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意義，是自己賦予
的。」昨日獲頒「十大傑出青
年」的蔡文力說：「這個世界好
少時間是真的很需要你，如果僥
倖得到這個機會，希望大家都能

挺身而出。」蔡文力擁有英國牛津大
學醫學院病毒免疫學博士學位，卻放
棄高薪厚職去到西非塞拉利昂參與伊
波拉病毒測試，與世界各國義工並肩
作戰，並在疫症過後選擇留在當地培
育人才。
蔡文力1999年於英國牛津大學碩士

畢業，2003年獲牛津大學醫學院博士
學位。2014年回歸英國做義工照顧愛
滋病和肺結核病人。適逢當時非洲西

部爆發伊波拉疫症，蔡文力毅然決定
奔赴當地，加入國際醫療團義工隊，
為病人進行伊波拉病毒測試。蔡文力
表示，能幫助他人，是金錢換不來的
滿足感。 ■記者陳文華

「灰姑娘」不灰 脫貧助後輩
黃仰芳打拚儲錢置業 創平台助青年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文華）新一屆「十大傑出青

年」昨日揭曉，主辦方「重

質不重量」，今年評出5位

獲獎傑青，他們包括冠軍保

齡球手胡兆康、到西非對抗

伊波拉病毒的蔡文力醫生、

後天失明創辦「黑暗劇場」

的陳衍泓、環保建築師葉頌

文及新鴻基高層黃仰芳。首

席評判胡定旭指，今年獲提

名的人較上年多，但得獎人

數反而少了，是因為評審重

視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最後

只有 5人可達標，強調評審

嚴格及重視傑青的質素多於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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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7歲時由內地來港，以勤力、拚搏在27歲時為
家人置業改善生活，舉辦活動回饋社會鼓勵年
輕人
抱着建築師的理想苦讀不倦，擁有六個學位，
成為全能建築師
牛津大學醫學院博士畢業，親赴一線抗擊伊波
拉病毒，成為港人驕傲
「保齡神童」兩度面對癌症，為香港奪得史上
第一座保齡球世界盃
視障人士拒絕虛度人生，成立「黑暗劇場」為
不同能力人士提供藝術和就業機會

「不求與人相比，但求超越自己」，香港全職保齡
球運動員、「保齡神童」胡兆康（見圖，劉國權
攝）昨日被評為「十大傑出青年」。這名在2014
年仁川亞運會上為港人奪得兩面獎牌、2015年
再奪保齡球世界盃冠軍的保齡球手，值得敬佩

的不僅僅是其專業而出色的體育技能，更是其面對家
人及自己先後患癌病的堅強表現。
胡兆康年僅16歲時便已代表香港出戰大阪東亞運，
一舉拿下男子雙打及男子優秀賽金牌，次年2002年又在
世界青年保齡球錦標賽中取得男子優秀賽金牌，同年獲港
府頒授榮譽勳章。
體壇順風順水，現實生活卻陷入低谷。2011年，胡兆康的父親罹患
癌症去世。與父親感情深厚的他曾陷入情緒低谷難以自拔，經常痛
哭、無法練習。後經過不斷調整終於走出陰影，更加努力投入訓練。
然而噩夢再次降臨，胡兆康於2014年3月確診患上癌症，兩周後進

行手術。他回憶，當時身體因化療及手術等變得非常虛弱，
前後3個月根本沒辦法打球，「以往訓練打30球都無問
題，但患病後，打一兩球就會出汗、無力。」

重新上路 仁川揚威
他為自己訂立目標，由不能再打球至慢慢「打返一

兩球」，再到基本恢復到以往的水平，終於在同年戰勝
病魔回歸訓練，並一舉在仁川亞運會中為香港連奪兩枚
獎牌，2015年又擊敗逾80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為香港

奪得史上第一座保齡球世界盃。
胡兆康以自身經歷與年輕人分享，「黑暗只是一時，光明一定

會重現。」他指，香港人有奮鬥精神，面對挑戰時能夠勇於面對。即
使失敗亦不是問題，最重要是「站起身，堅持下去。」他又說，幸福
不是必然的，希望年輕人學懂享受原本自身所擁有的，珍惜與家人在
一起的時光。 ■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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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香港的青年，某些傳媒渲染他
們「好高騖遠」，是「不肯奮鬥的一
代」。其實並非如此。事實上，香港
青年普遍接受過良好教育，擁有無窮

的創意，大多數青年人也繼承了香港老一代的奮鬥
精神，正在各自的領域裡默默耕耘，他們是香港的
未來之希望所在。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主辦的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16」結果昨天揭曉，5
名獲獎的傑青正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代表。

這 5 位傑青的事跡各有特點：抗癌成功的香港
「保齡神童」胡兆康反映的是香港青年堅強的毅力
和戰勝困難的勇氣；而奔赴一線抗擊伊波拉病毒的
蔡文力，體現出青年所特有的不畏艱難，勇於面對
挑戰的氣魄；後天失明創辦「黑暗劇場」的陳衍
泓，則是青年面對逆境，不喪失信心的奮鬥精神；
環保設計總監葉頌文是綠色建築專才，力推環保建
築；至於27歲就靠雙手實現置業夢並投身社會服務
的黃仰芳，是此次獲獎者中唯一女性，更是新一代
青年在面對目前社會生活環境之下，不怨天尤人、
不自暴自棄，腳踏實地，不懈努力取得成功的典
型。

黃仰芳7歲來港，曾與家人共同生活在大埔臨時
房屋區，她投身工作之後，面對的也是高樓價和低
收入的沉重壓力。但是，她並沒有氣餒，更沒有失
去希望，而是用自己的雙手，通過加倍的努力去實
現為家人改善生活的置業夢。經過多年的奮鬥，她
終於在27歲時夢想成真，在人生道路上走出了成功
一步。黃仰芳的成功故事，反映的是新一代青年的
奮鬥歷程，這些勵志的故事就應該多多傳揚，讓大
家對香港青年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從而對於青
年人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讓他們有更為旺盛的鬥
志，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斷拚搏，不斷取得新的成
功。 ■記者 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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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青選舉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在1970年創
辦，至今已達第四十四屆，其間共選出348

位傑出青年，得獎者涵蓋本港多位著名藝人、運動
員、政要及商家，包括李國寶、梁振英、王䓪鳴、
成龍、黎明、劉德華、陳智思、黃金寶及楊大衛
等。
40歲的黃仰芳是今年獲獎者中唯一一名女性，

也是一名真正的「灰姑娘」，但這名「灰姑娘」並
不期盼王子的到來，而是回歸現實，一心一意努力
發展事業，置業改善家人的生活。
她認為，現時不少年輕人嘆置業難，但其實只要
肯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去打拚，就一定能實現夢
想。

童年生活苦「車衫」補家計
黃仰芳7歲由內地來港，曾與家人共同生活在大
埔臨時房屋區。她坦言，幼時生活環境不理想，由
小到大的夢想便是靠自己的雙手為家人置業，自懂
事起便不停努力工作賺錢、儲錢，童年回憶裡一家
人放工、放學後的主要活動便是圍在一起「車衫」
幫補家計。
那時的她並無任何娛樂活動，亦沒有什麼朋友，
「怕醜」又有些自卑。
黃仰芳說，置業路上最大的轉捩點便是加入少年
警訊。「加入少年警訊、做義工唔嘥錢，又可以認
識好多人。」
黃仰芳強調，參加少年警訊的經歷是其自我裝備
的真正開始，從中逐步擴闊視野，不僅結識了很多

在社會上頗具影響力的人，更從一點一滴的具體工
作中，掌握了很多「搞活動」的技巧，逐步培養起
自信和領導能力。
這時的她已不是之前單純、害羞的學生妹了，擁

有一定社會經驗的她開始四處兼職打工，包括幫人
設計、舉辦活動等，中五時已月入萬幾蚊，但她全
部儲起，從不亂花。

屢參與志願團體回饋社會
大學畢業後，黃仰芳從事金融理財行業，人工由

最初的每月萬八元，跳至隔年的10萬元，更在短
短幾年間儲到過百萬元首期，於其27歲時為家人
買入一間300多萬、900多平方呎的單位，並在兩

年內還清貸款。
實現置業夢後的黃仰芳並未滿足，回顧自身經

歷，她深知年少時參加社會活動的重要性，於是着
手創辦多個青年平台，希望幫助更多年輕人實現夢
想。過往廿多年來，黃仰芳還參與逾十多個志願團
體，一直致力回饋社會。
現時黃仰芳任職新鴻基尊尚資產管理的高級董

事，並創辦「香港青年領袖服務獎獎勵計劃」嘉許
青少年制服團體的領袖，帶領本地基層和非華語學
生服務獨居長者、為災區籌款。
她補充，現時不少年輕人指置業難，但其實只要

認準目標，肯付出比別人多幾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去
打拚，就一定能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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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獲獎傑青，左起：蔡文力、葉頌文、黃仰芳、陳衍泓及胡兆康。 劉國權 攝

房價越升越癲，面積越劏越細。這一幕已成為
香港廣大市民無奈的生活寫照，其中居住於劏房
的市民對此感受最為深刻。有研究指，今年劏房
租金同比上升13.6%，升幅是私人住宅租金升幅的
近倍。倘若將劏房戶支付的水電費也被業主加價
的情況計算在內的話，劏房的租金升幅更驚人
了，不得已租住劏房的基層市民，說他們處身水
深火熱之中並不為過。因此，政府亟需研究多方
面措施，加強對居住劏房的基層市民的支援和照
顧，包括廣泛發動慈善團體給予必要津貼，探討
推行租金管制，提升租戶的議價空間等等。當
然，長遠而言，仍需社會各界凝聚共識，減少爭
拗，支持政府多項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從根本
上改善全港市民的居住環境。

劏房住戶環境極端惡劣，很多都是幾十年的老
舊唐樓，設施陳舊兼有不少色情場所混雜其中，
品流複雜。有關注團體所做的一項研究指出，目
前劏房平均面積只有133平方呎，平均居住2.66
人，人均只有不足60呎，較公屋的人均75呎更

細；但平均租金就接近 4100 元，是住戶平均入
息的34.4%。近6成劏房有漏水等失修情況，當
中逾3成更有結構性危險，潛藏諸多消防、治安
和健康風險。該團體認為，面對這樣的情況，政
府不能將此問題交給市場，由得20 萬劏房住戶
自生自滅。

劏房問題存在的根源，是現在的樓價已經超出
香港市民正常收入所能承擔的水平，而且，這個
趨勢越來越嚴重，導致劏房的需求增加，租金也
隨之飆升。現時，劏房住客有領取綜援過活的赤
貧家庭，有正在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亦有就讀
於香港大專院校的外地學生、婚前同居的男女、
新鮮加入職場希望獨立生活的年輕人、長期打散
工無固定收入的人士等等。正正是由於劏房需求
來自五湖四海，近年很多劏房都供不應求，較為
極端的個案，業主甚至一兩年內加租一倍，還聲
稱「大把人等住租」。

要讓這些住戶離開劏房，無非是「上車」買樓
或者「上樓」住公屋。根據政府統計數字，今年6

月的平均工資只是較去年上升了3.8%，但樓價的
升幅遠超市民收入的增長，一些本來有能力買樓
的人願望落空；而公屋輪候的長龍越排越長，過
去10年輪候人數由約10萬上升至接近30萬，平
均要輪候4.1年，這都讓更多家庭要住更長年期的
劏房去等「上樓」。在「上車」無望、「上樓」
無期雙重夾擊下，劏房租金自然越升越有。

面對這些基層市民的困苦，本屆政府一貫十分重
視，採取多項措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亦正計劃
興建青年宿舍，滿足年輕人獨立生活的要求，這些
大方向都是正確的。但相關政策的執行速度和力度
實在有必要加快和加強。既然劏房住戶的成分多
元，要解決這個問題，亦都要多管齊下、對症下
藥。去年曾有大學舉辦論壇，有學者提出短中長期
的解決對策。短期而言，可以提供一些中轉房屋給
一些已經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家庭解燃眉之急；中
期而言，可以研究恢復租金管制，規管租賃合同、
續約以及租金調整的水平，政府可轉變角色，做租
客與房東之間的協調人，以免劏房租戶任由業主逼

遷或硬食加租；長期而言，當然要增加土地供應，
多建公屋、多建住宅平抑房價。但以公屋供應為
例，政府預計未來4年只有約10萬個公屋落成，建
屋量仍落後於預計三成，在遠水難解近渴的情況
下，政府的確有必要研究其他措施幫助解決劏房問
題，例如利用一些閒置校舍、宿舍等資源，幫助劏
房戶渡過難關，延續N無人士津貼計劃，將劏房業
主濫收水電費的行為納入監管等，有學者甚至建議
檢視公屋計分方法，檢討公屋編配政策是否長期忽
略單身年輕人。

劏房問題令萬千家庭受苦，亦令本港國際都會
的形象受損，而要長遠、徹底地解決劏房問題，
關鍵始終是增加土地供應。要攻堅克難，除了政
府的努力，亦要新一屆立法會積極配合施政，社
會各界理解支持政府的拓地方案。只有政府與立
法會、土地供應各持份者均以社會主流民意為依
歸，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凝聚共識、放下歧
見，讓各項拓地建屋政策盡快落實，方能建得廣
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劏房戶俱歡顏。

多管齊下 緩基層市民住屋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