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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音樂會不動聽

井水集

「港鐵」 大圍站和其他一些車站
，上周日出現了一個罕見的場面，一
些乘客攜同大件樂器到來 「入閘」 乘
車，還在車站內開音樂會，演奏各式
樂器，加上激進 「本土派」 乘機到來
搞事，令車站秩序一度出現混亂。

事件起因，是日前一名女學生背
負古箏樂器，在大圍站被拒入閘登車
。事件被傳媒公開後，有人在網上發
起齊齊攜帶大型樂器搭港鐵的行動，
以抗議港鐵當局處事不公，任由 「水
貨客」 攜帶大型行李登車，卻不許古
箏女學生入閘，云云。

這一事件，令市民不能不產生諸
多感慨。就當日「車站演奏會」現場傳
媒訪問乘客所見，有人認為應該讓大
型樂器上車，但也有人認為大型樂器
佔地方太多，萬一有意外發生也會阻
礙乘客逃生，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事實是，有關問題，應該分開兩
方面說。首先是大型行李登車的問題
。按現行港鐵規例，乘客可攜帶入閘
登車的行李大小，包括尺寸和重量，
都是有明文規定的，大小約為二十四
吋、重量約為二十磅，一般情況下也

會有些彈性，車站職員可酌情處理。
對此，如果市民普遍都認為現行行李
大小條例過嚴，不符合實際，那麼，
港鐵當局就應進行一次意見調查。

事實是如當日的古箏女學生，明
顯 「物體」 是超逾現行大小尺寸規定
的，但 「物體」 是一具古箏，不具危
險性，女生如果是中樂隊成員，經常
需要 「與箏同行」 ，不讓乘港鐵，又
叫她如何活動？難道港鐵當局不支持
或反對學生參與文康體和音樂活動嗎
？中西樂器都有大有小，不可能人人
玩輕巧的二胡和笛子，西樂的大提琴
、色士風也是 「大件頭」 的，而樂隊
必須齊備這些樂器，才能進行演奏。

第二個問題，則是表達意見方面
，事實是就算港鐵現行的行李規定不
合理或不合時宜，市民、乘客也大可
通過更「文明」一點的方式表達意見，
如進行問卷調查等，如今把人都叫來
，齊齊帶同大件樂器登車及在車站演
奏，造成擠塞和混亂，除了能引起注
目外，於解決問題又有什麼必要呢？

梁智鴻和12校委要揭穿泄密謊言

社 評

港大副校長風波餘波未了，在大學
校委會已經投票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之後
，由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葉建源發起的 「
校友關注組」 仍死纏不放，硬指 「中央
干預」 ，揚言要在校內校外發起一連串
的抗議行動。

港大是本港百年學府，在亞洲以至
世界都名列前茅，愛護港大、維護大學
學術自由也是港人的願望和共同核心價
值；但是，眼前的副校任命風波，卻令
每一位真正關心港大和支持學術自由的
市民感到心痛，一些人為了達到對抗中
央和打擊特區政府管治的政治目的，正
在不斷使出各種 「招數」 ，把事情進一
步歪曲和鬧大，百年老校地位不保、 「
明德格物」 風雨飄搖，情況是嚴峻和令
人無法接受的。

事實是，反對派一手策劃的所謂副
校任命風波和眼前的抗爭行動，從一開
始就是無中生有和是非顛倒的。去年陳
文敏出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期間，縱容
、支持戴耀廷發動違法 「佔中」 ，又收
受戴耀廷轉來的三十萬 「黑金政治」 捐
款，港大調查小組報告對此已作出 「不
符合預期」 的負面結論。今天口口聲聲

要維護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校友關
注組」等人，敢不敢回答：收受「政治黑
金」是不是大學自主？支持違法「佔中」
是不是學術自由？他們又是否認同港大
這所百年學府今後繼續引入政治勢力，
甚至最終淪為抗中和違法亂港的基地？

事實正是如此， 「校友關注組」 在
陳文敏副校任命問題上一直只是強調所
謂 「程序公義」 ，即物色委員會推薦的
人選校委會不應否決，卻從不敢去面對
陳文敏收受 「黑金」 捐款和支持違法 「
佔中」 的問題實質，因為他們清楚知道
：法律學院教違法、大學教授收 「黑金
」 ，在法理、學術以至程序上都是違反
公義和站不住腳的；不接受不明來歷捐
款是港大一貫的慣例，因為這會影響大
學自主；同樣，大學老師不能在課堂上
教唆學生違法，因為這已遠遠超出學術
自由的範圍。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港大校委會
不通過對陳文敏的任命，原因並不是如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所言因為陳不具備博
士學位或不去問候受傷倒地的盧寵茂，
而是校委們出於愛護大學、不欲見大學
淪為政治場所的正確決定，他們是負責

任和有勇氣的，否則，他們也大可 「程
序公義」 一番，任由任命通過，而不必
面對無休止的滋擾和壓力。

眼前，一場針對港大校委會主席梁
智鴻和其他否決任命的校委的圍攻正在
展開， 「校友關注組」 來勢洶洶，又是
黑衣遊行，又是司法訴訟，他們要把梁
智鴻等校委趕下台，矛頭還進一步指向
梁振英，要 「修改」 由行政首長出任大
學校監這一百年慣例。如果他們的惡行
得逞，港大今後將永無寧日。

為了堅持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理
念，為了維護港大這所百年學府的聲譽
，梁智鴻及十二位當日投反對票的校委
有必要打破緘默，站出來公開不予陳文
敏任命通過的主要理據，駁斥馮敬恩斷
章取義、不盡不實的所謂 「為公義泄密
」 內容。校委會保密原則要尊重，但大
是大非必須講清楚，支持違法 「佔中」
、收受 「政治黑金」 的陳文敏，不能當
副校、也不配當副校，任由這些 「政客
學者」 奪取大學領導權力，只會進一步
戕害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是非不難分
辨、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廣大院校師生
和市民是會給予理解和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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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三成基層市民患眼疾

升小學一個月100度近視
疑手機電腦元兇 料40萬童要戴眼鏡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蔡美淇報道：聖雅各福群會昨日公布調查發現，基層
人士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患有眼疾，八成人坦言感到自己或子女有視力問題，但
無錢主動求醫。調查又發現， 「翼狀胬肉」是基層人士的主要眼疾之一，患病比
率與白內障看齊，估計與低收入人士長期在戶外工作，長期暴曬於陽光下有關。

聖雅各福群會九龍慈惠中心的 「眼睛體檢服務」自去年二月推出，有762名基

層人士受惠，接受全面的眼睛體檢，44%是成人，32%是18歲以下青少年及兒童，
結果有30%人於接受視光師檢查後確診患眼疾，當中23%患翼狀胬肉，23%患白內
障，12%有視網膜病變例如黃斑病，6%睫毛倒生，5%過敏，3%青光眼等。43%人
於檢查後，需驗配眼鏡。中心統計發現，八成人曾感到自己眼睛或發現子女的視
力有不同程度的毛病，但因經濟緣故沒有主動求醫。

翼狀胬肉是增生組織，眼白內像生了一塊肉，病因主要是長期受陽光照射、
風沙塵埃及乾燥環境，引致眼睛退化而增生的組織。64歲的余婆婆於田間工作逾
30年，雙眼長期受陽光照射，左眼眼白內生了一胬肉，並延至瞳孔位置，接近失
明。她初時不以為意，加上經濟問題，一直無求醫，只是買老花眼鏡佩戴。她直
至去年九月接受眼睛體檢，經轉介接受手術。

10歲男童嘉聰去年檢查發現有散光和近視，連電視上的字幕也看不清，但家
貧無力配眼鏡，媽媽伍女士坦言： 「眼鏡最平都要幾百蚊一副，相等於一個月的
生活費。」嘉聰其後獲中心免費配眼鏡，他昨日稱： 「現在我可以清楚地睇得真
所有事物，學習狀況與生活都改善不少。」

眼科視光師黃偉雄稱，低收入人士因多長期在戶外工作，患翼狀胬肉的比率
相對較高。他稱眼疾若耽誤治療，嚴重可致盲，建議三歲或以上人士，每年檢驗
眼睛。

今個星期四是世界衛生組織的 「世界視覺日」，今年主題是 「全民的眼睛健
康」。聖雅各福群會扶貧服務高級服務經理吳雯賢稱，慈惠中心增加750個眼睛體
檢名額，有需要人士可經由註冊社工轉介，或致電2778 2811與該會聯絡，申請人
通過經濟評估後，繳付40元便可接受服務。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蔡美淇報道：本月16日
是 「世界脊骨健康日」，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一
項調查發現，超過85%受訪者有頸痛毛病，當中近
三成人忽視問題。脊醫梁德君表示，慢性肩頸痛是
常見都市病，錯誤呼吸方法以及情緒緊張，是大眾

常忽略的兩大致病元兇。
基金會於今年七至九月期間，以網上問卷方式

，隨機訪問了970人，逾九成人忽略呼吸錯誤與頸
痛關係。梁德君引述哈佛大學一項研究顯示，超過
八成的慢性肩頸痛人士都有錯誤使用胸式呼吸的共

通點。
她稱根據自己經驗，99%求診病人一直用錯誤

方法呼吸而不自知， 「橫膈膜式方法呼吸是最適合
身體的呼吸模式，但隨着生活節奏加速，人往往不
自覺用了胸式呼吸。」

脊醫李嘉瑜解釋，每當用胸式呼吸吸氣時，整
個胸部會向上提，頸胸部肌肉因而經常收縮，導致
肩頸肌肉繃緊。基金會總監黃偉強呼籲市民，重視
對頸椎健康的關注。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楊州報道：醫院管理局自上月推
出電子列印手術同意書，縮短醫生書寫的時間，增加與病人
解釋的時間，促進醫患雙方溝通與交流。新版同意書的內容
以中英對照形式，個別治療程序亦附加相關風險及併發症等
資訊，讓病人更容易掌握內容，以便和家人商討。有前線醫
生表示，期待新版同意書能增加更多的手術門類及治療方案
，以便於專科醫生的工作。

醫管局質素及標準總行政經理李子良表示，電子列印手
術同意書操作簡單，醫生選項包括醫院、專科、醫生姓名、
手術名稱、同意書類別及同意書語言共六個，以及就個別情
況附印病人資料單張，當中內容包括手術風險及併發症、其
他治療方案和其風險及併發症等，讓病人掌握清晰的信息以
便作相關評估。以乳癌為例，有病人術後指同意書未有寫明
除切除外還有其他治療方案，新版同意書可避免同類事件再
發生。

李子良指出，新版同意書出發點是將診斷時間價值化，
讓病人有更多時間去了解治療程序及相關風險。新版較舊版
在資訊方面更全面和清晰，避免病人因看不懂英文縮寫或字
體潦草，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所有資訊經專科統籌委員會審
核，其由各公立醫院各專科主管組成，確保內容的完整性及
權威性。

明愛醫院骨科副顧問醫生黃國豪稱，新版同意書有利醫
生工作，也有助病人了解手術詳情，是雙贏模式。電子列印
能避免舊時書寫出現的遺漏、字體潦草及醫學名詞縮寫，內
容既全面又清晰，病人可中英文對照閱讀，覆診時再向醫生
提問。

新版同意書上月起在新界西及九龍西聯網推行，本月及
下月陸續向其他聯網推行，包括九龍中、香港西、香港東、
九龍東及新界東。目前同意書有1500種類，涵蓋八大專科，
包括耳鼻喉科、眼科、婦科、內科、骨科、兒科及精神科外
科，除手術外亦包含化療和服藥等治療方案。他表示，同意
書的種類會視乎情況而遞增。

【大公報訊】記者何進昇報道：香港糖尿聯
會昨公布，去年有近57萬人確診患上糖尿病，更
有超過30萬人屬 「隱形病人」，情況令人擔憂。
聯會主席指，不少患者害怕注射胰島素，令病情
惡化。

香港糖尿聯會推算，去年有56.8萬人確診患
上糖尿病，更有30.6萬名 「隱形病人」，仍未知
道自己患病，當他們確診時，部分早已有嚴重併
發症，因此建議45歲或以上巿民要定期檢查。而
注射胰島素是控制血糖的方法之一，聯會主席李
家輝稱，不少患者怕痛及肥胖，而不注射胰島素
，令病情變得不穩定。他說現時注射胰島素的操

作簡單，針頭比以前細，鼓勵患者考慮注射胰島素。
黃小姐12年前患上糖尿病，最初只需服用降血糖藥，但

因不願戒口和缺乏運動，一直拒絕注射胰島素，害怕副作用
致肥，以及於辦公室注射時感尷尬，但因病情無好轉，最終
需要注射胰島素以控制病情，直至七年前發現糖尿上眼，於
是下定決心 「少吃多運動」，現今病情控制理想。85%港人有肩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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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眼科醫學院和香港眼科學會，今年六月於
一間幼稚園進行調查，訪問了221名家長，有關子女
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情況，年齡介乎二至六歲，調
查主要聚焦在智能電話、平板電腦以及電腦，發現
三分一幼童兩歲前已開始使用這些產品。而家長最
擔心子女近視加深、眼結構損壞，以及乾眼症。7%
受訪家長指，子女曾因使用電子產品引發視力健康
問題而求醫。

香港眼科醫學院院長周伯展指，香港是全球近視
病發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為美國和中東地區的三倍和
10倍，他引述研究指，超過五成的12歲或以下兒童患
有近視，按全港人口年齡分布推算，近視兒童總數高
達40萬人。

專家倡使用電子產品兩大法則
張小姐的女兒今年八歲，以前很少使用電子屏

幕產品，兩年前升讀小一後，每星期都要使用電腦
，開學後約一個月，張小姐發現女兒開始寫錯字，
說看東西模糊，經眼科檢查發現有近視約100度。當
時眼科醫生建議女兒每半年檢查一次，監察近視加

深的情況。期間女兒有滴眼藥水，現時近視加深情
況得以控制。

香港眼科醫學院會董高德全指，兒童使用電子產
品的時間愈來愈長，故提出使用電子產品的兩大 「黃
金法則」，首先是 「20.20.20」，即每使用20分鐘電
子產品，讓眼睛休息20秒，看20呎外的景物，紓緩眼
睛疲勞。另外是 「30.40.50」，即是使用智能電話要

與眼睛保持30厘米，平板電腦需保持40厘米，電腦則
需保持50厘米，避免長時間接觸電子產品。

周伯展稱，電子產品發出的藍光，現時雖無確實
科學證明傷眼，但不可忽視潛在危險。他稱應避免接
觸電子產品屏幕的人造藍光，但天然藍光則要吸收，
如果完全不吸收天然藍光，會令人情緒低落，不建議
使用全面阻隔藍光的鏡片。

隨着教學電子化，學生上課少不免使
用電子屏幕產品，本港推算估計有40萬名
兒童患有近視。有幼童升讀小一後一個月
，發現有100度近視。香港眼科醫學院與香
港眼科學會提出使用電子產品的兩大 「黃
金法則」 ，避免近距離長時間接觸電子屏
幕，又呼籲學校與家長確保幼童使用電子
產品時，保持 「安全距離」 。

大公報記者 何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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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手術同意書助醫患

▶聖雅各福
群會公布為
基層人士增
加750個優
惠眼睛體檢
名額

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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