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99月月101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8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陳啟恒

港童玩平板腦 最細歲半未夠
港大：愈年幼用電子產品 患過度活躍症風險愈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電子產品普及率全球領先，很多家長為避

免孩子「扭計」及打擾，會將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當成「電子奶嘴」，讓子女

專注「打機」了事。衛生署調查指出，兒童開始使用平板電腦的年齡中位數竟然

不足歲半，港大的研究亦初步證實，愈早使用電子產品的兒童，患過度活躍症的

風險愈高，而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兒童睡眠質素較差、影響社交表現，甚至學業

成績，後患無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港人的退休信心指數
創近年新低！有金融服務機構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對退休生活的信心評分連年下
跌，今年僅5.4分（10分為滿分），較四年前下跌0.7
分，主要憂慮通脹或積蓄不夠，近七成受訪者低估退休
所需的儲備。機構建議參考世界銀行建議的「多元退休
保障系統 」，加入「自願性年金計劃」作為退休儲備
的重要支柱。
美國萬通亞洲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以電話訪問
509名20歲至55歲的在職人士，發現港人對退休生活
的信心指數創近年新低，平均分數僅得5.4分 ，較過去
調查結果的6.1分（2012年）及5.5分（2014年）進一
步下跌。

逾半數人憂積蓄不夠
55%受訪者擔心「通脹或積蓄不夠」，其餘按次為

「患病」（48%）、「失業」（43%）、「將來難以預

計」（40%）及「太長命」（18%）。
受訪者認為退休後每月平均所需開支為1.23萬港

元，預計所需的總儲備平均僅為409萬元，並稱主要會
依靠 「個人積蓄」（70%）來應付退休生活開支。僅
24%受訪者認為現時的退休保障支柱「強積金/公積
金」 是退休資金來源。其餘為「投資回報」
（16%）、「靠子女供養」（11%）、「生果金」
（8%）等。
機構以每位受訪者預期的退休年齡及每月退休開支，

計算其實際所需儲備，發現達68%受訪者低估了退休所
需儲備，當中32%的受訪者更屬「嚴重低估」，即預期
儲備不足實際所需的一半。
香港人平均預期壽命已冠絕世界，美國萬通亞洲市務

部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市務總監蕭莉玲建議，應參考世界
銀行建議的「多元退休保障系統」，加入「自願性年金
計劃」作退休儲備重要支柱，以建立具持續性的退休儲
備，免因長壽坐食山崩。

68%人低估儲備 退休生活信心跌

衛生署昨日舉辦「公共衛生議題：過度使用互聯
網、電腦、智能電話及同類電子產品」研討會，

邀請本地和海外專家及世界衞生組織顧問等出席，探討
如何應對使用互聯網和電子屏幕產品帶來的潛在健康風
險。

青少年上網比2003年高20百分點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致辭時稱，電子產品在港日漸普
及，本年住戶寬頻普及率佔約八成半，流動電話滲透率
高達228.1%，即平均每名港人擁有逾兩部手機，數字
屬全球最高之一。她亦公佈署方於2013至2014年進行
的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港人使用互聯網及電子產品有年
輕化趨勢，學前兒童開始使用電腦的年齡中位數為24
個月大（2歲），而使用平板電子產品則為16個月大
（1歲4個月）。
統計處資料顯示，近38%的10歲至14歲兒童每周花

20小時至50小時上網，15歲至24歲組群更高達52%，

兩項數據均較2003年高出約20個百分點。陳漢儀坦
言，署方認同相關科技能為巿民日常生活帶來莫大裨益
和便利，但亦有潛在風險，包括健康問題，尤其兒童及
青少年較缺乏自制能力，情況令人關注。
有份出席研討會的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

授葉柏強表示，港大於數年前開始追蹤近700名幼稚園
學生，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是了解他們使用電子產品的習
慣，初步證實愈早使用電子產品的兒童，患過度活躍症
的風險愈高，同時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兒童睡眠質素較
差，亦影響了在校社交表現及中文及數學的學業成績。
這班學童現就讀小學三及四年級，葉柏強指研究尚未
結束，將繼續追蹤他們至初中階段，進一步了解其健康
影響。
世衛代表指，過度使用互聯網及電子產品會導致食慾

不振、損害視覺及聽覺、肌肉骨骼痛症等，亦會令人減
少活動，影響心理社交發展，甚至有機會衍生網絡欺凌
及家庭問題，不論生理及心理都有影響。

醫生籲勿用電子產品當安撫「保母」
衛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鍾偉雄指，兒童一旦對電子

產品成癮，或對眼睛、骨骼等帶來健康風險，建議家長
應讓孩子作多元發展，多建立在電子世界以外的良性親
子互動，不宜將電子產品當成安撫兒童情緒的「保
母」。
署方已發出指引提醒大眾健康使用電子產品，如使用

屏幕產品時，眼睛應與屏幕保持適當距離，智能電話最
少要有30厘米，電腦則最少50厘米；音量方面則宜調
校至不多於裝置最高音量的六成，每日不宜使用耳機超
過1小時，將不良影響減至最低。

■葉兆輝（左）建議大家善用社交媒體這個
接觸媒介，關愛年輕人。右為「大J」。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
去年9月開學不足半年，就接連發
生逾廿宗學童自殺事件，引起社會
擔憂學生自殺成風。港大香港賽馬
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昨日公佈最新
自殺數據，發現雖然本港去年自殺
率持續下降，但15歲至24歲青少
年自殺率卻由每10萬人有6.2人，
上升至每10萬人有8.5人，當中男
性自殺率更嚴重。
今日迎來一年一度的世界防止自

殺日。根據死因庭截至今年6月底
提供的數據，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估
計，去年本港每10萬人中就有12.6
人死於自殺。
雖然有關自殺率自2003年起，已
持續下降，但去年發生的15歲至24
歲青少年自殺個案有70宗，當中23
宗為全日制學生，故該年齡層的自
殺率為每10萬人8.5人，較對上一
年的6.2人上升2.3人；其中男性自
殺率由2014年的每10萬人8.3人，
激增至去年的每10萬人12.9人，按
年多了4.6人，相對增加55.4%。
基於警方及死因庭提供的調查資

料，中心又發現多數自殺學生與家
人、親友欠缺良性溝通，多宗個案
均曾在遺書中表達自己長期受自殺
意念困擾，卻不敢告訴別人。

過來人「大J」分享經歷
過來人YouTuber「大J」分享其

自身經歷指，過去因難向旁人訴說
自己所面對的情緒困擾，而獨自掙
扎，更曾萌自殺念頭，猶幸家人的
主動關心及支持，令他可以重新振
作。
中心總監葉兆輝分析指，近年青

少年人口逐漸減少，加上去年自殺
個案有所增加，導致青少年自殺率
上升，認為相對其他年齡層，青少
年自殺率仍處於較低水平，且其比

例亦較非學生的為低，呼籲社會不應忽視其
他群體的自殺問題。

倡善用社媒關愛年輕人
葉兆輝續說，與面對面交談比較，不少青
少年在社交網站上更易表達自己的想法，尤
其是隱蔽青年，建議大家善用社交媒體這個
接觸媒介，關愛年輕人。他強調，自殺屬公
共衛生問題，事關每一個人，任何年齡的人
均有可能面對自殺困擾，故鼓勵大家多走一
步，向身邊親友發出一句關心的說話，陪他
們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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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幼園
22童腸胃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將軍澳一所
幼稚園有22名學童感染急性腸胃炎。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位於將軍澳富康花
園的德寶英文幼稚園有22名學童出現腹瀉和
嘔吐等急性腸胃炎病徵，當中兩人入院。目
前全部受影響學童情況穩定。中心呼籲市民
及院舍人員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以防感染
急性腸胃炎。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所幼稚園自
本周三起，年齡介乎2歲至6歲的13名男童
及9名女童，分別出現腹瀉和嘔吐等急性腸
胃炎病徵，當中15名學童曾求醫，兩人須入
院，當中一人已出院。全部患者現情況穩
定。
中心表示，已派員視察該幼稚園，向校方
建議所需的預防措施，包括徹底消毒清潔、
適當處理嘔吐物，以及注重個人和環境衛
生，並對該幼稚園進行醫學監察。
中心又提醒市民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感染

急性腸胃炎，包括避免進食未經徹底煮熟的
食物；處理食物或進食前、如廁後，徹底洗
淨雙手；清理嘔吐物及糞便時須戴上手套，
事後須再洗手；以稀釋的1比49家用漂白水
（以1份含5.25%次氯酸鈉的漂白水加49份
水）徹底清洗和消毒染污的地方及物件；不
要嘗試使用鹽、醋、酒及日本芥末殺菌，因
為均沒有殺菌效用；飲用經煮沸的水及不要
光顧無牌食肆及食物檔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慈善機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舉行「剖
白：在囚及更生人士展覽」開幕式，展
出更生人士的圖片、故事和心聲剖白，
讓公眾能從人性角度看待更生人士，消
除一切歧視，幫助他們重返社會。三名
數十年前的「江湖大佬」現場剖白重新
做人的心路，呼籲公眾給予更生人士平
等的機會。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出席開幕
式，亦現場剖白自己的犯錯經歷，希望
將來修例禁止對更生人士的任何歧視。
社協於深水埗汝州街269號一樓舉辦上
述展覽，由今日起逢周六、日及公眾假
期下午2時至6時30分對公眾免費開放，
展期至11月27日。社協表示，展覽除公
佈更生人士的心聲剖白，亦歡迎公眾以
署名或匿名方式剖白過往的錯誤和表達
歉意。本港年均獲釋的更生人士逾萬
人，男女比例約為七比三，儘管他們已
為其行為承擔法律刑責，但仍受到嚴重
歧視，引致就業、生活等各方面的困
難，甚至引致無法融入社會而再犯事的

惡性循環。

社協倡修例改善洗底安排
社協建議將更生人士列入反歧視法保

障之下，全面檢討《罪犯自新修例》改
善「洗底」安排，勿讓更生人士將案底
背負終身。設立為期3年的中轉宿舍，同
時為更生人士提供心理輔導，讓他們有
時間漸漸融入社會。為年長、多次犯案
及短刑期人士針對性制定援助計劃，並
為有需要更生人士在其獲釋時立即發放
綜援。社協且將13位在囚更生人士的故
事及相片結集成書《囚》出售，希望引
起公眾對更生人士的關注。

陳章明憶少年誤入歧途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於開幕式

上稱，三位年長更生人士，為保障更多
被歧視的更生人士，勇敢站出來剖白心
路，令人敬佩。他亦剖白自己於屋邨長
大，少年時也曾誤入歧途跟隨「大佬」
偷東西。法律的意義不是懲罰，而是要

讓犯錯的人認識到錯誤，以後不再犯
錯。社會應容納更生人士，平機會將全
力協助更生人士融入社會。
社協主任何喜華說，自己小時候十分

頑皮，達至被學校開除的邊緣，那時被
師長、家人歧視的滋味畢生難忘；所以
很明白更生人士的苦楚，他們的生活十

分艱難；冀公眾勿以「有色眼鏡」對待
他們。
三名曾橫行一方、現俱已年逾六旬的

更生人士現場剖白其苦難人生，他們稱
因年少時得不到及時指導，以至屢屢犯
罪坐牢，晚年貧病交集，冀有更多人對
更生人士伸以援手。

江湖大佬講更生 籲平機摒除歧視

■蕭莉玲建議參考世界銀行建議的「多元退休保障系
統」，加入「自願性年金計劃」作退休儲備重要支柱。

陳敏婷 攝

■■陳漢儀指陳漢儀指，，衛生署調查發現衛生署調查發現
學前兒童開始使用電腦的年齡學前兒童開始使用電腦的年齡
中位數為中位數為2424個月個月，，使用平板使用平板
電子產品更只有電子產品更只有1616個月個月。。

■港大研究發現愈早使用電子產品的兒童，愈高風險患過度活躍
症。 資料圖片

■衛生署建議大眾使用屏幕產品時，眼睛應與屏幕保持適當距離，智能電話最少要有30厘米，電腦
則最少50厘米，將不良影響減至最低。 資料圖片

■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左四)、社協主任何喜華和更生人士合影。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