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早前滑翔傘愛好者鍾旭華在大嶼山失

蹤，搜救6天才發現遺體。事實上，香港每年均有不少郊野失蹤人口下

落不明，有民間人士自發成立「郊野義務搜索隊」，協助失蹤人口家屬

繼續搜索，希望得出一個結果，還他們一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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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搜山隊」：還家屬心願
自發成立助尋郊野失蹤者 未必能「見人見屍」只求得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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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透過改編不同義工的真實
經歷，向公眾推廣做義工。其中
一名主人翁、「BB醫生」創辦人
李冠翹，8年前與當時1歲多的長
女往護養院探望太公，目睹嚴肅
和脾氣暴躁的太公，竟因為看見
外曾孫而變得溫柔，由此發現小
朋友的天真爛漫可為別人帶來喜
悅，啟發他與同為註冊社工的太
太成立「BB醫生」，專門帶6個
月至6歲大的小朋友到院舍、長
者中心進行探訪。
李冠翹說，以前不少人做義工
只為取得證書，後來入行成為註
冊社工，更發現同業「好似打份
工」，並非以服務使用者為本，
因此希望能透過「BB醫生」的義
工服務，讓6歲以下兒童能夠從
小便關心社會，播下義工服務的
種子。

幫「老友」打開心扉
另一故事主角、的士司機何佐
坤及公務員陳秀雲，十多年前加
入社區服務導遊隊，為弱勢社群
如體弱或有特殊需要而無法出遊
的人士安排本地遊，帶領他們認
識和接觸社區，每次計劃行程均
花兩個多月籌備，包括考慮路線

能否配合對象需要，並與義工進行適當訓
練和配對，「例如有輪椅人士隨團，要睇
有無足夠無障礙設施；若有失明人士，義
工需學失明人士領導技巧。」
何佐坤表示，他在擔任的士司機時，

有機會到訪不同地方，希望可與人分
享，因此加入義工導遊行列。
他提到，最難忘是帶二十多名輪椅人

士到下白泥觀賞日落，需要尋找能讓輪
椅進入的茶樓，到場才發現舊式茶樓入
口設有兩級樓梯，結果要即場「執
生」，借來木板當作臨時斜台，才能讓
輪椅進入。
他們坦言義務導遊工作別具意義，一些
行動不便的老友記，沒有義工帶領便不敢
單獨出門，但參加旅程後變得開朗，「旅
途上義工會跟他們談天，讓他們打開心
扉，之後個人開心好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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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
肝癌是香港第三位癌症殺手，2016
年就有逾1,500人因而死亡，養和
醫院早前為後期肝癌引入「雙追蹤
正電子掃描」，令醫生可以更準確
了解病人的肝癌腫瘤情況，再按需
要減低、或增加「選擇性體內放射
治療」（SIRT） 時 所 注 射的
「釔－90微粒」劑量。
以外科手術切除病灶是原發性肝

癌現時的第一線治療，但有近80%
病人因為腫瘤太大或腫瘤接近肝臟
中央及肝門靜脈而不能接受外科手
術，可能要改用SIRT醫治，即經
動脈導管將含有放射性元素的
「釔－90微粒」注射到肝腫瘤所在
位置。
醫生過往會以整個肝臟的放射區

域作為目標，不會將腫瘤與正常組
織分開計算，目標量劃一為
120Gy，做法未有考量腫瘤大小及
惡性度。不過，養和醫院早前成功
研究出可透過「雙追蹤正電子掃
描」技術了解病人體內的腫瘤情
況，再按需要調整「釔－90微粒」
注射量。

3年臨床研究 劑量減療效增

養和醫院同位素及正電子掃描部
及腫瘤中心在2014年開始進行為
期3年的臨床研究，開始在注射
「釔－90微粒」前利用「雙追蹤正
電子掃描」找出病人的腫瘤體積及
肝癌惡性度，再調整「釔－90微
粒」劑量，醫生並會在手術第二日
及兩個月後再次透過正電子掃描確
定及評估治療成效，整個治療的費
用約為30萬元。
養和醫院核子醫學科專科醫生

張盛基表示，約一半病人在新做
法下需要注射的「釔－90微粒」

劑量均較原來做法有所減少，但
由於腫瘤位置的輻射量有所提
高，整體治療效果會較之前好，
部分病人的腫瘤更有所縮小，可
以接受腫瘤切除手術，當中包括
已經退休的李先生。
李先生今年3月確診患上3B期肝

癌後，醫生當時指他的腫瘤體積太
大，而且接近靜脈，所以不能進行
切除手術，因而改用新療法，他指
手術會以麻醉方式進行，沒有太大
痛楚，注射「釔－90微粒」翌日就
能出院。

養和「雙追蹤」肝癌「落藥」劑量更準

■養和醫院引入「雙追蹤正電子掃描」，改善後期肝癌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社會福利
署署長葉文
娟昨日出席

「義工運動」嘉許禮致辭時表
示，社署於1998年起發起「義工
運動」，當年登記義工人數只有
17萬人，參與機構約120間。她
形容義工委員會推動義工活動是
「千方百計，寸土必爭」，至今
已經有 3,255 個團體登記成為參
與機構，登記義工人數超過130
萬人，在2017年為社會總共提供

了超過 2,618 萬小時的義務服
務。
她表示，很開心見到全港登記義

工人數和「義工運動」的參與機構
在過去10年間增加近一倍，義工服
務時數不斷增長，而義務工作的發
展亦不斷創新、持續及專業化，對
社會的貢獻感到驕傲。她感謝社會
各界對「義工運動」的支持，將
「義工運動」推向更深更廣的層
次，並藉此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和關懷，社署會繼續秉持「以人為

本」的信念，竭誠為市民提供適切
的服務。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致辭時表示，

政府一直致力建設一個關愛共融的
社會，2018年至2019年度投放在
社會福利的開支預算為842億元，
較十年前增加逾兩倍。
政府亦積極推動「民、商、官、

學」協作，促進社會不同界別參與
義工服務，讓關愛互助的文化在社
區植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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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運動」登記人數已逾130萬

▲註冊社工李冠翹(左二)成立組織「BB醫生」，帶領6個月大至6歲的小朋友
探訪院舍和長者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左起：郊野義務搜索隊創辦人凌劍剛、何佐坤及陳秀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20182018香港義工嘉許典禮香港義工嘉許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行「義工運動」嘉許
禮，而為慶祝「義工運動」20周年，

社署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一輯八集的實況
劇集《義想天開》，透過改編不同義工的
真實經歷，向公眾推廣「人人做義工，生
活不一樣」的信息。
昨日劇集故事中的3名義工，包括「郊野
義務搜索隊」、「社區服務導遊隊」及
「BB醫生」的負責人分享了他們做義務工
作的經歷。

因丁利華事件啟發「組隊」
2005年警隊休班反黑組探員丁利華獨自

在西貢行山時迷路，打電話求救後信號中
斷，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警方出動大量
警力，連續10天在可疑地點搜索未果，最

終放棄行動，丁利華的下落至今仍然成
謎。
當時剛退休不久的前警務處高級督察凌

劍剛，與一班同袍和行山愛好者組隊上山
義務搜救，「我曾負責西貢山區的反山賊
工作，覺得沒理由失蹤十幾日都找不到，
於是致電上司，希望提供協助。」無奈搜
索兩年無果。
事件啟發他在2007年創辦「郊野義務搜

索隊」，希望透過經驗和專業知識，協助
搜索郊野失蹤人士，最近更獲社會福利署
與香港電台收錄為實況劇集《義想天開》
故事之一，向公眾推廣義務工作。
凌劍剛表示，現時搜索隊核心成員有廿

多人，包括退休和現役紀律部隊隊員、民
安隊員、行山愛好者，無線電或電腦技術

專業人士等。每當政府部門放棄搜索，隊
伍便開始介入繼續搜索，早前滑翔傘愛好
者鍾旭華在大嶼山失蹤，搜索隊亦有份參
與搜救。凌Sir坦言，結果多是尋到遺體或
枯骨，只有兩宗在短時間內找到生還者，
但經歷28年的警務人員生涯早已習慣。
儘管如此，搜索行動亦並非毫無意義。

其中一宗在2009年發生的個案，當時一名
患有腦退化症的長者失蹤，兒子懸賞100萬
元尋母。凌Sir憶述，失蹤者兒子在一年後
才向搜索隊求助，隊員多番調查下，得知
失蹤者在案發前提及與舊鄰居見面，並證
實她曾乘坐小巴到達一處山坑。
雖然最終仍無法尋得下落，但至少讓失

蹤者家屬放下心結。
凌Sir並提到，失蹤者家屬並非專業搜救
人士，往往會沒有系統地搜索個別地點，
干擾到現場痕跡，因此搜索隊最初會向家
屬作出保證，「我們一定會幫你徹底
做」，即使家屬透過求籤、問米甚至報夢
提供資料，他們亦不會質疑，「看到我們
專業的搜索和分析，他們可以放心相信親

人沒有到過有關地方。」

停止搜索前會向家屬交代
他指出，並非每次搜索都能找回遺體，

每一宗個案在停止搜索前，都會與家人交
代理由，並進行心理輔導，「譬如被水流
沖出公海，我無可能做到，或者化成枯骨
被沖走，也沒機會求證。」
他強調會以科學化的數據分析和專業調

查，讓家屬明白如何得出結果。
搜索隊成立11年來處理不少案件，唯有

丁利華的案件仍未解決，因當初資料太零
碎和難以掌握，但至今仍未停止搜索，
「他失蹤的地方是我工作四年、很熟悉的
郊野，若資料分析正確，沒道理找不
到。」凌Sir說，搜索隊在過去13年，將整
個西貢分作34個一平方公里的小格，以13
年時間逐格搜尋，目前只餘數格。
被問到會否感到遺憾，凌Sir直言只能

「盡人事，信天命」，希望失蹤者家屬能
夠放下心結，「盡咗力就已經不會覺得遺
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