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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榮從事機械維修工作，一向健康良好，去
年12月3日因氣促及胸痛，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醫，
入院檢查證實患缺血性心肌病。12月中，他出現心
室性心搏過速，一度命危，需接駁人工心肺機。他
其後被轉送至瑪麗醫院心胸外科深切治療部，先後
植入左心室輔助裝置、右心室輔助裝置代替心室功
能，但病情反覆，右心室出現衰竭。

本月1日，郭浩榮因心室性心博過速加劇，需植
入心臟起搏器，醫生評估其心臟功能只餘20%。瑪
麗醫院心胸外科顧問醫生李岸政表示，機械輔助很
容易有併發症，流血、發炎會令情況急轉直下，血
塊形成，脫落後進入身體任何器官，可即時致命。

呼籲O型血人士捐出屍心
李岸政說，換心是唯一根治方法，未來兩至三

周是移植的黃金時間。病人血型是O+，按身高與體

重，適合接受身高1.6米以上的O型血人士捐出屍
心。

郭太說，丈夫是家中經濟支柱，是 「好丈夫、
好爸爸」 ，父女感情很好，女兒每日關心爸爸情
況，很害怕失去他。郭太每天用3小時往返醫院，抓
緊兩小時探望時間陪伴丈夫， 「他好珍惜見面的時
間」 。她希望有善心人捐贈屍心，令丈夫有重生的
機會。

葛量洪醫院心臟內科顧問醫生黃加霖表示，冠
心病在香港十分常見，不少人發病前沒有徵狀，出
問題時已情況嚴重，甚至致死程度。若能短時間內
找到心臟移植，病人可以復原，重投生活。

本港現有76人正輪候換心，郭浩榮在同血型及
體形的病人中，位列移植名單首位。被問到會否在
內地為他尋求合適心臟，黃加霖說，按現行機制，
希望在香港找到合適捐贈者，但如有合適心臟，所

有可能性都會嘗試和協調。
特區政府與內地正積極探討建立恆常器官移植

互助機制，研究設立第二層互助分配機制，即當兩
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但在本地沒有合適病人接
受，便可跨境配對。

瑪麗醫院昨日作出緊急換心呼籲，一名48歲的O+型血男病人因患缺血性心肌病，出現
嚴重心衰竭，現時心臟功能只餘20%。院方表示，病人需使用左右心室輔助裝置代替心臟功
能，惟存在血塊積聚及感染等併發風險，急需移植心臟續命，未來二至三周為移植黃金期。

病人太太說，丈夫入院後，13歲女兒變得寡言， 「她見到爸爸插滿喉，很怕失去父
親」 。院方和病人家屬希望有善心人士捐出屍心，延續病人生命。



48歲爸爸嚴重心衰竭 急求心續命
心臟功能僅餘20% 女兒：很怕失去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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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漢字評選結果出爐

香港之興獨佔鰲頭
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聚焦發展激發興的動能。

民建聯的 「香港年度漢字評選2023」 評選結果，正好
由我鄭晴投票的 「興」 字當選。

「香港年度漢字評選2023」 投票於今年1月2日至
2月1日期間舉行，共吸引4612人參加。在 「興」
「運」 「選」 「民」 「簡」 「旅」 「夜」 「守」
「復」 「治」 10個候選漢字中， 「興」 字以1604票當

選。
活動主辦方對 「興」 字的解釋為 「興旺、興

起」 ，代表的社會事件為 「香港過去一年已擺脫疫情
困擾，經濟逐漸向好，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
只要珍惜機會謀發展，定能再創輝煌」 。

「治」和「復」分列二、三
此外， 「治」 和 「復」 分別為第二和第三多人投

票的年度漢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表示， 「治」

字代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國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香港由亂到治，社會恢復穩定； 「復」
字則反映隨着與內地全面 「通關」 ，香
港社會全面步入復常。

▲郭浩榮需利用心室輔助裝置代替心臟功能，爭取
時間等候合適器官。

▲郭浩榮早年與太太及女兒合照。

天文台指受東北季候風及一道廣闊雲雨帶影
響，本港昨晚至今早（8日）顯著轉冷，今日及年
三十天氣寒冷及有幾陣雨，市區最低氣溫在11℃
左右，年初一（10日）氣溫介乎12℃至18℃，早
上仍然寒冷。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夜
溫差較大。

天文台指，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華南沿岸地
區未來兩日天氣寒冷及有幾陣雨。預料一股乾燥的
大陸氣流會在農曆新年假期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
天氣，該區日夜溫差較大。受較潮濕的偏東氣流影
響，下周中後期廣東沿岸有薄霧。

【大公報訊】記者蘇荣、湯嘉平報道：
年廿八，洗邋遢。昨日年廿八，中華基督教
會基真小學（下稱基真小學）吳金曉副校長
帶領17位小五、小六同學一同往北潭凹與北
潭涌的鄉郊，一邊賞花，一邊幫忙執垃圾，
為途經的山地洗邋遢。整個過程小學生們興
致勃勃，他們說，今次在山上拾到很多奇形
怪狀的垃圾，如鞋底、藥水樽、大片的玻璃
樽碎片，有些擔心被動物吃掉或弄傷動物，
讓自己明白垃圾不能亂丟，也希望政府加強
監管。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亦受邀與學
童一齊登山執垃圾，他指該環保行動很有意
義。

昨日天空雖下着毛毛細雨，但無阻一班
熱心小學生登山興致。吳副校長稱，昨日
的行山路線屬二級，是非常適合小學生行
走。一眾學生走畢近5小時的山路仍然面不改
容。

「執到好多危害動物的物品」
行到山上，小學生們開始分發夾子和清

潔袋，一人一套裝備開始進行清理活動。
「我哋今次喺活動中執到好多有啲危險

的、會傷害動物的物品。」就讀小六的鄭啟燊
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當中有巨型的碎玻璃
樽、鞋底、USB等。他擔心這些垃圾會被其
他動物吃掉，或是弄傷牠們。

同樣是小六的雪兒表示，山上垃圾已不
算多，自己曾經去的本地一海灘的污染情況
更為嚴重， 「幫手清完啲垃圾都仲係飄緊過
嚟，就覺得真係好誇張！」 她認為政府需要

加強監管。
就讀小六林芷瑩行山後弄到滿身泥濘，

但她表示無問題，因為行山執垃圾可以保護
環境，升中一後恐怕再無老師帶她行山了。

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去年和這班
小學生行過一次山後，今年再獲吳副校長邀
請，參與這個有意義和環保的活動。他讚揚
學生們都好乖，邊行山邊教導的時光亦很快
樂。他透露自己將會推出一本書，記錄他多
年來在環保上的一些事情，希望書展期間能
推出。

負責帶隊的吳金曉副校長亦表示，行山
其實是一項十分適合小學生的活動，往往只
是父母稱仔女不行，其實他們每次都很順利
地完成；加上他有行山的豐富經驗，每次帶
學生上山時都會預備充足義工協助，所以是
一項十分安全的活動。

吳副校長續指，今次行山活動由 「教師
夢想基金」 協助，該活動已是第二年舉辦，
學校有幸邀請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和
TrailWatch.HK團體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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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受邀與學童一齊登山
執垃圾。

▲ 「香港年度漢字評選2023」 結果出爐， 「興」 字以
1604票勝出。

青少年音樂快閃演奏送祝福

今日及年三十低見11℃

小學生登山執垃圾
為大自然洗邋遢


DSE內地考場

考評局前日公布，以
先行先試方式，接納廣深
兩所港人子弟學校成為中
學文憑試的內地考場。教
育界及家長學生都表示歡
迎。

內地的港人子弟學
校，目前仍在起步階段，實際的DSE考生人
數不多，隨着學生陸續 「升班」 ，合資格考
生人數必然增加，設立更多考場是必然趨
勢，長遠而言，考評局需要為大灣區設立更
多考場做準備。

香港擁有多間國際化大學，在高等教育
國際化處於領先地位。香港教育走國際化道
路，對維持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具重要意
義。DSE的成績獲多間外國大學承認，具備
國際化的基本條件，近年內地不少年輕人對
來港升學感興趣，因而轉戰DSE。當局可以
考慮改革制度，讓內地生在內地考DSE。

從經濟角度看，香港面臨出生率下跌，
DSE考生減少，考評局因考生不足營運出現
狀況，考生短時間內難以增加的情況下，在
內地設考場，吸納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DSE
考生，有利香港教育提升影響力。

蔡樹文
透視鏡

由紫荊雜誌社主辦，香港國際
音樂節、培僑書院、香港青年樂團
協辦的香港青少年音樂表演快閃活
動於2月7日在港成功舉辦。昨日上
午，培僑書院禮堂內，一場音樂盛
宴正在上演，吸引了數百名學生和
家長前往。現場演奏了《龍的傳
人》、《東方之珠》、《獅子山
下》、《我的驕傲》、《我的祖
國》等經典樂曲，以及古箏曲《戰
颱風》。

「這些曲目都是我們耳熟能詳
的經典，能夠親臨現場感受音樂的
魅力，真的讓我感到非常激動和自
豪！」一位學生興奮地說。張學生表

示，快閃活動很有意義，在弘揚中華
文化的同時，也激發了青少年對國
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讓更
多的青少年了解和熱愛中華文化。

下午，快閃團隊來到康雅護老

院演奏經典樂曲，為養老院的長者
送上福袋並送去祝福。長住護老院
的陳爺爺激動地說： 「這些年輕人
真棒！他們的演奏讓我感覺回到了
年輕時代，充滿了活力和希望。」

此次活動得到了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合唱團、跑馬地社區聯會、
培僑書院中西樂團、慈航箏團以及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的支持。主辦方
紫荊雜誌社表示，香港作為東西方
文化的交匯點，擁有獨特的文化特
色。此次快閃活動以音樂為橋樑，
將香港市民於社會緊密的連接在一
起，展示香港特色音樂文化，同時
表現了香港文化的魅力和多元性。

▲快閃團體為護老院長者演奏多首
經典名曲。

近年建築業界人手嚴重短缺，香港建築師學
會於去年第三季，向逾900名建築師進行問卷訪
問，調查顯示，近4成建築師日常花4成或以上辦
公時間，應付政府程序工作，約一半建築師每周
需加班8小時以上。不少年輕建築師表示工作滿
足感差勁，萌生轉行念頭。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澤斌表示，處理政府
程序工作相對沉悶，是造成年輕建築師對工作感
到不滿意的最主要原因。他期望當局進一步精簡
過分繁複的政府審批程序，減少建築師虛耗於應
付過量文書行政工作的精力。

年輕建築師工作乏滿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