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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的事也是我們大家的事

在大澳老街走訪時，突降暴雨，隨處可見的積
水和堆放在路旁的廢棄建築材料，引起了羅永綱對
幾處房體傾斜、牆壁開裂舊房子的關注。村民們
說，這些房子常年無人居住、年久失修，很有可能
倒塌。他一再叮囑，這太不安全了，要盡快拉上警
戒線，掛上警示牌，採取防護措施，以免傷及行
人。

冀改善就醫條件 解決「看病難」
在水上棚屋區探訪87歲的黃老先生時，羅永綱

和幾位鄉親拉起了家常。老人說，自己患有哮喘，
經常發病，但大澳只有一間小診所。病情緊急時，
只能用直升機送到東區醫院就醫，給政府添了不少
麻煩，希望政府能改善當地就醫條件，解決 「看病
難」 的問題。幾位鄉親也深有同感，紛紛說起村裏

的情況。 「現在村裏的年輕人愈來愈少，學校的學
生都不到200人」 「房屋重建申請批不下來」 「節假
日巴士等候時間太長，出行很不方便」 ……羅永綱
邊聽邊記，不時追問幾句。緊接着，他又走訪了雜
貨舖、海味乾品店、果蔬店等老街店舖和民俗文化
場所，詢問經營狀況，了解當地風土民情。

在與大澳鄉事委員會和村民代表座談時，大家
敞開心扉、暢所欲言，介紹大澳曾是一個主要漁
港，村民以捕魚為生。後來漁業逐漸萎縮，難以維
持生計，轉而發展海產品加工和漁村旅遊。受困於
海產品原材料缺乏，加工規模一直很小。旅遊方
面，由於交通不便，僅有一家九間客房的小酒店，
客人留不住，居民收入很難保障。現在

受疫情影響，內地遊客急劇減少，村民的生活來源
面臨不少困難。大多數年輕人都跑城裏去了。

倡補貼輪船公司 緩解「出行難」
有村民提出，大澳一直沒有通往市區的快速公

路，連接東涌的輪渡班次又太少。建議政府為輪船
公司提供補貼，增加班次，以緩解居民現階段 「出
行難」 的狀況。也有村民代表建議政府加強整體規
劃，將漁村小巷打造成有特色的旅遊小街，進一步
吸引遊客，提高村民收入。

羅永綱感謝大家提出了很
好的意見建議。他表

示，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的民生問題，特區政府也很
重視偏遠居民的生活生計。大澳的事也是我們大家
的事。只要我們共同努力，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合理利用獨特的自然風光、漁鄉風情和民俗文
化，發展旅遊業一定會有很好的前景。

【大公報訊】10月
3日上午，香港中聯辦
副主任羅永綱走訪大澳
漁村，深入村頭巷尾、
民居商戶訪問民情，認
真聆聽當地村民心聲。
此次走訪是中聯辦 「落
區聆聽 同心同行」 系
列活動之一。

羅永綱走訪大澳漁村 深入了解民情

期刊界賀國慶 嘉許優秀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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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的鄧先生（中間），與
鄧太及一眾醫護人員等打太極鍛煉身體。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由香港期刊
傳媒公會主辦的 「香港期刊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2周年暨2020-2021年度香港期刊獎頒
獎禮」 於昨日上午舉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
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香港期刊傳媒公
會會長、紫荊雜誌社社長楊勇，香港期刊傳媒公
會主席、鏡報執行社長徐新英在頒獎禮上致辭，
並為獲獎者頒獎。據介紹，此次頒獎禮旨在促進
香港期刊業界交流、嘉許期刊傳媒工作者成就，
以及進一步增強和發揮期刊的重要價值和特殊作
用。

陳智思致辭時表示，現代科技進步令傳媒發

生巨變，碎片化獲取信息的模式，難以負荷針對
複雜議題的討論，而這正是期刊存在的意義。他
說， 「十四五」 規劃對香港作出了 「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 的定位要求，香港承擔着文化領域
的重要角色，期待期刊界亦扮演好自身角色，帶
領年輕一代分析重要議題，與持份者共同深入討
論。

推動業界合作 提升專業水平
楊勇致辭時指出，百年前中國共產黨人重視

通過期刊啟發民智、傳播真理，引發社會大變
革，作為期刊人應深感驕傲與自豪。在媒體發展

日新月異、各類媒介層出不窮的當下，期刊要實
現自身價值，他認為應做到 「堅守輿論正道、展
現思想力量、貼近市民需求、推動形式創新」 四
點。

徐新英致辭說，香港期刊傳媒公會成立以
來，會員涵蓋各個領域，類型齊全、陣容整齊，
宗旨和目標就是站在時代前沿，把握時代脈搏，
推動業界合作，提升行業專業水平和職業操守。

在年度評獎之外，香港期刊傳媒公會還進行
了 「建黨百年專題獎」 和 「新媒體獎」 評選，有
八個機構獲得了 「建黨百年專題獎」 ，四個機構
獲得 「新媒體獎」 。

▲羅永綱副主任叮囑村民，這些房子要盡快採取防護措施。

【大公報訊】記者王香安報道：港島
東醫院聯網醫社合作早前推出 「智友醫社
同行計劃」 ，有患認知障礙的83歲長者在
參與該計劃後，專注力及精神狀況逐漸恢
復。

感官刺激做八段錦
83歲鄧先生患有認知障礙，跟女兒在

澳洲生活三個月回來後出現徵兆，不記得
廚房很多東西的擺位， 「佢以前煲湯好
叻！結果從澳洲返屋企後乜都唔記得。」
鄧太這才發覺有問題，去看醫生做測試發
現，鄧先生已經不能重複或轉達醫生講話
內容，而疫情下亦不能外出做以前喜歡的
太極等運動，於是變得不主動講話，精神
狀態很差，他自己稱 「嗰陣時瞓覺真係多
過做嘢！」

鄧先生入院治療後經過評估被轉介到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通過專注力和記
憶訓練，以及感官刺激等訓練，做八段錦
等運動。現在會主動找人聊天，參加沙畫
班等活動，精神狀況好了很多，吃藥的情
況亦可通過社區與醫院直接聯繫。

吃藥效果未必有用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由2017年起開

展，為醫社合作計劃當中的其中一項。港
島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及社區醫
療）醫生康佩玲表示，對認知障礙的病
症，可以開藥治療，但只能避免病情變得
更差， 「10個人中只有大概3到4個人會有
好轉，所以主要是照顧的問題。」

康佩玲表示，醫社合作發展到現在，
有可以直接溝通的系統，社區可以隨時打
電話提供病人的情況給醫院，實時跟進，
如是否需要減藥等，醫護也可花更多時間
去幫助更需照顧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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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詢問大澳居民海味銷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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