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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適當的運動有
助剛完成手術的病人提升活動能力，大埔雅麗氏
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一批醫護人員早前用6星期走
遍大埔，記錄區內各個公園提供的康體運動設施
種類，製成「大埔運動地圖」，鼓勵病人在不用
到醫院做物理治療的日子也可以落街做運動。
大埔那打素醫院關節置換中心2015年10月開
始運作，每年平均做350個相關手術，病人一般
會住院5天，出院後要定期覆診及接受物理治
療。
該院物理治療部一級物理治療師麥卓恒表示，

一名要接受物理治療的婆婆曾經問過，在醫院做
的運動可否自行在家中再做，於是建議她可以到
公園用小單車等設施做運動。
麥卓恒認為，物理治療不一定要在醫院內進

行，指公園內踏步器等設施，亦有助需接受物理
治療的病人改善活動能力。他舉例指，患五十肩
的病人可利用公園找到的手拉繩令膊頭變鬆。

工餘走遍大埔 記錄好去處
他早前更與其他同事用工餘時間，記錄區內各

個公園所提供的康體設施種類，並製成地圖，方
便病人找出有關設施做運動。
大埔那打素醫院物理治療部部門經理劉永強表

示，在醫院未推出該地圖前，物理治療師或會建
議病人自行購買家用手拉繩在家中做運動，每個
售價約200元至300元，但承認有關器具的安全
性成疑，指推出地圖後同事不用再作出有關建
議。
70歲的方國維患有膝關節退化，之前步行10

分鐘左右就會感到腳痛，但在上月接受關節置換
手術後現時情況大幅改善。他指自己現時行動自
如，甚至可以踢腿過頭。
方國維認為，自己的腳痛情況大為改善，與醫
院所提供的社區復康計劃有很大關係，指自己所
住的富善邨及附近的明雅苑內的公園均有踏步
器，但自己過往一直未有留意，現時每日食完早
餐及晚飯均會到公園用有關設施做運動。
他並特別提及醫院亦有在網站上載影片教病人

做運動，他只要用電話掃描二維碼就可以跟着影
片做。
大埔那打素醫院矯型及創傷（骨）外科顧問醫

生范智豪表示，病人接受手術後首兩個月是復原
的黃金期，如果未有把握時機，日後的復原程度
或受影響。他並指病人現時一般每星期要返回醫
院接受兩節物理治療，但強調只靠物理治療並不
足夠，認為如果病人在其餘日子亦自行做運動可
加快康復進度。

10歲的雅靜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她與以雙程證來港的媽媽居住在
面積不足 40呎的板間房，扣除每月
3,600元租金後，兩人每月可以用的金
額不足1,000元。

未飽寧啞忍 為幫母慳錢
雅靜指自己為了節省金錢，每次買鞋

均會買大一個碼，再放鞋墊，以便多穿
數年，而且每日只會吃兩餐，「有時媽
媽會畀我食先，但有時吃不飽也不會告
訴媽媽，因為我想幫她慳錢，不希望她
有太大負擔。」
社協早前進行「貧窮兒童生活匱乏狀

況研究」，訪問457名來自貧窮家庭的
兒童及其家長，了解他們生活上會否有

所需但不能負擔的物質需要，如果他們
有兩項或以上「需要但不能負擔」的項
目就被定義為「匱乏」，最終推算本港
現時有逾20萬名兒童生活於匱乏環境
中，佔貧窮兒童人口89.5%。

憂「骨牌效應」造成跨代貧窮
不少生活在匱乏環境的兒童均認為其

學習會因而受到影響，多達76.2%的綜
援家庭兒童無法參加課後功課輔導班，
並有68.9%及60.6%兒童指他們不能參
與教育遊戲和沒有合適的地方學習和做
功課，社協擔心有關問題會出現「骨牌
效應」，令基層兒童無法追上同級學生
水平，最終無法透過教育制度向上流
動，造成跨代貧窮問題。

負責調查的社協幹事王智源並表示，
調查中有57.5%及23.5%受訪兒童表示
自己沒有足夠的禦寒衣服和未能負擔每
日三餐。
他透露受訪兒童平均匱乏項目高達12

項，認為綜援受助兒童吃不飽、穿不
暖、缺乏基本學習機會情況不能接受。
社協促請政府檢討現有社會安全網制

度，令貧窮兒童有更多機會滿足學業、
生活及社交所需。
社協幹事施麗珊批評社會有聲音稱

「綜援養懶人」，指不少基層兒童面對
長期病患及單親等困境往往被忽視，建
議當局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改按預
設通脹率調整，及增加綜援學習津貼金
額及增設各項特別津貼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100萬名18歲或以下兒童中，有逾

23萬人生活在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

以下的貧窮家庭，而社區組織協會

一項調查更發現，89.5%本港基層

兒童正生活於經濟狀況不能滿足生

活必須項目的匱乏生活中，他們除

了不能參與課外活動外，更有

57.5%表示沒有足夠禦寒衣服、

23.5%表示食不飽。社協要求政府

正視貧窮家庭及兒童匱乏問題，全

面改革綜援制度。

醫護製康體地圖
勉病人落街運動

■左起：麥卓恒、劉永強、范智豪、方國維。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實政圓
桌召集人、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昨日表
示，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
景」計劃，他「舉手舉腳」贊成，並
預料整個人工島發展會令政府庫房有
約4,200億元「落袋」，又批評坊間指
計劃「燃燒儲備」是「荒天下之大
謬」。

所謂「燒儲備」實屬荒謬
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一份施政

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田
北辰表示，「舉手舉腳」贊成計劃，
指在交椅洲興建人工島可以帶來龐大
的經濟效益，包括18萬個公屋單位、
8萬個私樓單位，相信可以大幅縮減
公屋輪候時間。
田北辰又批評坊間有指計劃「燃燒

儲備」是「荒天下之大謬」，他再次
闡述「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的預算，
指參考高鐵、安達臣道發展、東涌填
海等的最近數據，預料整個人工島總
成本約4,600億元。

指人工島賣地收益約8800億
至於賣地收益上，他參考過往啟

德發展區賣地記錄，預料人工島賣
地收益約8,800億元，換言之整個人
工島發展政府庫房會有約4,200億元
「落袋」。
不過，田北辰認為，雖然政府在人

工島計劃有賣地收益，但未來香港「絕對不可
能」只靠賣地收益來支撐經濟增長。他強調，有
關計劃最重要的是能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業樓宇面
積，從而吸納更多企業在港落戶，形容坊間部分
輿論指香港未來不需更多商業樓宇面積是「天下
第一笑話」。
對於有意見指應先發展新界棕地再填海，他表

示棕地零散，不但難以規劃，而且亦要斥資興建
交通基建，成本效益一定不及填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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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無全屍」是傳統禁忌，但港
人近年在遺體捐贈的數目明顯增
加。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早年

開展「遺體捐贈計劃」，鼓勵死後捐出遺體供醫療教育及
研究用途。有調查發現，在800多位受訪者中，約八成多
聽過遺體捐贈，當中約一半受訪者表示願意捐贈遺體，顯
示港人在捐贈遺體上的態度比美國、希臘等地更開放。
本報記者日前出席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二年級學生的
解剖課暨告別儀式，感受「大體老師」（捐贈遺體者尊
稱）的無私精神。該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陳立基醫生表
示，過去3年平均每年約有70多具捐贈遺體成為「大體老
師」，樂見港人對遺體捐贈的思想日漸開放，不遜於如美
國等西方地方。陳不諱言他日死後會當「大體老師」，與
學生上最後一課。
「我希望同學們懷住尊敬同感恩嘅心，多謝『大體老
師』獻出身體，教導你哋人體知識。」日前下午5時多，
在港大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陳立基醫生帶領下，200多名
二年級醫科生出席29名「大體老師」的告別儀式，完成
解剖堂最後一課。
學生各自縫好「大體老師」的遺體，恭敬地鋪上印有
「大體大得」的白布，低頭默想向「老師」致敬。
校方透過儀式，希望醫科生感激「大體老師」的貢

獻，校方更希望他們將來成為仁醫。在解剖室外的壁報
板亦張貼了給遺體捐贈者家屬的答謝信，時刻提醒學生
們勿忘初心。
為了供醫療教育及研究用途，港大早於上世紀70年代

設立遺體捐贈計劃，而中大在2011年推行同類計劃。

科技學習難取代「大體老師」
陳認為遺體捐贈在教研上的重要性無可比擬，「用科技
學習取代唔到『大體老師』，佢可以令學生真實了解人
體，亦提供師生學術交流機會，同時亦幫助現職醫生作醫
學研究。」
然而，該計劃雖對醫學有貢獻，惟初期反應一般，直至
近年遺體捐贈數目增加。陳說：「早期每年只有一兩具遺
體捐贈，到近年數量增長，呢個轉變係我哋始料不及。」
據港大資料顯示，過去3年平均每年約有70多具捐贈遺
體；中大同期則平均每年約有100具遺體捐贈。
「我哋早幾年做過一個關於遺體捐贈調查，發現香港人
嘅思想比想像中開放。」陳表示，港大於2014年進行的
民意調查中，在800多位受訪者中，約八成多聽過遺體捐
贈，當中約一半受訪者表示願意捐贈遺體。

港人態度比美國希臘更開放
陳指，是次調查顯示，港人在捐贈遺體上的態度比美
國、希臘等地更開放。港人對遺體捐贈日漸接受，亦可能
與宣傳方式有關，港大醫學院提倡「生命教育」，透過電
影欣賞會等軟性推廣，讓大眾由死亡重新思考生命。
現時港大遺體捐贈計劃多了善心人支持，惟亦面對土地
問題。「比如醫學院可有更多空間存放遺體，對推動遺體
捐贈肯定有大幫助。」
陳坦言，不介意日後成為「大體老師」，為醫學研究作
出最後貢獻。 ■圖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無懼「死無全屍」「大體老師」趨增

香港文匯報訊 為何港大的捐
贈遺體會被稱作「大體老師」？
覆蓋在他們身上印有「大體大
得」四個大字的白布又有哪些含
意？原來「大體」二字從孟子而
來。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
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意指人
若能順從本心思考、行善，為他
人利益着想及服務，那他就是大
體的人，是君子。
所以，「大體老師」是指那些

為大眾利益着想，願意捐獻身體

做研究的有心人。「老師」是對
他們的尊稱，指的是他們用身體
無言地教導醫科生。至於「大體
大得」，「大得」是指大大得到
好處的人，包括醫科學生及病
人。因着大體老師奉獻身體，最
終得益的就是大眾。
現時香港遺體捐贈計劃分別由

港大及中大推行，一般而言，捐
贈者無年齡上限，無性別限制，
惟非自然死亡、經法醫解剖、意
外導致身體有嚴重破損、因高危

傳染病而亡的先人，則不在捐獻
之列。
因遺體捐贈尚無法律效力，故

院校建議有心人應與家人先溝
通，取得共識。而在「大體老
師」功成身退時，家人可選擇將
骨灰撒於將軍澳的「大體老師」
紀念花園。
（香港大學遺體捐贈計劃查詢

電話：39176334）（香港中文大學
遺 體 捐 贈 計 劃 查 詢 電 話：
39436050）

「大體」語出孟子 指為他人着想

■腸臟結構因何而來，可
從陳立基自製的教學圍裙
得知。■■解剖室外壁報板張貼了遺體捐贈計劃的海報解剖室外壁報板張貼了遺體捐贈計劃的海報。。

■醫科生將印有「大體大得」的白布蓋在「大體老師」身上，正式告別「大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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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生活在匱乏環境的兒童均認為其學習會因而受到
影響。 資料圖片

◀社協調查發現，89.5%本港基層兒童正生活於經濟狀
況不能滿足生活必須項目的匱乏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