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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馬六」報捷 投注額破紀錄
年升5.8%達2475億元 馬會為庫房帶來233億收入

馬會年度業績

項目

賽馬

投注總額

博彩稅

足球博彩

投注總額

博彩稅

六合彩

投注總額

博彩稅

總計

利得稅

博彩稅

慈善信託基金
已審批捐款

獎券基金撥款

註：上述數字皆以財政年度(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計算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18/19
年度(元)

1,250億

129.8億

1,141億

76.7億

84.6億

21.1億

5.9億

233.5億

42.7億

12.7億

2017/18
年度(元)

1,227億

129.3億

1,030億

70.6億

81.1億

20.2億

6.2億

226.4億

42.3億

12.1億

升/跌幅

+1.8%

+0.3%

+10.7%

+ 8.7%

+4.3%

+4.3%

-5%

+3.1%

+1%

+4.3%

2018/19年度內，賽馬及足球投注額均刷新紀
錄，前者上升1.8%至1,250億元；後者
則受2018年世界盃末段賽事帶動而上升
10.7%至1,141億元。六合彩獎券投注額
亦上升4.3%至84億元。

慈善基金已審撥款42.7億元
因應業務上升，馬會對社會的貢獻亦
增加，年內向政府繳納的稅款破紀錄達
233億元，慈善信託基金已審批撥款亦達
紀錄性的42.7億元，並重點推動「青
年」、「長者」、「體育」和「藝術、
文化及保育」四大策略範疇。

馬會主席周永健表示，馬會結合賽馬
與馬場娛樂、會員會所、有節制體育博
彩及獎券，再加上慈善與社區貢獻的獨
特綜合營運模式，令馬會對社會的貢獻
得以再創紀錄。他指馬會能夠持續回饋
社會，反映其世界級賽馬的質素，及有
節制體育博彩與獎券的亮麗表現。
除了香港賽馬水準達世界級外，馬會

於上年度亦斥資70億元活化馬場設施，
同時安排精彩的賽事活動，包括在沙田
馬場舉行的國際賽事嘉年華及屢獲殊榮
的「HappyWednesday」 跑馬地夜賽派
對，亦令全季總入場人次按年增加3%至
220萬。

從化馬場首辦馬術比賽
至於去年8月開幕的從化馬場，亦為

香港馬會提供額外空間、馬匹訓練及護
理設施，在從化受訓的馬匹於去季共勝
出109場賽事；馬會在從化馬場首度舉
行的純演示性速度馬術比賽，亦展現了
大灣區作為馬匹產業中心的巨大潛力。
另一方面，匯合彩池的增長持續強

勁，去季投注額按年升13.5%至188億
元，約佔全季賽馬總投注額的15%。馬

會表示，下季的匯合彩池夥伴將增至逾
40個，遍佈14個國家及地區。馬會行政
總裁應家柏指出，以上成績標誌香港已
發展成為全球匯合彩池中心。
展望未來，應家柏指全球和香港經濟

的不確定因素將持續帶來挑戰，但馬會
將繼續專注於發展業務、投資未來，
「隨着從化馬場投入運作，馬會將展開
沙田馬房的翻新工程；馬場活化計劃、
全新顧客資訊及投注系統的相關工作亦
將繼續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賽馬會昨日舉行周年大會並公

佈2018/19年度業績，與回饋社會的金額同樣刷新紀錄。儘管經濟環

境充滿挑戰，馬會於2018/19財政年度（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的足智彩、賽馬及六合彩業務仍錄得理想增長，投注總額按年升

5.8%至2,475億元。透過各項博彩稅及利得稅，馬會為政府庫房帶

來破紀錄的233億元收入(佔稅務局稅收總額6.8%)，獎券基金撥款為

13億元；已審批的經常性慈善捐款亦達42.7億元用以支持294個項

目，同創新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香港面對人
口老化問題，骨質疏
鬆將愈趨普遍，患者
容易出現骨折情況。
有調查發現，婦女出
現骨折不單影響自身
的活動能力，更會令
女兒因為忙於照顧她
而影響事業，本身是
骨科醫生的香港骨質
疏鬆基金會名譽秘書
羅尚尉提醒，骨質疏
鬆患者除了要做好防跌措施，亦要攝取
足夠鈣質和維他命D ，並可以透過藥物
增加骨質密度，以減低骨折風險。
本港每年有近兩萬名長者因跌倒入
院，當中女性佔三分之二，當中不少人
患有骨質疏鬆。羅尚尉表示，骨質疏鬆
患者的骨骼脆弱，容易斷裂，即使輕微
碰撞或跌倒都會導致骨折，而髖骨、脊
椎及手腕等均為常見骨折部位。隨着年
紀漸長，「蝕骨」會比「造骨」快，不
少人的骨質會於50歲後開始明顯流失。
香港人口老化下，2016年平均每三港人
就有一人屬65歲或以上長者，骨質疏鬆
情況也愈趨普遍。
骨質疏鬆關注組今年3月進行「母親

骨折影響兩代人生」調查，訪問606名
女性，發現患者年紀愈大出現多次骨折
的比率愈高，50歲至59歲的受訪者，僅
19%出現兩次以上骨折；但70歲至79歲
則大幅攀升至59%，以出現髖骨骨折的
風險較高，90歲以上患者，多達75%是
髖骨骨折。

41%母骨折後失自理力
調查又同時了解母親骨折對其女兒的
影響，發現有57%母親骨折後行動不
便、41%失去自理能力、29%要長時間
臥床，並有17%需入住老人院。有37%

的女兒認為媽媽骨折加重其經濟負擔，
有24%受訪者更表示原有的工作曾因為
要照顧媽媽而受影響。
78歲的沛珍曾先後3次骨折，首兩次

分別是手腕、腳掌和腳趾骨折，曾需打
石膏3個月，及一度要以輪椅代步，而
第三次骨折需要住院9天，出院初期亦
要長時間臥床，外出要使用助行架，更
曾因為脊椎骨折引致腰痛難耐而再度入
住療養院。
她後來要接受職業治療，使用助行架
走路糾正姿勢，並在家居安裝扶手，減
低再跌倒的風險。她的孫兒勞先生表
示，外婆本身為人活躍，擔心她留在家
中斷絕所有社交活動後會情緒低落，但
如果讓她外出又可能會再次跌倒，令情
況會進一步惡化。

關注組籲骨鬆藥納資助冊
羅尚尉表示，香港現時只有23%患者

在出院時獲處方骨質疏鬆症藥物，比率
遠較英國的70%低。
骨質疏鬆關注組及香港骨質疏鬆基金

會呼籲，脆性骨折患者應及早用藥，醫
管局已將多種骨質疏鬆症藥物納入為藥
物名冊資助藥物，並在今年 4 月起增撥
資源擴闊其應用，建議有骨質疏鬆症或
曾骨折的人士可向醫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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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晉傑）15名正
在塘福懲教所服刑的在囚者完成了「木
模板工藝課程」，昨日獲頒證書，懲教
署並特別為他們舉辦「築福共嚐」職業
分享日，令他們有機會提前與家人慶祝
中秋節，學員阿明(化名)更運用所學的技
能，親手製作手提電話座作禮物送給家
人，感謝他們一直對他不離不棄。
塘福懲教所現時一年開辦兩屆「木模

板工藝課程」，該課程是由建造業議會
提供，課程的總訓練時數為570小時，學
員修畢課程後可以考獲「木模板工中級
工藝測試證書」、「指定行業安全訓練
證明書」(銀卡)、「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
書」(綠卡)，及「密閉空間核准工人證明
書」，具資歷在地盤工作。
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工業及職業訓練)
馮永業表示，木模版行業初入職者的平

均日薪亦有800元，一年後更有機會達
1,200元，指該課程是院所內最受歡迎的
課程之一。

在囚學手藝增工作機會
最新一期課程的結業學員阿明表示，希

望可以把握在囚的時間學習一門手藝，指
建造業長期欠缺足夠人手，工作機會較
多，因而決定報讀「木模板工藝課程」。
阿明在入獄前從未接觸過建造業相關

工作，他直言剛開始上課時面對不少挑
戰，幸得到導師及其他學員的支持和鼓
勵，最終亦順利完成課程，「木模板工
藝涉及樓宇結構，工作包括建造樓梯
等，但我報讀課程前對這個科目的認識
不深，只是認得部分工具。」
地盤的工作需要日曬雨淋，十分辛

苦，但阿明亦表明獲釋後有意入行，

「現時獲頒證書證明我的技術獲得認
可，訓練亦令我變得更具耐性。」
阿明仍有一段時間才可以獲釋重投社

會，但他早前已經學以致用，運用在
「木模板工藝課程」所學的技能，自行
製作了一個電話座作禮物，在昨日的
「築福共嚐」職業分享日活動中送給家
人，答謝他們一直對他不離不棄。
除剛完成「木模板工藝課程」的在囚

者外，一批正接受「中式廚藝及酒樓服
務」培訓的在囚者昨日亦有參與有關活
動，親手製作食物予家人品嚐。
懲教署指家人的支持和關心對在囚者

在更生路上能否堅定決心改過自新是不
可或缺的一環，期望「築福共嚐」職業
分享日可以加強在囚者與家人的溝通，
學習互相欣賞，從而協助在囚者在獲釋
後能順利地融入家庭及重返社會。

製手機座贈家人 在囚者：感謝不離棄

鄒師傅和他的夥伴們

這是一篇帶着香甜味道的小文。
點心8種：開口笑、黃橋燒餅、蘿蔔絲餅、驢打

滾、椰香九層糕、竹葉艾果、清水蛋糕、千層拉
糕；麵食2種：狗不理包子、拌烏冬麵；甜品2種：
紅豆陳皮、酒釀湯圓；水果3種……飲品4種……吃
貨們看到這裡，恐怕眼睛都要流出口水了。這不是
相聲《報菜名》，這些好吃的，曾在三場公衆開放
日時出現在中聯辦食堂，用來招待香港市民。

背後有多少工作量呢？舉幾個例子：2018年上半
年的首場開放日，僅擔擔麵就2,400份；下半年僅
烏冬麵740份；2019年上半年，僅蘭州拉麵2,450
份，酒釀湯圓2,300份……而這麽大的工作量，都
是義務的。誰來做？誰肯做？

他們是中聯辦食堂的師傅們。
這些師傅在內地時，是政府接待賓館的大廚或五

星級酒店的廚師長，各自帶領一個團隊。來到香
港，瞬間由Master Chief變為買菜工+切菜工+和麵

工+……然後才是大廚，和麵拌餡，煎炒烹
炸都親自動手。

至今，公眾開放日舉辦了三場，總共接待5,000
多人。為了讓市民們品嚐到正宗的各色小吃，師傅
們提前幾天精心準備食材，個個使出了看家本領。
開放日當天，他們凌晨即起，以保證市民吃到口的
東西新鮮出爐。參觀的市民對中聯辦食堂師傅的手
藝讚不絕口。首個開放日，一位香港年輕人，剛剛
品嚐了一口擔擔麵，立刻朵頤大開，一口氣吃了6
碗，若不是肚子裝不下，仍然意猶未盡。口口相傳
中，這裡成了「舌尖上的中聯辦」，傳說中的「西
環米芝蓮餐廳」。

不少香港朋友羡慕中聯辦員工的口福，可是，不
瞞大家說：開放日這些豐富的美食，我們自己也沒
有享受過。開放日當天，參與服務的中聯辦工作人
員自己都是吃盒飯，那些好吃的對於我們也是傳
說。但只要市民喜歡開心，中聯辦員工與食堂師傅
們心情一樣，特別高興。

日常的每一天，大家吃着這些師傅們做的家常便
飯，與他們朝夕相處，體會着他們用飯菜傳遞的溫
度，但大家很少能看到他們的模樣。

為了採訪，我跑到後廚看他們做飯。抽油煙機的轟
鳴聲中，聽不清說話聲；幾個竈台火眼，同時在蒸
炒煮，熱氣騰騰。高溫不僅烘烤得汗流浹背，燙傷
是常有的事；切好的菜，不是用盤子端，而是抱着大
盆搬……這些，不僅是技術活，也是力氣活。他們每

天早晨4點多起床，與一堆不會說話的傢伙－抽油
煙機、烤箱、蒸櫃、爐頭打交道。維港的海風吹不
到，西環的落日看不到。365日，天天如此。

我採訪了鄒師傅。鄒師傅來自山東，瘦削精幹，
頭髮打理得整整齊齊，臉上總是帶着微笑，頗有書
卷氣。鄒師傅是國家二級營養師。除了做麵點，還
潛心鑽研食品營養，根據二十四節氣、時令琢磨每
日三餐，將各位師傅報上來的食譜合成，進行營養
評估搭配。平時，鄒師傅利用業餘時間鑽研《黃帝
內經》、中醫書籍，作了大量筆記。鄒師傅說，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烹飪就是創新的學問，創
作菜品就是享受。大家從不怕給自己找麻煩，北方
師傅向廣東師傅學做粵式點心，把最擅長的餃子用
蔬菜汁和麵，做出花樣。

鄒師傅告訴我一些小秘密：食堂師傅們每天從早
晨5點半工作到晚9點；開放日期間，酈師傅的母
親生病住院，他沒有請假，仍守在竈台間工作；馬
師傅在首個開放日的兩天裡不停地切水果，手指都
磨破了；麵點組光揉麵就足足用了兩袋（100 公
斤）麵粉……鄒師傅說：「能為大家服務是我們的
樂趣。」 所以，每天凌晨走在香港安靜的街頭，
想着將為大家演奏一場《鍋碗瓢盆交響曲》，做一
幅《各色菜品彩拼圖》，心裡美滋滋的。我們看到
的鄒師傅和他的夥伴們也總是笑眯眯的。儒雅的鄒

師傅果然多才多藝，他給我展示了硬筆書法作品
《基本法》長幅，他還擅長跳交誼舞。

一日三餐看似瑣碎，鄒師傅說，「簡單的事情重
複做，你就是行家；重複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專
家；辛苦的事情快樂做，你就是贏家。」以藝立
身，以德立人，藝德相濟。即使小小數尺廚房，也
體現着精益求精的專業態度，體現着樂於服務的奉
獻精神。

小廚房，大師傅，大境界。

研究部 王珺

■今年5月18日，中聯辦舉辦「公眾開放日」活
動。 中新社

■骨質疏鬆關注組呼籲脆性骨折患者應及早用藥。

■香港賽馬會公佈2018/19年度業績，與回饋社會的金額同樣刷新紀錄。 資料圖片

▲懲教署安排在囚者提前與家人
慶祝中秋。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阿明(左)表示有意在獲釋後投
身建造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