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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中醫藥大學陳文鋒書記一行訪大文集團
【大公報訊】4月16日，廣州中醫藥大

學黨委書記陳文鋒、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
長、第二附屬醫院（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
省中醫院、廣東省中醫藥科學院）院長張忠
德等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集團董事
長、社長李大宏與陳文鋒、張忠德一行座談
交流，雙方就攜手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加
強兩地中醫藥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高地、加快中醫藥走向世界等進行交流。

建校百年 與香港息息相關
李大宏董事長介紹了《大公報》和《文

匯報》的光榮歷史，以及當前整合資源、錯
位發展、融合發展，大力提升傳播力和影響
力的情況，並介紹了集團海外傳播平台、
「媒體＋政務商務服務」 生態平台、青少年
交流平台這三大平台的建設成效。陳文鋒書
記、張忠德副校長對《大公報》和《文匯報》的
悠久歷史及推動兩地融合發展作出的貢獻表
示由衷敬佩，並感謝集團各媒體長期對廣州
中醫藥大學和中醫藥發展的大力支持。

今年是廣州中醫藥大學建校百年，其從
誕生到發展與香港息息相關、血脈相連。廣
州中醫藥大學的前身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成
立於1924年9月，香港藥業三行、香港中藥
商會等先後參與籌備和資助其落成。作為就
讀港生最多的內地中醫院校，廣州中醫藥大

學迄今已為香港培養中醫人才超過一萬人。
目前該校港澳台僑及國際學生達1899人，
其中香港學生有758人。從2003年抗擊
SARS到近年防治新冠疫情，廣州中醫藥大
學的專家、師生都奮戰在第一線，更積極參
與到援港抗疫中，為救治香港患者和推動兩
地中醫藥合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廣東聯絡部組織處

處長何彬、廣州中醫藥大學宣傳統戰部常務
副部長游江、對外交流合作部部長賈建偉、
宣傳統戰部副部長盛楠、
黨委辦公室主任科員黃裕
一同到訪；大公報總編輯
于世俊、集團編委辦主任
趙鵬飛、華南新聞中心主
任羅愛文一同出席。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開業逾40年的本地老字號 「老三
陽」 近日宣告結業，店門張貼

出 「退休」 告示，指店舖正進行清
貨，售完便正式關門。該店第二代掌
舵人董事總經理祁玉鳳表示，自己接

手打理父親祁廣楠的生意，大半生辛
勞，形容 「今生無悔」 ，是光榮結
業，結業並非經濟原因。談到退休生
活，她說因母親年邁，希望多照顧陪
伴母親，也希望閒時做義工幫助有需
要的人。

老三陽女東：退休侍母
40年大閘蟹老店結業 街坊打卡留念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中）會見廣州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陳文鋒（右
三）、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張忠德（左三）一行。

▲▶張忠德昨日與前年《大公報》
報道《 「英雄醫生」 德叔 第12次
出征抗疫》的版面合照。

張忠德遇上德叔報道
廣東省中

醫院院長張忠
德昨日參觀大公報報史館時，驚
訝發現關於自己的報道，非常興
奮。2022年3月17日《大公報》
報道了當年疫情兇猛衝擊香港，
內地援港醫療隊來港支援的情
況，其中一篇特寫的標題是
《 「英雄醫生」 德叔 第12次出
征抗疫》。 「原來 『德叔』 上了
《大公報》的標題了，難怪香港

的朋友都這樣叫我。」 他笑着感
謝《大公報》的報道，立即與版
面上的 「德叔」 合照。

德叔告訴記者，在香港有需
要的時候，國家派他們前來支
援，大家二話不說，立即出發。
兩地中醫界交流越來越緊密，香
港正建設首間中醫院，廣東省中
醫院提供了許多幫助。 「兩地是
兄弟，任何時候兄弟有需要，都
是義不容辭！」 大公報記者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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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墮網騙失39萬
中年漢欠債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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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港婦女生活滿意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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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
交平台發文表示，上月底出訪惠州，到中建科
工集團綠色科技的廠房，實地視察 「簡約公
屋」 MiC（ 「組裝合成」 建築法）組件生產，
聽取廠方匯報進度。MiC有效加快公營房屋興
建，以應付本港未來十年30.8萬個單位的需求
量。

何永賢考察MiC生產基地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西貢分區警務人員
為針對區內的爆竊案件的趨勢，於本月6日至15日期間
進行跨部門反爆竊行動。其間西貢分區軍裝巡邏小隊、
鄉村巡邏隊、東九龍機動部隊、警民關係組、東九龍總
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及警犬隊聯合展開反爆竊行動，各隊
伍人員在警犬隊的協助下，巡查區內爆竊案黑點、搜查
山上隱蔽位置及非法入境者可能匿藏的地方。軍裝人員
及機動部隊亦於西貢市中心及主要幹道高姿態巡邏。

為加強警民合作、提高居民的防罪意識及深化鄰里
守望關係網絡，西貢分區及黃大仙區警民關係組人員聯
同多名西貢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以及北港新村、西
貢蠔涌村、西貢沙角尾村村長等，於區內進行多輪防罪
宣傳及教育活動，並邀請居民參加西貢分區所推行的
「西貢鄰里守望計劃」 ，透過即時通訊程式發放最新防
罪資訊予已登記的區內居民，以提高居民的警覺性和防
罪意識。西貢分區人員亦向村屋住戶派發小型防盜警報
器，冀進一步協助區內村屋住戶強化防盜裝置。

警方鼓勵市民及物管保安人員與警方保持緊密聯
繫，並加強住宅保安防盜措施，妥善保管貴重財物，以
免讓匪徒有機可乘。警方呼籲西貢居民如發現任何可疑
人或情況，可致電西貢分區鄉村巡邏隊24小時熱線
6148 0658提供資料；如情況危急，應立即致電999報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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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故事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黃大仙富山邨一名
53歲男子疑因10個月內兩墮騙案，損失39萬元兼陷入
債務問題，前日（15日）下午燒炭自殺身亡。

事發在前日下午1時許，黃大仙富山邨富禮樓一名
保安報案指一單位傳出異味及有液體流出，無人應門。
警方及救護車接報到場，發現一名53歲姓冼男子倒斃家
中，旁邊有一盆燒過的炭，警方在現場檢獲遺書，初步
相信案件無可疑。據了解，死者的遺書透露因無法償還
數十萬元債項，並因墮入詐騙案受害而選擇輕生。

消息指死者去年6月在通訊軟件Telegram結識騙
徒，對方聲稱有搵快錢機會，要求他在網上做電影評
論，惟事主最終被騙徒騙去約21萬元。事主今年3月再
度誤墮電騙陷阱，他透過Facebook認識到一名騙徒，
聲稱可以提供約會服務，但要求事主購買28張iTune
Gift Card及匯款近七萬元到兩個銀行戶口，事主共損
失近18萬元。事主在10個月內共被騙去39萬元。

另外，警方已推出最新升級版 「防騙視伏App」 ，
新增了可疑來電警示、可疑網站偵測、公眾舉報平台等
三大功能。市民如有懷疑，可致電 「防騙易18222」 熱
線查詢，若懷疑受騙應立即報警求助。
「防騙視伏器」 網站：cyberdefender.hk/scameter/

珍惜生命 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生命熱線 2382 0000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明愛向晴軒 18288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港區婦
聯代表聯誼會昨日公布 「2023全港婦女生
活滿意指數調查」 結果，調查發現受訪婦女
上年度總體生活滿意度是6.73分，比往年增
加，而所有滿意指數也較往年上升，其中與
子女及晚輩關係得分最高，達7.39分。

與子女晚輩關係評分高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自2016年開始進

行相關調查，本次為第六次。報告今年1月2
日至1月25日，以電話系統隨機抽樣訪問
1045位20歲以上香港婦女，調查她們在10
個領域上的滿意度，包括：居住環境、身體
及精神健康、與子女或晚輩關係、感情或婚
姻家庭、就業及工作環境、社交活動及人際
關係、生態環境和文化生活、法治及治安、
社會和諧及道德水平、經濟和發展前景作為
測量其生活滿意指數的指標。

當中， 「經濟和發展前景」 為首次納入
訪題。

調查結果顯示，2023年本港婦女總體
生活滿意度總平均分為6.73分（滿分10
分），所有滿意指數都較往年上升，其中個
人層面指標，包括與子女或晚輩關係（7.39
分），感情及婚姻生活（7.15分），居住環
境（7.15分）以及社交活動及人際關係
（7.08分）的平均得分均高於總平均分。

報告提出七項建議，其中包括：支持建
立和諧家庭及支援弱勢社群、改善居住環
境、關注婦女身體及精神健康狀態、促進就
業及改善工作環境、維護法治及治安，改善
生態環境及文化生活、善用人才資源支持發
展和多措施積極保障家庭對社會的功能。該
會期望政府聚焦於房屋、教育、醫療等重點
民生議題，並促進經濟、改善民生，為社會
制定婦女、家庭、兒童的長遠政策。

位於銅鑼灣登龍街的老字號 「老三
陽」 ，是專售大閘蟹及嘉湖糉的傳統上
海南貨店，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也曾
介紹該店。近日該店張貼了寫有 「我
老三陽退休啦！」 的告示，指店舖已進
入清貨階段，售完即止，並附上朝九晚五
的營業時間。大公報記者昨日到該店，見店面
招牌已被遮蓋，不過掛在店內的傳統紅字白底
招牌，在這片商業區中仍然十分顯眼。

反駁「旅遊嘆世界」言論
現場所見，店內大部分貨品種類仍有存

貨，金華火腿、不同口味的糉、臘腸等，有醬
料、12年女兒紅、15年太雕紅等，還有吃大閘
蟹必備的大力剪，標價28元一套，加兩元可買
第二套，顧客絡繹不絕，不少人聽到結業消息
而特意前來打卡留念，對着貨架及店內環境拍
照，並買幾隻不同口味的嘉湖糉回去品嘗。

老闆祁玉鳳（圓圖）昨日不在店內，兩名
店員忙着招呼客人。店員平哥在 「老三陽」 工

作了十多年，不停在店內進進出出，為
顧客挑選食品、打包及收錢。記者問他
對老闆的印象，他笑言 「呢啲唔講
啦」 ，便轉頭去忙了。

大公報記者其後透過電話訪問祁玉
鳳，她說繼承父業，入行至今43年，全年

無休，也是時候退休了，形容 「老三陽」 是光
榮結業。說到退休生活想做些什麼，她說有媒
體說她準備周遊列國 「嘆世界」 ，是加鹽加
醋， 「現在全世界到處都在打仗，還去什麼旅
遊呢？」

她告訴大公報記者，退休後想做兩件事，
一是照顧年邁母親；二是做義工，幫助有需要
的人。她說，母親近年身體抱恙，老人病都發
出來了，她希望能多些時間照顧母親，說到母
親時，她亦不禁哽咽。

服務多年老店員不捨
對於店舖結業，平哥昨露出不捨神色，

「十幾年了，說完全沒有不捨是不可能的。生

意很好的時候，客人排隊來買大閘蟹、買糉
子，從這裏排到白沙道！」 他說，在疫情數年
間，店內生意一直不錯，他認為結業跟生意情
況毫無關係。他指店門前的 「退休」 告示，從4
月1日開始張貼，待店舖內的貨售清就正式關
門。

特意前來打卡的陳女士表示，不認識這
店，但在網上見到有老字號結業的消息就來看
看，拍照留念一下， 「近年好多老字號執笠，
買少見少，所以就來看看。」 李先生曾住在銅
鑼灣20多年，昨日特意到 「老三陽」 買食品及
拍照， 「以前住在這裏，天天經過，總覺得店
舖就在這裏，隨時有興趣的時候到來便是，想
不到第一次幫襯就是最後一次。」

翻查資料， 「老三陽」 早年由第一代老
闆、祁玉鳳的父親祁廣楠在中環街市對面開
業，因為遇到清拆，由中環搬到銅鑼灣啟超
道，後來再搬到利園山道27號店，其後再搬
遷，曾經一度擁有白沙道、登龍街兩間分店，
但白沙道店舖已於去年初結業。

小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