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瑪麗醫院一名37歲、 「不煙不酒」 的
男病人，因為肝、腎功能嚴重衰

竭，即將進入肝昏迷狀態，急需換肝續
命。醫院管理局昨日為他發出求肝緊急呼
籲，希望市民積極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器
官。

醫管局表示，準備通過特區政府向內
地求助配對肝臟及移植。男病人的母親哽
咽說，與兒子相依為命，現時 「阿仔坐都
坐唔穩，越來越嚴重」 ，希望好心人伸出
援手捐贈器官。

37歲男急需換肝續命
醫管局擬求助內地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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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朋輩調解賽 推動和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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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昨日出席第七屆香港中學朋輩調解比賽總
決賽。

深水埗自動泊車系統下月啟用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 「深化調解文
化」 是2023年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昨日出席第七屆香港中學朋輩調解比賽總決
賽，見證同學們在比賽中努力排解雙方情緒，理解
不同立場，共同尋找解決辦法，體現調解精神。林
定國在社交平台分享說，解決爭議， 「法庭見」
並非唯一選擇，調解可為爭議雙方尋找雙贏的解
決方法，而且更具經濟效率，亦能保持彼此友好
關係。

5月初辦調解周及會議
中學朋輩調解比賽旨在推廣調解、倡導以溝通

解決糾紛，從而推動和平文化。透過比賽及相關的
工作坊、培訓，參賽學生將學習朋輩調解的流程、
系統及溝通技巧，提升表達及聆聽的能力，讓他們

可以與親友更有效地溝通，亦可以協助他人以溝通
解決問題。

林定國表示，推廣朋輩調解，主張雙方有公平
的機會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由中立的朋輩扮演調解
員的角色，排解雙方情緒努力斡旋，促成雙方找出
共通點，共同協力找出解決辦法。調解員可以運用
調解技巧以多角度思考，易地而處，面對與己見不
同的情況時，多一分尊重理解，避免關係決裂。他
深信這些調解技巧，年輕人終身受用。

他表示，律政司一直積極推廣調解多元性，他
預告將在5月6日至10日舉行調解周及調解會議，還
有與同學們息息相關的校園調解研討會，呼籲大家
踴躍參加，認識調解，共建和諧社會。

特區政府計劃改建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院總
部，早前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工程的撥款申

請，料涉款4.66億元，冀讓工作盡快開展，趕及
2025年年底前將總部交付與國際調解院。

國際調解院建成後，將會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

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也
會是首個總部設址香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將大大
提升香港成為全球 「調解之都」 的國際形象。

▲同學們在比賽中努力排解雙方情緒，理解不同立
場，共同尋找解決辦法。

▲社署通過荃灣及港島南區的關愛隊接觸獨老和雙老住戶、
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

【大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社會福利
署將會通過關愛隊，接觸獨老及照顧者。政府去年9月推出的
24小時照顧者專線 「182183」 ，推出五個月至今已收到1.3
萬個電話，他說有信心一打便會接通，呼籲照顧者如有需要
可以致電專線。

孫玉菡昨日出席 「齊撐照顧者」 活動致辭時表示，社會
上有很多以老護老、以老護殘的情況。荃灣及港島南區早成
立關愛隊，社會將會在這兩區率先推出新服務，社署通過關
愛隊接觸獨老和雙老住戶、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由社
署委聘東華三院營辦的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有30條線，
至今接獲超過1.3萬個來電。

他表示，若照顧者在尋求暫託服務期間，需要交通支
援，若有經濟困難，當局會提供交通津貼。他呼籲有需要的
照顧者，可通過這一系列服務得到協助。

孫玉菡說，政府已開啟為期三年的 「齊撐照顧者行動」
全港宣傳活動，推動支援照顧者的工作。政府會與各大傳媒
機構合作，其中與電台合作的 「齊撐照顧者」 特備環節，將
由本周四（18日）起陸續推出。

▲ 林世雄早前與副局長一同視察深水埗
通州街的自動泊車系統。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本港泊車
位不足，不時困擾駕駛人士。運輸署首個採用
「快思邏輯」 的自動泊車系統，下月在深水埗
通州街投入服務，4個4層高的載車架共設有
52個車位，司機泊好車及離開座駕後，系統自
動選擇當時最佳停車位，只需兩分多鐘就完成
泊車或取車。大公報記者昨日實地觀察，有車
主反映當區泊車位數量少，有自動泊車系統助
減少搵位時間。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在網誌表
示，自動泊車系統不但能騰出更多空間，有效
率地增加泊車位數量，同時便利市民泊車。其
中，位於深水埗通州街交界、全港第三個公眾
自動泊車系統，是現時全港最高的拼圖型自動
泊車系統。

助駕駛人士兩分鐘完成泊車
他表示，系統引入 「快思邏輯」 ，自動選

擇當時系統內的最佳停車位，比較在傳統多層
停車場搵位、泊位，方便快捷及環保。系統載
有負重感應器，當司機泊好車、離開座駕，並

於控制台確認完成泊車程序，系統感應到重量
減少及確認閘門已關上，才會移動。泊車位的
閘門為全封閉的左右趟門，可防止兒童或寵物
誤入。閘門內外設有等身高的光學感應器，即
使身形較小的小朋友或寵物經過，都可感應
到。載車架上方增設太陽能板，為停泊車輛提
供上蓋，遮風擋雨，所產生的電力可讓電力公
司回收。

運輸署曾評估研究，發現深水埗欽州街西

附近泊車位需求殷切。大公
報記者昨午實地觀察，停車
場僅剩幾個空餘泊位。有停車場管理員表示，
該停車場約130個傳統泊車位，經常爆滿，租
用月租車位需排隊輪候。車主陳先生說，區內
只有西九龍中心、通州街兩個公眾停車場，泊
車位少。他認為自動泊車系統可增加停車位，
亦減少在停車場內兜圈搵車位和泊車時間。車
主周先生說對該系統感興趣，車架上蓋可讓車

輛免受日曬雨淋。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西九龍中

心、黃金電腦商場一帶泊車位嚴重不
足，違泊情況嚴重。自動泊車系統增加
逾一倍車位數量，有助紓緩問題，但車
位量仍不足，他認為政府長遠需繼續推
展在欽州街西休憩用地及公眾停車場的
自動泊車系統，並透過市區更新，以一
地多用方法增加泊車位。

▲兒童事務委員會早前開會，討論政府計
劃落實法改會建議，分三階段擴大性罪行
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範圍。

【大公報訊】為加強保護兒童和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者，兒童事務委員會近日開會，討論關於政府
計劃今年第三季擴大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範
圍，未來將分三個階段，包括由即將受僱的自僱人
士，逐漸擴展至所有現有僱員及自僱人士。

消息指，當局建議分三階段擴大查核機制範
圍，首先會擴大至即將受僱的自僱人士，包括私人
導師、音樂老師、教練等，預計實施約一年後，考
慮擴大至所有義教老師及院舍義工等志願工作者，
最後擴展至所有現有僱員及自僱人士。消息又指，
查核機制擴大後，個人僱主例如家長及監護人等，
亦可要求僱員作查核。

當局認為，即將受僱的自僱人士有較大機會在
沒有直接監督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單獨接觸，僱主亦可能初次接觸即將聘用的自僱人
士；義工亦可能涉及單獨教授、通宵培訓或交流活
動，團體未必熟悉所有義工，故機制需擴展至此，
而本港有超過50萬名登記義工，若首階段即涵蓋義
工，恐致無法查核較高風險者的性罪行紀錄，故首
階段約實行一年後，會再參考相關經驗後才擴展。

對於第三階段，目前仍未有具體時間表，消息
指，當局考慮到部分僱主已有措施查核僱員定罪紀
錄，或僱主對現有僱員及自僱者亦有一定程度的信
任，故最後階段才會擴大範圍至所有現有僱員及自
僱者的範圍。同時，機制屬於自願性質，由僱主評
估個別工作或活動風險後，再決定是否查核，若僱
員或義工憂慮當中涉及私隱問題，可拒絕申請相關
紀錄。

消息稱，為應對機制合資格申請人數大增，警
方將在第3季起
建立網上申請平
台，亦計劃在全
港 5 間 指 定 警
署，增設24小時
套取指紋服務；
查核申請有效
期，亦會由現時
的18個月延長至
36個月。

該名男病人蔡誠輝從事文職工作，未婚，
Ａ＋血型。醫管局資料顯示，他於2019年2月
因黃疸於東區醫院留醫，3月電腦掃描發現患
有硬化性膽管炎，同年5月出現肝硬化，被轉
介至瑪麗醫院跟進，確診患有原發性硬化性膽
管炎，以及復發性化膿性膽管炎。

籲市民捐離世親人器官
他於2022年8月已被列入肝臟移植輪候名

單，需定期進行內窺鏡等檢查，監察肝臟情
況。本月1日，他於瑪麗醫院門診接受檢查
後，因腹脹於肝臟移植中心留醫。前日（22
日）他的病情急轉直下，肝臟嚴重衰竭，腎功
能亦嚴重受損，即將進入肝昏迷狀態。

蔡誠輝與媽媽相依為命，醫管局表示，根
據他現時的狀況，肝臟移植是唯一根治方案，
急需與時間競賽，惟他的母親不適合捐肝，希
望市民踴躍支持器官捐贈，積極考慮捐出離世
親人的器官，遺愛人間。

蔡媽媽透過醫管局發出向公眾呼籲的錄音
表示，兒子平時沒有不良嗜好，不煙不酒，為
人善良及願意幫助別人，而且十分孝順，兩母
子感情很好。眼見兒子病情越來越嚴重，形容

他 「成個人攰到坐都坐唔穩，瞓住床連床都落
唔到，又要插住尿喉」 ，她痛心自己無能為
力，「真係好心噏」，希望有好心人伸出援手，
讓兒子盡快換肝，最大心願是兩母子可一齊去
旅行，兒子康復後會好好工作，貢獻社會。

醫管局表示，鑒於病人情況十分危急，除
了積極在本地尋找合適肝臟外，局方亦已準備
通過特區政府，向內地尋求協助。當內地出現
願意捐贈器官的病人離世後，而在當地沒有合
適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協調將器官跨境捐贈到
香港作配對移植，為危急病人帶來重生希望。

醫管局強調，會嚴格按照相關的器官移植
法規，向監管機構申請，確保所有程序符合有
關標準及法規要求，並會盡快安排移植手術。

探討器官移植互助恆常化
醫務衞生局昨日回覆《大公報》查詢表

示，局方與醫管局以2022年首次跨境器官成
功經驗為基礎，正持續積極地與內地有關單
位，探討恆常化器官移植互助機制。在推動器
官移植互助機制恆常化的過程中，局方會繼續
為有緊急需要的病人尋求國家協助，而處理有
關個案的經驗，亦會成為制定上述運作安排的

藍本並為有關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據。
醫衞局表示，一般而言，醫療團隊會評估

病人臨床情況，如病人的臨床情況非常緊急，
必須在短時間內進行移植手術，醫管局便會在
獲得病人及其家屬同意後，將病人的臨床情況
及醫療團隊的評估等通知醫衞局，再轉交內地
尋求協助。如內地出現願意捐贈器官的病人離
世，而沒有合適病人接受作移植，內地相關部
門會按香港提供的病人資料協助配對。如有合
適的器官可供跨境捐贈，醫務衞生局會協調內
地和香港的相關部門，以將器官跨境捐贈到香
港作配對移植，為危急病人帶來重生希望。

小芷希獲內地捐心成功移植
另外，當有器官衰竭病人的家屬作出緊急

器官捐贈呼籲時，醫管局會全力配合病人家
屬，作出合適安排及提供可行協助。就個別個
案而言，醫護團隊會按臨床情況作出適切處
理。基於尊重病人私隱，不予評論。

曾患急性心衰竭需心臟移植的女嬰芷希，
2022年12月接受來自內地的心臟，於兒童醫
院完成換心手術，是全港首宗來自內地的器官
移植手術。

林定國：調解息爭議遠勝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