強調「正義終將戰勝邪惡」。
■節自《敘伊基督徒 惶恐過聖誕》，

香港《文匯報》，2015-12-25

持份者觀點
1. 敘利亞退休長者：把家人都送往了安全
的地方，自己一人留下生活，國內戰亂持
續，不少親人死於戰事，如今又面對近在
咫尺的ISIS威脅，根本沒心情慶祝。

2.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市民：當局安排在底
格里斯河上空一連七天發放煙花，又在一
個公園設立25米高的聖誕樹。伊拉克基督
徒多年來遭受打壓，對各界一同慶祝聖誕
感到高興，這是反擊ISIS的好辦法，但
「善意來得太遲」，很多基督徒都已離
開，而且無意回來。
3. 非洲國家索馬里：禁止國民慶祝聖誕，
因聖誕只屬於基督徒。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文提及的國家的基督徒處境。
2. 有國家宣佈禁止國民慶祝聖誕，因聖誕
只屬於基督徒，你怎麼看？

3. 宗教在全球普及化會遇到什麼困難？試
述二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港鐵西港島線通車一周年，現時每日平

均乘客量達20萬人次，為西區及西半山居
民帶來不少方便。不過港鐵吸納大量乘客
後，這一年其他交通工具乘客量大跌，專
營巴士下跌40%，電車跌了10%，的士及
小巴業界更是叫苦連天。
■節自《港鐵勁搶西區客 小巴的士眼

淚流》，香港《文匯報》，2015-12-27

持份者觀點

1. 運輸署：西港島線通車前，繁忙時間
內間中會出現候車乘客因抵站巴士客滿
而未能登車的情況，現時不再出現，西
區整體交通擠塞情況也稍有改善。就其
他交通工具乘客量大跌，以專營巴士為
例，我們已重組相關路線，包括開辦一
條接駁新鐵路站的巴士路線、合併或取
消9條巴士路線等。
2. 中西區區議員、民建聯秘書長陳學鋒：
其他交通工具因大受影響或會加價，期望
政府可向他們提供更多協助，例如讓巴士

公司增設班次頻密及車站密度較高的「流
水線」。
3. 市民：擔心這些交通工具若支撐不住加
價或停止服務，苦的仍是我們。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西港島線至今對區內其他交通工
具的影響。

2. 除了交通工具方面，該線路還可能有什
麼影響？（提示：周圍商舖營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先進城市應重視動物權益

全 球 化
敘伊基督徒無心過聖誕

穗港澳生匯嶺南尋根

國人最憂食安 次慮睇病讀書

西港島線「獨大」運署重組路線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在席捲北半球大部分地區的厄爾尼諾現象和北極振
盪影響下，歐美各地去年12月天氣持續回暖，不但未
能迎接「白色聖誕」，多地氣溫更遠超往年平均值。
美國華盛頓櫻桃樹因天氣溫暖突然開花；俄羅斯莫斯
科錄得7攝氏度高溫，較平均的零下6度高出13度，
打破1936年以來紀錄；英國不但無緣下雪，更天氣惡
劣，引發數十年來最嚴重水災。
■節自《歐美暖冬聖誕無雪》等報道，香港《文匯

報》，2015-12-24至27

持份者觀點
1. 美國國家氣象局（NWS）首席預報員奧拉韋茨：
今年厄爾尼諾現象強烈，赤道附近太平洋東部水溫較
正常高出3.1度，擾亂大氣環流，使北美天氣異常。
2. 香港天文台：赤道太平洋中部及東部水溫仍在上
升，估計今波厄爾尼諾可能持續至明年5月。
3. 經濟師阿徹：水災打擊商業及農業活動，可能令英

國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減慢0.1%至
0.2%。

知多點
冬季偏暖不但削減節日氣氛，也會影響經濟。近期

一直看淡油價的高盛日前發表報告，稱天氣溫暖將打
擊能源需求，加劇供應過剩，尤以美國情況最為嚴
重。美國約有620萬戶住戶使用取暖油，在寒冬保持
家居舒適，當中84%位於東北部地區。然而美東今年
入秋後持續和暖，紐約油庫職員透露，今年取暖油銷
量較平常減少一半。

多角度思考
1. 試描述世界各地冬季偏暖的情況。
2. 承上題及就你所知，解釋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和影
響。

3. 你認為各國政府可怎樣紓緩以上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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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查指，2015內地民眾最擔心食品安全，高達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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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巴格達雖有
慶祝聖誕活
動，但有民
眾指受ISIS
迫害的基督
徒 太 多 ，
「善意來得
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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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去年德國去年1212月氣溫高達月氣溫高達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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