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政府在1999年將佳佳與雄性大熊貓安安贈予香
港，慶祝香港回歸兩周年。此後17年來都在海洋

公園定居，深受社會上大小朋友愛戴。不過，隨着佳佳
步入暮年，近年健康已大不如前，今年4月的定期驗血
報告中，更顯示肝酵素指數偏高。
直到昨晚，海洋公園突然發表聲明，指佳佳在過去兩個

星期健康狀況急劇轉差，進食量由逾10公斤急降至3公斤

以下，體重亦由71公斤跌至67公斤左右，是有記錄以來
最低，近日清醒時間更越來越短，而且完全沒有食慾。

終年38歲 超圈養平均壽命
聲明續指，昨早佳佳的情況急劇轉壞，不能走動，只
是倒臥在地上，園方可作的治療方案僅限於減低其痛苦
及緊張，由於其身體狀況十分虛弱，漁農自然護理署及

海洋公園的獸醫基於人道理由，一致同意為佳佳進行安
樂死，以避免牠繼續受苦。
聲明指，佳佳由海洋公園獸醫總監馬伯樂，於下午6

時許在佳佳的居所內為其進行安樂死程序，終年38
歲，是全球最長壽的人工飼養大熊貓，而一般人工圈養
大熊貓平均壽命僅20歲。聲明強調，這個決定切合動
物園和水族館協會就安樂死設立的準則。

孔令成：令人非常難過
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表示，對海洋公園來說，特別是

多年來照顧佳佳的員工，對牠逝世早有心理準備，但仍
令人非常難過，佳佳不僅是海洋公園大家庭的一分子，
更陪伴香港人共度了17載美好時光。他感謝佳佳為宣
揚自然生態和保育知識所作出的貢獻，同時非常感謝中
央政府將佳佳、安安、盈盈和樂樂贈送予香港人，讓更
多人能親眼看見大熊貓的可愛之處，並學習到更多有關

大熊貓保育的知識。
園方表示，會將佳佳離世的消息通知特區政府及臥龍
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公園將於官方YouTube 頻
道上載一段有關佳佳的影片，表達對牠的懷念之情，也
會由10月22日起在「香港賽馬會四川奇珍館」外設立
悼念板，讓遊人向佳佳致意。
臥龍的獸醫主管王承東表示，對海洋公園團隊及香港
巿民致以最深切慰問，他認為佳佳的長壽是有賴海洋公
園提供一流設備及護理人員對其居住環境和日常生活的
悉心照料。
佳佳在野外成長，於1980 年從四川青川縣被拯救

後，一直居於臥龍自然保護區大熊貓繁殖場，1999年來
港時20歲，安安則12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陪伴一代港人成長的雌性大熊貓「佳佳」逝世，

終年38歲。海洋公園解釋，佳佳過去兩星期健康急劇轉差，昨早更突然惡化，園

方與漁護署基於人道理由，一致同意為佳佳進行安樂死。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表

示，對佳佳離世感到難過，感謝牠為宣揚自然生態和保育知識所作出的貢獻。政

府發言人表示，對佳佳的離世感到非常難過，感謝海洋公園對佳佳多年來的悉心

照料，亦感謝四川省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的專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以澳門為鏡子，可以照出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差距和不足，「澳門故事」啟示港

人：堅守「一國」之本，才能用好「兩制」之利；當好「超級聯繫人」，香港不能再猶豫彷

徨；精神力量不可低估，香港社會需要凝心聚力；呵護和引導青年就是珍愛未來，決不能讓

「港獨」勢力荼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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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稱讚「澳門故事」 啟示港人奮發有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番視察澳
門，對「澳門故事」讚賞有加。總理說，澳門是祖國的
蓮花寶地，更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熱土，「澳門
故事」一定會更加精彩動人。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12
日在澳門國際機場向媒體發表了題為《堅持「一國」之
利，續寫更加精彩動人的「澳門故事」》的講話。王志
民主任解讀說，總理在澳門的短短48小時裡，參加了
22場活動，與澳門各界「共話澳門故事」、「共謀澳門
發展」、「弘揚澳門精神」、「展望澳門未來」，總理
視察行程緊密、內容豐富、親民務實、圓滿成功，給澳
門同胞留下了難忘的美好印象。
澳門是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樣板，中央對「澳門

故事」的高度肯定，值得港人關注。以澳門為鏡子，可
以照出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差距和不足。筆者
認為，「澳門故事」至少給港人以下四個方面的啟示。

堅守「一國」之本，用好「兩制」之利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進步讓人驚
異，有兩個指標很能說明問題。一是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16%，增幅不僅遠遠超過香港、超過世界發達經濟體，
也超過中國內地。二是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超過了13
倍，這也是香港和內地都無法比擬的。澳門成功的秘訣
何在？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說：「澳門始終堅守『一國兩
制』初心，懂得善用『一國兩制』優勢。」
反觀香港，回歸近20年來，堅守「一國」之本不夠

堅定，在落實基本法上有諸多不足。比如二十三條立法
問題至今沒有解決，遏制「港獨」仍有法律空白，給類
似「青年新政」等「港獨」分子可乘之機。再比如「反
國教」造成了中史教育嚴重缺失，致使回歸後成長起來
的一代人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淡薄，只要「兩制」不要
「一國」，只講民主不講法治，只顧香港不顧國家。而
一些自詡為「社會精英」的人，以「本土」之名行「港
獨」之實，讓香港長期陷於政治爭拗的泥潭而不能自
拔，等等。如此一來，香港社會不能聚焦發展民生，還
有什麼優勢可言？
「澳門故事」啟示港人：「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

堅守「一國」之本，才能用好「兩制」之利。

當好「超級聯繫人」，前途不可估量
李克強總理此番視察澳門的同時，還有一項重要活

動，就是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總理在開
幕式演講中說「橋是澳門的『生命線』」。「 澳門還
有一座更長的『跨洋大橋』，那就是中國—葡語國家經
貿合作『大橋』，它以語言文化為紐帶、以經貿合作為
主題、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和
平台作用，對推動中國與7個葡語國家加強聯繫並發揮
了更加重大的作用。」去年，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額接
近1,00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葡語國家各類投資存量接
近500億美元，在葡語國家承包工程合同額超過900億
美元。也就是說，澳門已經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隨着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領域的擴
大，「超級聯繫人」也將收穫不菲的紅利。總理此次還
宣佈了中央19項惠澳措施，澳門未來適度多元發展已
經展現出良好勢頭。
對香港來說，中央希望香港聚焦國家戰略，善用自身

優勢，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充當「超級聯繫人」。香
港是世界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熟悉西方國家的法律
體系和國際貿易規則，充當「超級聯繫人」的條件遠遠
優於澳門，應該大有作為。但推進起來並不容易，總有
人給此事貼上「政治標籤」，攻擊特區政府「賣港求
榮」，處處掣肘，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行動緩慢，香港
將又一次失去機遇。
「澳門發展」的良好勢頭啟示港人：當好「超級聯繫

人」，前途不可估量，香港不能再猶豫彷徨！

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持久動力
無論是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還是當好「超級聯

繫人」的執着，都體現出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
取的「澳門精神」，這是「澳門故事」之所以精彩的深
層次原因，是澳門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不僅是澳門同
胞最本真、最核心的精神特質，更是澳門未來發展所必
須的精神動力。「一國」之下，「兩制」如何相處？澳
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幾乎與香港相同，澳門廣大民眾堅
守愛國愛澳的原則，決不挑戰基本法的權威、決不逾越
底線、決不與中央對抗，處處以大局為重；同時，以寬
闊的視野和胸懷看待問題，堅持包容共濟；以踏實的作
風埋頭做事，堅持務實進取。到澳門履新三個月的王志
民主任總結說，澳門社會各界有此共識，形成了推動發
展的合力。
再看香港，回歸以來，總有一些人肆意歪曲基本法，

非法「佔中」後，「港獨」勢力浮出水面，更是明目張

膽地挑戰基本法，欲將香港社會撕裂。
今天的香港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愛國愛港人士在這條大船上奮力划槳，
而某些政治勢力卻要「另起爐灶」，讓
這條大船傾覆。人心不齊，豈能成就大
事！
「澳門精神」啟示港人：精神力量不

可低估。香港社會需要凝聚最大共識，
形成合力。

呵護和引導青年，珍愛未來
總理此次視察澳門，專門與澳門鏡平學校的師生交
流，勉勵同學們做一個有愛國情懷、有文化修養、有責
任擔當的人。這三條標準切中要害，言辭中肯。「一國
兩制」能不能持久落實好，確保不走樣、不變形？關鍵
在於青年。青年最重要的素質，不僅僅在於學識是否淵
博，而在於以上三個方面做得如何。回歸後，澳門十分
注重對青年人格和人品的塑造，把「做人」與「做學
問」的關係處理得非常好，其社會效益將在未來越來越
明顯。
香港社會比之澳門更加複雜，香港青年在不同文化背

景的家庭長大，加之中學教育中基本法教育、中國歷史
教育的嚴重缺失，對青年學生價值觀的形成發生了不可
低估的作用。近兩年來，其負面效應已經顯現。近來
「港獨」滲透中學校園，更是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
「港獨」勢力已經動手搶奪青少年！如果對此不問不
管，則香港未來堪憂，沒有前途。
「澳門未來」啟示港人，呵護和引導青年就是珍愛未

來，我們決不能讓「港獨」勢力荼毒青年，貽害香港！
總之，總理稱讚「澳門故事」，也激勵香港同胞團結攜
手，凝聚共識，奮發有為。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居港17載 佳佳安樂死
健康急劇轉差清醒時間短 市民痛失「熊貓老友」

■海洋公園昨日宣佈大熊貓「佳佳」離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
2014年，有近400名男士死於前
列腺癌，成為男士第四大致命癌
症。為齊集社會各界力量，與病
友共建復康之路，多個關注組織
及機構昨日舉辦同樂日，讓約300
名病友及家屬聚首分享「前」
路，提升抗癌正能量。應邀出席
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形
容，前列腺癌是一個令人頭痛的
疾病，相信有關活動有助提高公
眾關注。
「2016煲呔健康男」之「家同
心 愛在『前』同樂日」由香港泌
尿外科學會、香港泌尿腫瘤科學會

等多個關注機構舉辦，透過同路人
分享、多個才藝綜藝節目等連串活
動，為約300名病友及家屬打氣。
泌尿外科學會何立言以一名63

歲男患者為例，指當時該病友求
診時憂慮工作又擔心治療，事實
上很多病友都有同樣的憂慮及誤
解，需要旁人支持。他指，醫生
診症時間短，未必能完全解答病
人所有的疑問及憂慮，故不少病
友可能對該病心存誤解，以為治
療時需要全日留在家中，因此同
路人的協助很重要，他們可透過
過來人身份及經驗解答病人疑
慮，有助病情復康進展。

前列腺癌病患分享「前」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
姜嘉軒）近日年僅10歲男童鄧啟
謙急需換心的事件牽動全城，現
年60歲的一名中學退休前校長胡
文明亦因肝衰竭病情惡化而急需
換肝續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指
出，現仍有逾2,000名病人因各器
官衰竭而輪候器官移植，惟在瑪
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院治療的10
歲男童、退休前校長病情危殆，
後者更有轉趨惡化的跡象。他呼
籲大家支持器官捐贈，希望未來
數天有心人把器官捐出，救回這
兩名危急的病人。
因應本港器官捐贈登記人數持

續低迷，政府近日連番推出推廣
活動，冀鼓勵更多市民登記成為
捐贈者。政府四月成立器官捐贈
推廣委員會，以協調及整合不同
組織宣揚器官捐贈文化。至今，

已有逾兩萬人登記器官捐贈名
冊，數字為去年的登記人數總
和。名冊至今累積總登記人數已
有逾22.5萬人。
身兼委員會主席的食衛局副局

長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電視台節
目時表示，相信該數字仍然偏
低。她引述衛生署調查指，全港
逾半市民支持器捐，惟卻往往未
有登記成為捐贈者，強調未來數
月仍會有不同宣傳器捐活動，冀
望能拉高登記人數。
另外，瑪麗醫院行政總監陸志

聰昨日表示，急需換心的10歲男
童鄧啟謙和等待換肝的前校長胡
文明，目前留醫瑪麗醫院深切治
療部，兩人目前清醒，但病情刻
不容緩，其中胡文明有親人願意
捐贈肝臟，但完成評估後發現不
適合，呼籲有心人支持器官捐
贈。

兩病人需心肝移植 急待器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港大醫學院成立130周年慶典

昨日舉行，校方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為期一年，同時開放
新啟用的「孫志新臨床技能及模擬培訓中心」予傳媒參觀，該
中心設心肺復甦術（CPR）模擬訓練機械人及心臟雜音機械
人，醫科生可在模擬環境中學習救人技巧。院長梁卓偉透露，
另一個能模擬心律不正、心室纖顫等徵狀的「METI」機械人，
價值達200萬元，足見校方在培育醫科生時「落足重本」。
「香港醫學發展130周年」啟動禮昨於沙宣道校園舉行，出
席嘉賓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
章、港大校長馬斐森等。高永文致辭時表示，本港面對人口老
化等挑戰，培養專業醫護人員至關重要，而港大醫學院成立以
來在培訓人才方面有重要地位，沙士期間亦有賴醫學院團隊找
出應對方法。他祝賀港大醫學院迎來130周年。

機械人提供逾20種心臟雜音
院長梁卓偉指，本年度將開始引進新的醫學課程，包括設立

新型模擬教學室「孫志新臨床技能及模擬培訓中心」，中心本
年9月完成裝修並供學生使用。港大醫學院急症醫學部臨床助
理教授林沛堅於典禮後帶領一班醫科生即席在中心示範如何急
救，林沛堅在旁觀察，留意學生有否做好各個細節。
林沛堅指，模擬培訓中心重點是「擬真化」，故大部分設置
都達到醫院級別，讓學生在學期間已熟習設備，及早上手，例
如去年引入的心肺復甦術（CPR）模擬訓練機械人及心臟雜音
機械人，「過往我們只可目測學生是否做對CPR，但有這個儀
器則能準確反映按壓力度及位置是否準確」，另一機械人則能
提供逾20種心臟雜音，能讓學生體驗書本難以提供的經驗。

梁卓偉：不希望公私院現不良競爭
港大多年來跟本港多所醫院結為合作夥伴，包括將於明年
投入服務的港怡醫院。對於最近港怡醫院出現「挖角潮」，
梁卓偉指港大一貫目標是做好科研教學，對所有醫院夥伴都
一視同仁，不希望公私營醫院在人手上出現不良競爭，應以
不影響本港整體醫療體系運作為大原則。
瑪麗醫院行政總監陸志聰昨日出席活動後亦有回應事件，
承認每逢有新醫院成立，人手難免緊張，其中港怡醫院上月
聘請400名護士，當中有40人是從瑪麗「撬走」，縱然瑪麗
約有2,000名護士，但人手確有壓力，未來將在招聘及工作環
境方面「再下工夫」，並密切監察情況。他認為公立醫院培
訓機會更多，相信仍有吸引力。

港大生學救人 用「機械病人」練手

■高永文（右）昨日出席「香港醫學發展130周年」啟動禮，跟梁卓偉（前左）一起跳
落波波池與眾同樂。 莫雪芝 攝

■臨床技能及模擬訓練中心內一部「METI」機械人，能模擬心律不正、心室纖顫
等徵狀，價值達200萬元。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