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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鄭月娥文章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林鄭月娥昨日在特首辦網頁發表逾2,000字的文章

《香港桂冠論壇的誕生》，娓娓道來籌辦論壇的
心路歷程。她說，自己前年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出席邵
逸夫獎頒獎禮，正在為香港制定創科發展策略的她，接
觸了當屆5名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和數學科學的傑
出科學家，「我問自己：我們如何能把這些偉大的科學
家匯聚一堂，協助培育新一代的年輕科學人才？這念頭
為設立香港桂冠論壇往後一年的工作揭起序幕。」
她指出，邵逸夫獎是香港獨有的國際性獎項，自2004
年開始獲頒邵逸夫獎的近80名得獎人中，18人還獲得
其他世界知名的國際獎項，包括12人同為諾貝爾獎得
獎者、4人獲得菲爾茲獎，及兩人獲得阿貝爾獎。
林鄭月娥續說︰「我相信要引發年輕一代對科學的熱
情，最佳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有機會與最優秀的科學家直
接交流和對話。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是舉辦世界級
學術交流活動，以連繫當代和新一代科研領袖的理想地
方。我即時想到把這個目標與邵逸夫獎結合起來。」

去年訪歐 向諾獎大會取經
有了籌辦論壇的想法，林鄭月娥還外出取經。在2018
年6月出訪歐洲時，林鄭月娥就到德國林道參加了第六
十八屆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除了與有關獎項得主同
台交流，她還與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基金會主席
Jürgen Kluge見面，吸收籌辦林道年度大會的經驗，並
與5名同為邵逸夫獎及諾貝爾獎的得主傾談，「他們都
十分歡迎香港以邵逸夫獎為基礎籌辦桂冠論壇的意念，
令我感到十分欣喜和鼓舞。」

委會已成立 下月辦啟動禮

她表示，論壇籌備工作在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協
助下開展，並獲得李兆基基金提供全數贊助，及邵逸夫
獎基金會和一群理念相同的人的支持，委員會已於本月
成立（名單見表），為了慶祝香港桂冠論壇的誕生，委
員會將於下月14日在禮賓府舉行啟動禮，並擬於2021
年11月舉辦首屆香港桂冠論壇，以預留足夠時間籌辦
這個盛事，並從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招募青年科學
家。
林鄭月娥更親自去信所有邵逸夫獎得獎人，向他們介

紹香港桂冠論壇，並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出席，結果獲
得逾三分之二的得獎人表明有興趣出席論壇，當中有六

人同為諾貝爾獎得主及兩人同為菲爾茲獎得主。
她並引述了一些得獎人給香港特區的勉勵說話。其中
2015年數學科學獎得主Henryk Iwaniec形容舉辦有關論
壇是「絕佳的想法」，「這些桂冠大會能進一步提升邵
逸夫獎的名聲，亦可為向世界推廣科學作出貢獻。」
2016年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得主Adrian Bird亦表示︰
「我對於 2016 年來港有着美好回憶。我很高興再次出
席來討論科學。」

海德堡桂冠論壇成國際夥伴
由於香港桂冠論壇將是一個鼓勵跨文化交流的國際性

平台，委員會正與其他類似性質的機構建立聯繫，而海
德堡桂冠論壇基金會是首個國際夥伴。
林鄭月娥指，該基金會每年都會在海德堡舉行科學活

動，讓最著名的數學及計算機科學獎的得獎者與青年科
學家對話，「當我今年1月與基金會董事總經理Ruth
Wetzlar女士見面時，她欣然提出在首屆香港桂冠論壇
舉行講座，由一些本身同為邵逸夫獎得獎人及菲爾茲
獎/阿貝爾獎得獎者主講。」
林鄭月娥感謝各方對舉辦有關論壇的鼓勵和支持，並

期望大家能攜手讓香港桂冠論壇成為為人類增進對科學
進一步認識和豐富人類文明作出貢獻的典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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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左）與Ruth Wetzlar。

■今年2月，林鄭月娥與香港桂冠論壇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在禮賓府會面。

■林鄭月娥上任後參觀及考察多個香港、內地及海外的科研設施。■林鄭月娥在林道與同時獲得諾貝爾獎和邵逸夫獎的學者會面。

屋漏兼逢夜雨，本港醫
生人手短缺的同時，又面
對人口急速增長及老化而
帶來的新增醫療需要。為
突破現有困局，民建聯將

提出以議員條例草案形式，修訂現行的
《醫生註冊條例》，吸引合資格的海外醫
生來港。
根據統計數字，發達地區每1,000人應

有3.4名醫生，本港卻只有1.9名醫生，推
算目前全港欠缺近一萬名醫生。因此，民
建聯建議修訂海外醫生來港工作的「有限
度註冊」安排，容許在醫管局工作不少於
5年及工作表現令人滿意的海外醫生，可
豁免執業考試，及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第十四條成為「正式註冊醫生」，透過向
海外醫生提供工作發展前景，吸引他們來
港工作。
具體來說，海外醫生首次應聘醫管局

時，須透過醫管局專責小組考核求職者資
歷，再經醫委會作出有限度註冊審批；工
作滿3年後由醫管局審核續約，及交由醫
委會審批延續有限度註冊的申請；工作滿
5年後若希望正式註冊，也要獲醫管局推

薦，在多重把關下確保醫生質素。

紓人手 符專業 保自主
我們的方案能帶來多項好處。首先，為

醫管局帶來即時額外的醫生人手，紓緩公
院醫生不足問題。其次，海外醫生如想成
為正式註冊醫生須經「多重關卡」，由醫
管局及醫委會把關，以確保來港醫生符合
本港醫療專業水平。第三，我們的方案並
無損害醫學界的「專業自主」，審批海外
醫生資格的權力依舊由醫管局和醫委會負
責。醫管局主導招聘安排，可調節吸納海
外醫生的數目及專科類別，更可只針對醫
生極短缺的專科招聘，避免本地培訓醫生
前景受影響。
民建聯希望社會能及早達成共識，未來

日子我們將繼續與關注本港醫療服務的持
份者會面，聽取各界意見，並會按提交議
員條例草案的程序，諮詢立法會衛生事務
委員會的意見，及將草案文本提供律政
司，尋求法律草擬專員的證明書，並提交
立法會主席審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
（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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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將提草案 修例吸海外醫生
《蘋果日報》噚日登
咗篇網台D100主席李錦
洪嘅專訪，其中李錦洪
就講到「《蘋果》肩負
社會責任」喎。連日監

察《蘋果》嘅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除咗繼續話《蘋果》噚日冇全版廣告
外，當然都留意到呢種講法，仲貼埋
香港文匯報噚日一個專題報道話︰
「剛好今（昨）天的文匯報有一版全
版報道，細數壹傳媒旗下刊物的作故
仔和誹謗。請教李錦洪：傷風敗德就
是『肩負社會責任』嗎？」

唔少網民都認為《蘋果》毫無肩負
社會責任嘅心態。「Phil Leong」留
言話︰「肩佢個頭咩，多謝夾盛惠
喇，日日破壞香港，散播仇恨，成張
報紙都系（係）負能量。」「Ivian
Yau」揶揄︰「《蘋果》肩負起搗亂
香港搞亂香港嘅重責。」「Yee
Chung Antony Au」亦問︰「很可能
李先生是說漏了兩個字，他的原意會
不會是：《蘋果日報》肩負破壞社會
的責任呢？」「Andy Ho」就更加直
接︰「我相信李錦洪唔敢回答這個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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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蘋果》亂港 何來社責？

■梁振英在fb發帖質疑李錦洪的說法。
梁振英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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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港檔案解密」特刊推出
隨報附送還原「佔中」真相

香港文匯報訊 明日是「佔中」案宣判
日。這場審判喚起了市民對79日「佔中」之
亂的痛苦記憶與反思。九犯全定罪，但仍有
幕後黑手逍遙法外；這場禍國害港的「佔
禍」背後，還有很多謎團未解。
《大公報》依據反對派機密文件以及深入

調查，去年推出「亂港檔案解密」系列，詳
細還原「佔中」真相，揭露這是亂港派

與境外反華勢力精心策

動的一場「顏色革命」，目的是奪取香港的
管治權，摧毀「一國兩制」。報道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和強烈回響，《大公報》現徇眾要
求，將有關報道輯錄成冊，今日推出52頁的
特刊，隨報附送，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一封封機密電郵，一份份內部記錄和信

函，揭開了黎智英、鄭宇碩、戴耀廷、鍾庭
耀等人甘當反華勢力「棋子」的亂港真面
目。
黎智英出錢出力、策劃「佔中」、操控反

對派選舉協調名單；戴耀廷在「佔中」前已
深度介入策劃部署，包括與美國支持的「華
人民主書院」秘密挑選360名青少年分批培
訓，為「佔中」作準備，種下今日「港獨」
禍根。美英和「台獨」勢力則透過「華人民
主書院」等組織，以「佔中」為平台，密謀
香港變天……重重黑幕，觸目驚心。不少讀
者表示，天網恢恢，「佔」債獄償，促請政
府堅決執法，盡快將尚未受刑責的「佔中」
搞手繩之以法。

◀《大公報》將去年的
「亂港檔案解密」系列
報道輯錄成冊，今日推
出52頁的特刊，隨報
附送，還原「佔中」真
相。

再有大量市民表態支持修訂《逃犯條例》。截至昨
晚10時，由「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發起的「護
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已有71,053人參加聯署，
比前一日增加了逾萬人，反映不少人都認同要完善香
港整體刑事司法事宜協作制度，避免香港成為犯罪分
子逃避法律懲罰的地方，以保護香港廣大市民的安
全，讓社會更加繁榮穩定，市民更能安居樂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圖︰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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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亂港檔案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