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香港街頭小食「時代」重現

老報人慈善家岑才生逝世
對港傳媒發展舉足輕重 推兒童助學惠無數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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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街頭小食檔」資料

日期

4月30日至
5月2日

5月7日至
5月8日

5月14日至
5月15日

5月21日至
5月22日

5月28日至
5月29日

6月 4日至
6月5日

資料來源：時代廣場 製表：記者 楊佩韻

時間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下午2時至
下午7時

可選小食

雞蛋仔、糯米
糍、麥芽糖
餅、龍鬚糖

砵仔糕、糯米
糍、白糖糕、
芝麻卷

蛋撻、菠蘿
包、叮叮糖、
糖蔥餅

砵仔糕、糯米
糍、白糖糕、
芝麻卷

蛋撻、菠蘿
包、叮叮糖、
糖蔥餅

雞蛋仔、糯米
糍、麥芽糖
餅、龍鬚糖

岑才生簡歷
出生

逝世

原籍

學歷

曾任職務

製表：記者 文森

1922年於香港

2016年4月27日於香港

廣東恩平江洲鎮草朗村

英皇書院、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

《華僑日報》總經理及督印人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

國際報業協會香港區副主席

市政局議員

東區區議會主席

香港報業公會於 1954 年 5 月 10
日註冊成立，由當時四大報章
《工商日報》、《華僑日報》、
《星島日報》及《南華早報》聯
合創辦，背後原來由岑才生負責
穿針引線。

英三報實習 體驗營業編輯發行
根據報業公會60周年紀念特刊所載，事緣岑才生

1949年代表《華僑日報》參加英國屬地記者訪問團，
隨廠商會參加英國工業展覽會，並在英國政府協助下，
到英國三家報紙實習，親身體驗外國辦報營業、編輯到
發行方式，成為成立報業公會的契機。

岑才生在特刊中憶述，在英國見習時，遇見家族經
營《工商日報》的何東爵士，何建議香港報紙行業應
團結、合作爭取更大發展空間，在國際上發揮香港新
聞業影響力。岑回港後，與父親岑維休談及事件，岑
維休隨後與《工商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
報》高層商討，於是在1954年成立香港報業公會。

報業公會聲明透露，岑曾說報紙經營不僅是「生
意」，本身其實也是社會公器、人民精神糧食，負有
社會、教育的責任。

除了推動本港報業發展，岑才生本身熱心公益，其
領導下的《華僑日報》曾舉辦「讀者救童助學運
動」，資助貧苦兒童入學，30多年來共籌得善款近
億港元，受惠兒童達150多萬人次，受資助學子共15
萬多人。岑氏家族又向多間大學捐款設立獎學金，支
持院校發展。

岑另一專著《商品推銷》概述推銷學中廣告、心
理、統計、企業管理等內容，分析精闢，深入淺出，被譽為
本港工商界與出版界「空谷足音」。岑曾把在英國採訪所得
輯為《英遊鱗爪》一書。

■記者 文森

據了解，岑才生星期一因不適入住養和醫
院，至今早7時離世。

報業公會：關心新聞獎 無私投入
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讚揚岑才生在報
界默默耕耘，只求付出，不計收穫，以身教
提醒新聞報道的社會責任。聲明又說，岑自
2011年起，因腳患鮮參與公會活動，但仍關
心新聞獎事宜，充分反映他對新聞事業的無
私投入。
記協則表示，岑才生對報界及傳媒行業貢獻
良多，對其離世深表哀悼。聲明指，岑長期服
務於新聞事業，對香港傳播業界及報業的發
展，舉足輕重。

掌《華僑日報》具影響力
岑才生祖籍廣東恩平江洲鎮，1922年在香港出
生，父親為《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他中學畢
業自英皇書院，後負笈美國紐約大學，取得經濟學
碩士學位。
岑才生在1945年進入《華僑日報》營業部工作，
1954年出任《華僑日報》編輯，1960年出任《華僑
日報》經理，其後於1985年接掌《華僑日報》總經
理並出任督印人，銷量不斷增加，規模持續擴大，

成為香港具影響力的大報之一。
岑才生在1986年起擔任報業公會主席，歷時八

屆，並先後出任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及委員、國
際報業協會香港區副主席等要職。直至上世紀90年
代，因為年事已高，岑才生感到無力繼續營辦，遂
將《華僑日報》賣盤。《華僑日報》幾度易主後，
最終於1995年1月12日停刊。
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表示，與岑才生相識

40多年，任職《華僑日報》時一起共事，數月前相
約岑才生為《華僑日報》進行口述歷史錄音，當時

未發現對方健康有問題，對岑才生離世感到突然及
可惜。梁天偉又說，岑才生對報界及傳媒行業貢獻
良多，家族經營的《華僑日報》是報界典範。

曾任市政局議員東區區會主席
岑才生亦擔任多項公職，曾經出任市政局議員，

1985年至1994年期間擔任東區區議會主席，並於
1968年獲英帝國員佐勳章及官佐勳章，2002年獲頒
銀紫荊星章。其他社會公職包括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校董、中大校董會成員、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資深報人、報業公會名譽會長、前

《華僑日報》總經理岑才生逝世，終年94歲。岑才生長期服務於新聞事

業，對香港傳播媒介及報業的發展舉足輕重，更是一名慈善家，推動兒

童助學運動，令無數學子受惠。香港報業公會讚揚岑才生對新聞事業的

無私投入。香港記者協會亦對岑離世深表哀悼，指他對報界及傳媒行業

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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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才生推動新聞事業不遺餘力。2010年，岑才生
（左二）、張雲楓（右一）、楊祖坤（左一）致贈紀
念品予葉和東（右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澳大
橋香港段工程人工島再度移位，路政署前
日承認，現時屯門至赤鱲角隧道着陸點向
外伸延幅度約1米至2.9米，但工程完成目
標沒有改變。有工程師認為，這類工程
中，3米移位並不特殊。
去年曾揭發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移位的資
深傳媒人Howard Winn，日前再引述消息
人士指，人工島接連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的接駁位移位3.5米，連接路工程已停工
數月，要作出補救措施，可能延至2019年
才完工。
路政署回覆查詢時表示，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隧道南着陸點出現向外伸延情況，
幅度現時約為1米至2.9米，並非3.5米。
填海工程顧問評估後認為，該海堤情況穩

定，該位置已進行土地加固工程。

路署決定另外修改設計
署方表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填海

沉降表現較預期慢及延遲交地，影響工
程。路政署決定另外修改設計，以隧道鑽
挖機挖掘在南着陸點部分原定明挖回填的
隧道。
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認為，人工

島碎石樁數十米深，移位1米至3米，情
況並不特殊，「移位1米是少，7米就
多，相信工程顧問設計時已預算有移位
情況。」
他又說，根據路政署資料，鑽挖工程早
前已根據顧問意見，決定為避免鑽穿碎石
樁降低走線，相信與移位情況無關。

工程師：大橋海堤移位3米不特殊 推環保採購指引 餐飲業料需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現代社會
講求環保，餐飲業界計劃制定環保採購指
引，協助業界採購環保表現較佳的產品，制
定指引預計需時一年。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獲可持續發展基金資

助，與環保機構合作，計劃草擬「香港餐

飲業環保採購指引」，涵蓋餐飲食材、餐
飲設備、清潔用品、餐具及包裝，以及廚
餘管理五個範疇，希望節省企業營運成
本，加強生產力，同時減少耗用天然資
源，減輕堆填區負荷。協會稍後會舉辦工
作坊，徵集業界意見。

黃錦星：減耗天然資源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啟動禮致辭

時表示，本港有1.6萬間飲食企業，採購
清單牽涉超過350億元，綠色採購已成為
國際趨勢，對經濟、社會及環保都有好
處，政府已在2000年開始落實環保採購清
單，減少消耗天然資源；本港堆填區四成
廢物都是廚餘，當中三分一來自商界，因
此餐飲業界帶頭減少廚餘十分重要。
餐飲聯業協會主席李遠康表示，不少餐飲

企業關注各種環保採購措施，制定指引可以
提高及促進業界對環保採購的認識和實踐。
環保促進會行政總幹事何惠萍表示，環保採
購是對餐飲企業實施環保的重要一環，幫助
食肆節省營運開支、善用資源，加強生產力
及競爭力，以及提升顧客心目中的企業形
象，希望餐飲企業一起保護香港環境。

■黃錦星
與餐飲業
界人士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零售市
道不景氣，商場想盡辦法保持人流，以帶
動場內消費氣氛。時代廣場今日起至6月
5日舉行「香港飲食文化」展覽，展出上
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飲食文化收藏
品，如月餅會封套及書法寫成的茶樓菜單
等，市民亦可於周末及公眾假期以20元捐
款形式，品嚐3款即製街頭小食，回味老
香港情懷。有小食工藝師傅指，街邊地舖
生意難做，與商場合作營辦反而有盈利，
更能推廣飲食文化，期望特區政府規劃老
香港文化專區，以推廣地道文化及作旅遊
景點。

捐20元護苗 即可享3款小食
時代廣場推廣及管理運作經理馬惟樂表
示，年內會保持每月至少一次商場宣傳活
動，進行文化推廣及帶動人流及消費氣
氛。他指香港飲食文化展覽將有37件上世
紀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飲食文化收藏
品，如餐廳火柴盒、月餅傳單、茶樓菜單
等，並在周六、周日及公眾假期下午時設
置「街頭小食檔」，市民於場內捐20元予
護苗基金，便可享用3款即製街頭小食。

小食工藝師傅：與商場合作生意佳
負責場內街頭小食檔的民間小食工藝師
傅錢廣海太太指，曾在元朗大馬路設店出

售龍鬚糖、糯米糍等小食，但受租金壓力
及內地個人遊旅客減少影響，去年7月已
結業，轉戰於商場開設小食攤位營運生
意，直言「好似遊牧民族咁做，生意反而
較地舖好30%至40%」。
她續指，曾打算遞表申請特區政府舉辦

的美食車先導計劃，但礙於成本高昂及競
爭大，所以打消念頭。

錢廣海補充指，上世紀60年代尖沙咀星
光行內有星光村，有龍鬚糖、糯米糍等多
款街頭小食、上世紀70年代則轉至山頂，
直至2000年青衣城舊墟亦有相關文化領
域，但已相繼倒閉，加上小食工藝師傅後
繼無人，擔心工藝失傳，期望特區政府規
劃老香港文化專區，以推廣地道文化及作
旅遊景點。

香港收藏家協會副主席張順光指，值
得留意的展品是月餅會封套、會員卡及
書法寫成的茶樓菜單，因為此等資料難
在市面覓得。他個人最喜歡的是上世紀
70年代「雷區聯婚」茶樓菜單，這種以
書法寫出的婚宴菜單「猶如墨寶，很難
找到相關文物」，期望展覽呈現老香港
情懷。

■錢太說：好似遊牧民族咁做，生意反而較地舖好30%至40%。
莫雪芝 攝

■錢廣海期望特區政府規劃老香港文化專區，以推廣地
道文化及作旅遊景點。 莫雪芝 攝

岑才生 (1922 -2016)

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29/4(星期五)
氣溫：22℃-26℃

濕度：65%-90%

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
稍後有幾陣雨

30/4(星期六)
氣溫：21℃-24℃

濕度：80%-95%

多雲
有幾陣雨

1/5(星期日)
氣溫：23℃-27℃

濕度：80%-95%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早晚沿岸有霧

2/5(星期一)
氣溫：23℃-28℃

濕度：80%-95%

短暫時間有陽光
早上有幾陣驟雨沿岸有霧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高
低至高

低至高
低至高

1-3

4-6

7

8-10

10+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2016年
4月28日

星期四

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24℃-28℃

01:10(1.5m)

05:16(1.2m)

05:54

濕度：

11:22(2.1m)

18:58(0.7m)

日落：

70%-95%

18:48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澳洲

歐洲

美洲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23℃
13℃
8℃
12℃
0℃
7℃
13℃

29℃
21℃
16℃
18℃
12℃
15℃
17℃

驟雨
天晴
天晴
驟雨
天晴
多雲
驟雨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8℃
24℃
24℃
25℃

37℃
30℃
34℃
34℃

雷暴
毛毛雨
有雨
雷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16℃

3℃
12℃
2℃
3℃
11℃

25℃

9℃
23℃
8℃
10℃
19℃

天晴

有雨
天晴
驟雨
天晴
多雲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7℃
22℃
12℃
25℃
13℃

18℃

35℃
40℃
23℃
34℃
16℃

24℃

有雨
天晴
多雲
雷暴
有雨

多雲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3℃
8℃
9℃
2℃
12℃

6℃

11℃
20℃
17℃
11℃
17℃

8℃

明朗
有雨
有雨
冰雹
有雨

驟雨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12℃
4℃
17℃
13℃
17℃

26℃
18℃
27℃
25℃
25℃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爾濱
合 肥

12℃
22℃
12℃
25℃
14℃
3℃
12℃

18℃
28℃
20℃
29℃
22℃
18℃
23℃

天晴
多雲
驟雨
雷暴
多雲
天晴
多雲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7℃
14℃
12℃
6℃
4℃
15℃
11℃

20℃
22℃
25℃
27℃
14℃
25℃
23℃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密雲
天晴
多雲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家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29℃
14℃
7℃
12℃
20℃
7℃
12℃

29℃
22℃
20℃
24℃
26℃
23℃
24℃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有雨
多雲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12℃
13℃
13℃
20℃
1℃
9℃
14℃

25℃
26℃
29℃
26℃
20℃
26℃
22℃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