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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加強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人士的防罪意識，警務處家庭衝突及
性暴力政策組與防止罪案科早前為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人士社群舉辦防止罪案講座，逾120人出
席，包括來自48個組織的社工、老師、家長和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者。各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人員
亦有出席講座，以向各總區內的非政府機構和自
助組織傳遞相關資訊。
講座由政策組、防罪科、商業罪案調查科、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和毒品調查科人員講解
防罪知識，包括欺凌、涉及中介公司的商業罪
案、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罪案、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者被利用進行販毒與性罪行的相關資訊。性暴力
政策組亦向出席者介紹刑事部為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者制定的新措施，以及在刑事調查和司法程序
期間保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的特別程序。

警防罪講座
保障精神無行為能力者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香港文化博物館

與香港攝影文化協會合作夥伴的節目「香港國際攝影
節2016──聽日你想點？」展覽，日前起於香港文化
博物館舉行，展期至下月26日。展覽是香港國際攝影
節2016其中一個焦點項目，12位來自不同媒介的藝
術家，以攝影元素結合多媒體裝置，嘗試延伸攝影界
限，展現攝影多面性和多樣性。展覽邀請觀眾翱翔圖
像光影之中，傾聽藝術家故事，同時向觀眾發問「聽
日你想點？」，共同反思攝影媒界對當代藝術的滲透
和影響，想像未來光景。
相機拍攝出來的圖像一般被認為是真實的，但藝術
家善用確實或虛構的圖像，找出所表達「真實」的可
能性。王禾璧用錄像與聲音重塑「昨日」及虛擬「明
日」，把藝術與生活貫通。林玉蓮善用集體記憶影
像，以投影方式建築舊時園亭。朱穎文站在城市化後
的實景前，以光繪和燈光箱重構兒時熟悉的土地。
蘇秀儀遊走港九拍攝城市景象，記錄時間和空間轉
變。姚妙麗以攝影和錄像刻畫家人的面貌，凸顯父母
與子女的關係。盧婉雯通過影像展示特殊教育下學生

的成長路，讓觀眾思考影像背後的故事。林慧潔以系
列錄像圍繞兩人對話，探討生活衝擊。蘇慧怡以錄像
和裝置表達對社會近況的心底話，從中自我檢視。
黃麗貞借助機器，放大物件細部或轉化成圖像，製
造出虛實和如影隨形的投射影像。鄧凝梅創作巨型鐵
線網人倒掛裝置與投射影像交織，製造錯綜複雜的空

間。卓有瑞把拍攝的照片圖像以繪畫形式轉移，以冷
靜態度抄錄大自然攝影影像。鄧凝姿從抓拍的人物肖
像中，透過投射再臨摹繪畫出一百零八幅女子圖像。
欲知展覽詳情可瀏覽文化博物館網頁：www.

heritagemuseum.gov.hk/zh_TW/web/hm/
exhibitions/data/exid236.html，或致電2180 8188。

國際攝影節焦點 多媒體跨界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日前參觀香港郵政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
中心，深入了解中心運作。空郵中心於1998年投入服
務，總樓面面積兩公頃，全年24小時運作，處理入口
和出口空郵信件、郵包、包裹、特快專遞及轉運郵
件。2014至2015年度及2015至2016年度，經香港郵
政處理的空郵郵件，分別達43,892公噸和44,195公
噸。

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陪同
在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陪同下，蘇錦樑首先聽取香
港郵政人員簡介，其後參觀空郵中心X光機安全檢查
區、空郵信件組、特快專遞及包裹組和郵件轉運組，
了解各組日常運作。參觀期間，蘇錦樑與前線同事交
談，讚揚他們以專業態度為市民提供服務。他鼓勵香
港郵政全體同事繼續竭誠為市民提供優質、高效及專
業的郵政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漁護署日前在香港東
南面水域放流三隻幼年綠海龜。綠海龜於2014年1月
至今年7月，由市民分別於西貢白腊沙灘、銀線灣泳
灘及北角天后廟道一個垃圾收集站發現。經漁護署人
員初步檢查後，海龜被送往香港海洋公園，由獸醫詳
細評估，因應需要作出適當治理。
綠海龜一直在海洋公園暫住，接受持續觀察和護理。

蒐數據制定適當保護措施
三隻綠海龜現時體重為8.6公斤至34.5公斤，背甲長
度約45厘米至66厘米，全部健康良好，適宜重回大海
生活。漁護署感謝市民即時報告發現海龜，以及海洋
公園獸醫和水族館人員一直以來悉心照顧。回歸大海
前，漁護署替海龜植入晶片及扣上金屬標誌，方便日
後識辨身份，同時在其背甲上裝上衛星追蹤儀，追蹤
牠們在海洋的動向及覓食地位置，蒐集數據，從而制
定適當存護措施，並與各地保育機構分享資料，將有
助各地更有效保護綠海龜。
綠海龜屬於全球瀕危物種，市民若發現牠們的蹤
影，可致電1823熱線向漁護署報告。漁護署會繼續透
過監察、生境護理和公眾教育活動，致力保育海龜。
在香港，所有海龜品種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一百七十章）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五
百八十六章）保護。在香港水域出沒的5種海龜中，
綠海龜是唯一在本地繁殖的品種。

漁署放生3綠海龜
背甲衛星儀追蹤

蘇錦樑訪機場空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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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軒主持結業會操 回首「出班」37年展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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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軒當日在消防及救護學院主持結業會操致辭時指
出，看到結業學員步操經過檢閱台，個個昂首闊

步，朝氣勃勃，令他想起當年自己「出班」時，就像各位
學員一樣，雄心壯志，準備一展抱負，服務市民。
他說：「回首過去37年，能夠加入消防處成為消防人

員，並以此作為終身職業，實踐理想，貢獻社會，實在
是我的榮幸。」

部門上下一心 跨越風霜煉獄
他表示，2016年是最難忘的一年，原因除了他告別消

防生涯外，消防處於過去七個多月經歷了一連串極具挑戰
的考驗，包括年初的霜凍事故、年初二凌晨的旺角暴亂事
件及早前的兩宗大火。他指出，全靠部門上下一心，經受
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考驗，並排除萬難，完成任務。
今年1月24日，香港錄得近60年最低的溫度，最寒冷
時只有攝氏零下6度，不少市民被困大帽山和飛鵝山，當
中包括越野跑跑手。黎文軒指出，由於路面結霜，救援人
員當時只能徒步登山，且不知山上情況如何及有多少人受
困，但同事仍能展現高度的專業精神，堅持搜救受困市
民，甚至除下外套給對方保暖，最後成功將數以百計受困
市民送往山下安全地點。
至於年初二凌晨的旺角，黎文軒指當日示威者聚集旺角

街頭滋事縱火，焚燒垃圾雜物，不少警務人員受傷，故參

與滅火救援行動的消防處同事，須兼顧救助傷者及處理縱
火兩項任務，過程中不斷受到欠缺理性的滋事分子所阻
撓，工作尤其艱巨，最終沉着應對挑戰，竭力完成任務。
黎文軒續說，6月21日於淘大工業村發生的四級火警，

整個滅火救援行動歷時近5天，消防處在該次火警中痛失
兩位克盡厥職、英勇非凡的消防人員，他與部門每一位同
事，以至全港市民都感到非常難過。
7月7日於長沙灣昌發工廠大廈發生的三級火警，整個

滅火救援行動歷時近9小時，消防人員奮不顧身，冒險在
肇事樓層救出一對被困兄妹。他指出，該兩宗事故涉及的
樓宇均屬舊式工廈，大大增加了滅火救援工作的難度，
「全賴參加行動的人員竭誠盡責，不畏艱險，前赴後繼，
士氣高昂，終於撲滅火警，保障了市民的生命財產。」

冀新人傳承前輩救災扶危精神
黎文軒強調，消防處多年來一直以民為本，致力提升服
務質素，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同。他指出，消防人員在市
民心目中的專業形象，是靠過去前輩秉持信念建立而成
的，並由每一代人傳承下去。他希望一眾結業學員都像眾
多前輩一樣，面對艱巨挑戰，仍能保持心中的一團火，堅
定信念，克服困難，持守部門「救災扶危、為民解困」的
宗旨，竭誠履行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的職責，致力提供以客
為本的優質服務，無負全港市民，包括在座各位社會賢
達、政府部門代表和親屬好友的厚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消防及救護工

作關係到市民的性命安危，可謂任重道遠。13

名消防隊長、23名救護主任、69名消防員及

66名救護員日前順利完成26個星期的入職基

礎訓練，在消防及救護學院結業。他們將被派

駐不同工作崗位，肩負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的重

任。今天卸任消防處處長的黎文軒於當日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勉勵一眾學員不

要忘記他們在學院完成的只是基礎訓練，在派

駐各個工作崗位後仍須不斷學習，努力提升專

業能力，迎接大大小小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着時代轉變，消防
及救護的裝備亦要與時並進。黎文軒回想37年前他剛加
入消防處時，個人裝備與今日前線同事的裝備不可同日
而語。他指出，當年穿的保護衣是塑膠物料製的，現在
用的是世界上最好、抗火能力極高的「黃金戰衣」；當
年使用負壓呼吸器，現在用的是正壓呼吸器，運作由電
腦記錄；當年佩戴的保護頭盔是水松外殼，現在用的是
高溫熱塑物料，具備多重保護性能；當年進入火場滅
火，耳朵往往被高溫灼傷，現在有保護耳朵的防護頭
套。

予同事最佳保護 務求全又新
救護方面，他指當年沒有任何防污染服或保護面罩，現

在則防護裝備齊全，確保在高度傳染環境下工作的同事得
到保障，部門不斷提升滅火和救護人員的個人裝備，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保障全體前線人員的安全。「我們深知同
事工作環境危險，希望以先進裝備和衣物提供最佳保護。
這是部門的既定政策，不會改變。」
黎文軒續說，消防處不但致力加強個人裝備，還積極添

置新工具和器材，提升服務質素，現正開發電腦軟件，利
用國際認可的發問指引，協助消防通訊中心人員更有系統
地獲取傷病者資料，以便提供更適切的調派後指引，預計
明年可供使用，屆時將可提供共33類傷病的急救指引。

培訓協調更專業 防火策略更靈活
黎文軒指出，有良好裝備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專
業培訓。他憶述自己於37年前「出班」，是在當時設備
完善的八鄉消防訓練學校結業，但時至今日，若再沿用八
鄉的設施，很多訓練都無法進行，因此早前已搬往斥資逾
35億元興建、佔地逾15.8萬平方米的新消防及救護學
院，以應對時代轉變帶來的新挑戰，「此外，消防和救護
人員可在新學院一同受訓，亦加強處理事故的協調和應變
能力。」
他強調，全力推行防火工作亦甚為重要，故兩個防火總
區均採取務實靈活的方法，加快各類樓宇、基建項目和持
牌處所的消防安全審批，並派專責特遣隊伍大力打擊非法
燃油轉注活動，適時採取突擊巡查和執法行動，務求減低
社區的火警風險。

裝備配套要爭先 全面「升呢」應時變

■ 黎 文 軒
（右二）在
消防及救護
學院檢閱第
一百七十五
屆 結 業 學
員。

■■黎文軒黎文軒（（右一右一））頒發最佳學員獎頒發最佳學員獎。。

■結業學員示範撲滅火警及救傷工作。

■蘇錦樑（右三）參觀香港郵政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
空郵中心，並了解小郵包分揀機的運作。

■漁護署在香港東南面水域放流三隻幼年綠海龜。圖
示其中一隻綠海龜準備回歸大海。

■■林慧潔於展覽中的作品林慧潔於展覽中的作品《《告解告解》。》。 ■■鄧凝梅作品鄧凝梅作品《《行走使我發現了……行走使我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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