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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盼政府增撥中醫資源

月餅背後月餅背後 中婦圓夢中婦圓夢
提早退休生活失意 入公平貿易工場重拾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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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昨日
舉行「香港中醫發展與前瞻」圓桌會議，該
黨早前曾經進行調查，發現逾半數市民在過
去一年曾經使用過中醫服務，希望政府可以
釐清中醫於本港醫療系統的定位、並增撥資
源予正在興建的中醫院提供更完善服務，以
回應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

逾半市民曾看中醫
民建聯在本月初訪問825名市民，發現市

民在傷風感冒時雖然仍傾向找西醫診治，但
56.1%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都有使用過中醫服
務，當中患長期病患及慢性疾病的市民對中
醫服務需求最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中醫發展是

社會的重大議題，政府需重視市民與中醫業界
的訴求，期望政府能與業界攜手推動中醫發
展，包括釐清中醫於本港醫療系統的定位，並
撥資源予中醫醫院提供全面的公營中醫門診及

住院服務，以回應市民的醫療服務需求。
食物及衛生局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

總監張偉麟、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中
醫藥發展）卞兆祥、香港中醫中藥發展委員
會中醫業小組主席馮玖、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永遠會長陳永光、香港中醫學會會長汪慧敏
及香港前線中醫聯盟主席宋振基均有出席會
議，分別就香港中醫角色定位、中醫專業發
展、中醫人力規劃、中醫門診及住院服務公
營化及中醫醫院發展等題目發表意見。

蘇偉文：不應避談填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填海造
地」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其中一個
土地供應選項，有團體更建議在大嶼山東
部水域填海2,200公頃興建人工島，但前
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批評做法是「逆天行
道」，擔心全球暖化所導致的海水上升問
題會令人工島建成後經常出現嚴重水浸。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承認，填海造
地具爭議性，但認為社會不應避而不談，
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就重申小
組會如實反映公眾所表達的意見。

「溫黛」再來或變常態
颱風「山竹」上周日吹襲香港，低窪地
區因海水倒灌而嚴重水浸，林超英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海平面會因為氣候變
化而上升，科學家預料強颱風數目會愈來
愈多，天文台過往呼籲市民小心「溫黛」
再來的言論不是杞人憂天，指過往50年一

遇的水浸在世紀末可能變成2年一遇。
林超英指「團結香港基金」早前發表研
究報告，提出在大嶼山東部水域填海
2,200公頃興建人工島的建議未有考慮氣
候變化，他指水浸雖然可以透過提高人工
島的地平線來防範，但有關建設需花費大
量公帑。

公私營合作供地非新事
除填海外，公私營合作亦是土地供應公

眾諮詢中較受關注的選項之一，前規劃署
署長凌嘉勤在電台節目中表示，以公私營
合作進行發展並非新鮮事，政府已經有法
例作出限制，有需要時可以透過補地價重
新規劃。他期望政府可以透過今次諮詢掌
握民意，再視乎社會長遠利益而制訂政
策。
「土地大辯論」即將在星期三（26日）
結束，前規劃署助理署長伍華強在同一節

目上批評政府及部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委
員在諮詢進行期間已經向外表態，令人懷
疑他們是否有既定方向。
不過，黃遠輝昨日出席一個有關土地及

房屋供應研討會時強調，小組會如實反映
180場公眾諮詢中的意見，指任何官員的
傾向都不應影響公眾諮詢的結果。
他透露小組明日會向特首林鄭月娥提交

公眾諮詢的「初步觀察」報告，當中會觸
及5個選項，包括棕地、私人遊樂場地契
約用地、公私合營發展新界農地、發展郊
野邊陲及維港以外填海。

填海近10年幾停頓
蘇偉文亦有出席該研討會，他雖然沒有

表明政府是否會透過填海去增加土地供
應，但就指香港在過去20年，有40%新開
發土地來自填海，當中包括荃灣、屯門，
以及機場等，形容填海為香港重要的土地
來源，但有關計劃在過去10年卻幾乎停
頓，強調香港要解決土地短缺就必須討論
填海議題。

■民建聯舉行「香港中醫發展與前瞻」會議。

港人肯使錢 商場唱好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茶香伴明月，情
在一壺中！近年本港再次掀起飲茶文化，不論是手
搖奶茶、水果茶及功夫茶等，就連古瓷及紫砂鑑定
都愈來愈受年輕人追捧及青睞。香港古瓷及紫砂鑑
定學會會長梁國鴻表示，瓷器與中秋及飲茶文化大
有關係，不少茶杯的設計也與中秋賞月有關係。

古人泡茶玩拉花
他續說，近2年至3年愈來愈多80後及90後年輕
人學習古瓷鑑定，相信中國深厚文化猶如好茶般，
回甘綿長。

梁國鴻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細細道來茶具背後的中秋
故事，如黑釉瓷的「月影梅」茶盞及白覆輪瓷器，前
者能看到文人賞月志趣，後者則能體驗宋代「鬥茶」
之趣。他續說，「鬥茶」以外還有「分茶」的遊戲，
又名「茶百戲」，玩法是將茶末放入茶盞，再注入沸
水，用茶筅擊拂茶湯，使茶乳變幻成圖形或字跡，猶
如現時咖啡上的拉花。
他表示，在2006年起開辦古瓷及紫砂鑑定課程，

至今已有13年，起初學生不多且平均年齡為40歲左
右，但近2年至3年學生有年輕化跡象，有一班逾一
半的學生是80後及90後，以女士為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今年中秋正日鄰近周末及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的日
子，有商場認為今年中秋節市
民消費力強勁，人均消費為
1,500元至1,800元不等，按年
上升15%。他們多購買月餅等
應節禮物及到酒樓吃團圓飯
等，更會購買家品百貨等，商
場預料今年第四季零售市道表
現不錯，看好大市。

買四千送月餅 多人換到
九龍灣MegaBox總監文靜芝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今年
中秋消費氣氛不錯，如場內有
購滿4,000元送一盒雪糕月餅
的優惠，「好多人都換到」，
加上食肆中秋聚餐的訂位反應
不錯，形容港人今年中秋「好
肯花錢」。
她續指，第四季是零售業的
傳統旺季，料生意按年可再升
5%至10%，加上九龍東發展如
周邊寫字樓及啟德新發展區，

相信會為商場帶來人流及消費
力。文靜芝補充，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通車及即將啟用的港珠
澳大橋料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
來港，相信對旅遊業及零售業
都有幫助，將會帶來新氣象。
文靜芝補充，商場全年都有

優惠予旅客，當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及港珠澳大橋齊齊開通
後，會計劃加大力度推廣有關
優惠，吸引更多旅客到場體
驗。

■文靜芝 受訪者供圖

每年中秋，孩童甚至是成
人都會買燈籠、蠟燭及熒光
棒，與家人及好友度過歡樂

且色彩繽紛的晚上。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走訪
深水埗，發現今年新增投影紙燈籠及膠燈籠，
價格由28元至50元不等，中式燈籠亦大行其
道，巨型帶燈玉兔售788元一隻，仍有價有
市。有店主說今年投影燈籠反應不錯，更有人
買來送禮。

市民願花錢應節
今年中秋節中式燈籠大行其道，如巨型帶燈
玉兔售788元一隻、閃金水晶紗燈籠售28元至
148元，楊桃燈籠由79元至200元不等，各式
布玉兔、紙玉兔燈籠由58元至198元不等。
記者更在店內看到巨型蓮花燈，福成商行負
責人梁先生說，該巨型蓮花燈是有公司訂造放
在大堂，約2,000港元。他表示，市民很願意花
錢去買燈籠應節，人均消費約200元至300元不
等。
至於今期新寵投影燈籠，底部有黑色通花紙

或膠片，利用燭光將圖案投影至地上，備有紙
燈籠及膠燈籠，價格由26元至50元不等。
權記車仔負責人表示，投影燈籠是今年新增

及大熱燈籠，「都好多年輕人買，或者媽咪買

畀小朋友玩。」
公仔外形的燈籠反應也不錯，「有人不單買畀

自己，更會買多幾個送畀朋友。」另一間同樣出
售投影燈籠的小店，職員蕭小姐說，迪士尼主題
公仔外形的燈籠銷情不錯，售價與去年相若。

應環保熒光棒少人買
恆利玩具批發負責人陳先生指，電影《超人

特攻隊2》早前上映，令今年中秋有很多人前來
查詢及購買超人BB的公仔外形燈籠，「好快就
賣晒，現時都斷貨。」他續指，今年燈籠成本
按年上升10%至20%，但不敢加價，只好薄利
多銷維持生意平衡。他續指，今年中秋生意較
以往「靜」，特別是熒光棒沒什麼人購買，相
信與近年提倡環保節約有關，期望在中秋正日
生意會有所好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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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中秋節吃月餅看來是

平常不過的事，但月餅背後卻有着婦女們尋找夢想的故

事。曾是幼稚園老師的岑少梅，因身體響起警號決定在

2013年年尾提早退休，但覺得生活失去意義，她兒子

提議她到公平貿易的食品製作工場工作，一做就做了5

年。她笑說，造月餅要與焗爐產生感情，「更要細心睇

住焗爐溫度及焗餅情況，好像睇住小朋友咁」，並認為

在此能找到收入、成功感、友情及夢想。

快將60歲的岑少梅表示，幼
稚園的工作一點也不容

易，因為要照顧小朋友不時要
強忍尿意，令她出現血尿情
況，持續了3年至4年，「試過
半夜入急症室」，但看了醫生
及做檢查也找不到病因及病
源，可能是壓力問題。醫生更
問她：「你家境很有需要、令
你一定要繼續工作嗎？你的身
體已經支持不住了。」這讓她
在2013年年底決定提早退休。

焗爐如細路 培養好感情
休息數月後，她感到生活失去
意義，在兒子的鼓勵下到「細味
公平」的自家食品工場「公平婦
作」工作。岑少梅表示，起初對
炒腰果、焗餅等一竅不通，在工
作時感到困難，如菠蘿餡料製作
方面，「炒極都未到位，有時太
濕再炒就太乾，有次更花了2小
時也未炒得好。」
她續指，記得在焗月餅時經歷
多次失敗，「有時個面燻黑，但
個底未透；有時個底焗得啱啱
好，但個面就未上色。」
她表示，現時對焗餅及炒腰
果感到興趣，並認同前輩的說
法：「你要同焗爐有關係、有
感情先做到好餅。」而她則認
為焗爐好像小朋友，要細心看

着，「如焗餅要5分鐘，但係咪
真係只要5分鐘呢？要仔細看看
實際情況，可能5分鐘已是太猛
火，月餅要不得。」岑少梅笑
說，最拿手的是製作「鳳凰
月」，是選用新鮮的菲律賓鳳
梨，由婦女人手慢工炒製兩小
時成鳳凰餡料，配合鹹香蛋黃
和鬆化曲奇外層。

同心鑽研製餅 嘗試添友誼
岑少梅說，「公平婦作」單

是製作月餅的婦女約有 20 多
個，猶如一家人般，更是她們
的第二個事業，如有60歲的婦
女剛退休但精神很好便加入她
們，而她精通西式甜品製作，
大家不時分享「甜品經」，包
括木糠布甸、腰果蛋糕等。
她認為，大家同心合力去鑽

研製餅方案，不斷嘗試才有今
日的成果，其間得到的友情及
成功感更是難以言喻。
「細味公平」月餅採用天然材

料，包括巴拉圭公平貿易有機原
蔗糖，及公平貿易蜂蜜，為當地
農民帶來收入，再結合本地社區
的力量，由葵青區婦女以人手製
成月餅，為社區締造可持續發展
的機會。今年繼續有招牌月餅
「細味公平鳳凰月」，發言人說
推出不久已售罄。

▲「細味公平」由葵青區婦女
以人手製成月餅，為社區締造
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受訪者供圖

■岑少梅(左) 表示，
起初對炒腰果、焗
餅等一竅不通，在
製作時感到困難。

受訪者供圖

■梁國鴻 香港文匯報記者粱祖彝 攝

飲茶賞瓷 後生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