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援罕見病患者 成立劏房滅蟲隊
出書輯錄17名病人生命故事 中大生獲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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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人道年

獎」昨日舉行頒獎禮，嘉許7名得

獎者無私的救助行為，最年輕的得獎者是

仍在大學修讀護士課程的周鴻揚。他特別

關顧社會上被人遺忘及忽略的人群，眼見

罕見病患者難得到適切支援，故招募大學

生組成義務團隊支援患者，並出版書籍訴

說罕見病患者的故事，以喚起社會大眾對

罕見病患者的關注。同時，出身基層的他

深明蟲患對板間房住戶的困擾，成立滅蟲

隊走入板間房及劏房，殺滅木虱蟲患讓住

戶有覺好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早前在施政報告提出重啟「私人參
建居屋」計劃，讓私人發展商資助興建居
屋。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五成半受訪者贊成
政府重啟「私人參建居屋」，有四成半人同
意應為年輕人預留配額。負責是次調查的民
建聯與公屋聯會建議，政府在興建私人參建
居屋時，規定單位最低實用面積為26平方
米，讓市民住大啲、住好啲，以及預留一定
配額予年輕人購置，讓青年有幸福感。

逾半數人盼訂「最低居住空間標準」
去年出爐的施政報告提出「私人發展商
參與興建資助房屋先導計劃」，將分批推
出3幅土地，讓發展商投標興建。民建聯觀
塘支部及公屋聯會於去年年底訪問了482位
18歲以上香港居民，了解他們對復辦「私
人參建居屋」的期望。
調查發現，超過五成半受訪者贊成重啟
「私人參建居屋」；超過一半人期望興建
私人參建居屋時，加入單位實用面積26平
方米（即約280平方呎）的下限要求；四成
半人同意私人參建居屋的申請對象主要為
青年或青年家庭。

民記倡實用面積下限訂為26平方米

民建聯觀塘支部主席兼觀塘區議會主席
柯創盛形容「住得細、住得貴」仍然讓市
民印象深刻，住得更寬敞是不少市民的期
盼，故建議政府未來在復辦「私人參建居
屋」時，應考慮訂立「最低居住空間標
準」，加入單位最低實用面積為26平方米
的要求。訂立單位面積下限的要求，可避
免出現納米單位，期望可盡快落實最低居
住面積下限要求。
柯創盛提到，青年有「上車嘅剛性需

求」。目前，無論是居屋或綠置居，年輕
人一直都較難上樓。特區政府早前發表了
《青年發展藍圖》，而增加資助房屋配額

有助幫助青年人向上流動，多渠道建立置
業階梯，讓青年人感到有希望，故政府應
在「私人參建居屋」中預留一定配額予青
年及青年家庭，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則建議，「私

人參建居屋」的交樓標準要有基本裝
修。他解釋，經歷三年疫情，香港置業
負擔加重，若居屋本身已有基本裝修，
可減輕市民經濟負擔以及準備裝修工程
的煩惱，又建議政府考慮當區人口變
化，盡早規劃好社區配套設施，包括交
通、商場街市、醫療配套及運動康樂設
施等。

逾五成半受訪者挺重啟「私人參建居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過去逾一個世紀，香港中文教育歷
經曲折的發展歷程。鑑往知來，對教育界及青年學生來說，本地中
文教育的未來發展路向，值得摸索與關注。《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第二版）》發布會暨「香港中文教育發展今昔」座談會昨日舉
行，多名學者及資深教育工作者就此進行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
中文與英文授課的爭議，癥結源於家長、學生、社會人士和辦學團
體的文化自信，故向年輕一代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的工作至關
重要。有專家則指，隨着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普通話教學重要
性與日俱增，建議教育局作更清晰的指引和全盤政策規劃。
是次活動由香港地方志中心、三聯書店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

辦。《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一書是已故資深教育工作者、書法家
王齊樂的著作。他歷任香港教育司署副督學、官立學校校長、夜中
學監督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該書是首本詳述香港中文教
育史之作，分別於1983年初版及1996年再版。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的作者透過自身經驗爬梳文獻、尋訪多

間學校所得的第一手資料，上溯中國文化背景及教育發展，兼顧中
英文教育的並行進程。如今，出版社因應社會需求再經重排校訂推
出第二版。

向年輕人講好中國及香港故事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館長李焯芬在活動中表示，過去香港教育制度重英輕中，辦中文教
育殊不容易，書中所載反映不少教育界前輩，當年如何篳路藍縷地
開拓中文教育，在缺乏政府資助下艱辛經營，「他們之所以能知難
而進、鞠躬盡瘁，主要是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以及對文化傳承
的使命感和擔當，其中的故事令人動容。」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聯會會長劉智鵬指出，香港中文教育發展歷史，與
國家國運緊密相連，而在知識傳播層面上，用英文或中文授課其實不存在差
異，問題癥結源於香港社會的文化自信。他認為要加強向年輕一代講好中國故
事及香港故事，「當文化自信逐步建立起來，屆時我們再不用討論『中文教
育』這個話題。」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李子建表示，香港銳意發展成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渴求中英兼擅人才，也突顯了中文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工具性一
面，中文教育更需要兼顧人文性一面，藉此培養同學正確價值觀及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並希望有關當局就未來普通話教學提出更清晰全盤的指引和政策。
寧波第二中學校長梁超然表示，香港很多學校校訓都來自《論語》及儒家經

典，可見對中國語文及文化教育的重視，期望教育界日後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的
古典文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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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首個位於港島區的組裝合
成法社會房屋昨日舉行動土儀式，預計最快
可於今年年底提供103個單位，包括102個
一至兩人家庭單位以及一個無障礙單位。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獲房屋局資助興建及
營運該個位於柴灣常安街距離柴灣港鐵站
路程約10分鐘的項目。該幢四層高的樓
宇，每個單位均附獨立廚廁，並注重通風
及光線，每個單位都有窗，全新裝修，一
搬入屋即可居住，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會
贊助部分室內電器予居民。

招募對象以基層劏房戶優先
項目的招募對象以基層劏房居民優先，
八成名額編配予輪候公屋滿三年的申請
者，其餘兩成為輪候公屋未滿三年或有住
屋需要者，預計全期共約有210個有急切住
屋需要的基層受惠。

社協由2015年起倡議過渡性房屋政策，
至今營運330個社會房屋單位，服務逾710
個基層人士。在整理有關經驗後，該會建
議應延長過渡性房屋的營運期至10年或以
上；調整過渡性房屋的彈性，放寬更多比
例輪候公屋未滿三年並有住屋需要的人士
申請；容許團體在原有財政預算內，為社
會房屋添置基本電器及廚櫃；資助社會服
務機構設服務框架，轉化過渡性房屋為扶
貧平台，等等。
出席動土儀式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

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她與出席儀式的基
層市民交談。他們除了說自己所面對的困
境，也談到對未來有機會搬入更好居所的
期望。「這些交流總是鼓勵着我們要再加
把勁，以不同政策措施，為他們對美好生
活的期盼努力。」
她指出，該項目是港島區首個新建MiC

過渡性房屋項目，將來隨着愈來愈多項目
落成，大家會更了解MiC技術的優點外，
也會從一個個入住合理居所後重拾對生活
盼望的家庭身上，看到政府就房屋問題所
推出的措施的重要意義。

護士組義工隊探訪 關顧大澳長者身心

柴灣過渡屋動土 料最快年底提供103伙

◆多名學者及資深教育工作者出席昨日座談會，探討香港中文教育
發展今昔。

◆民建聯與
公屋聯會建
議，政府在
興建私人參
建居屋時，
應規定單位
最低實用面
積為 26 平
方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霜靈 攝

◆首個位於港島區的組裝合成法社會房屋
昨日舉行動土儀式，預計最快可於今年年
底提供103個單位。

今年「香港人道年獎」主題是「暗處有光．全
賴有你」，5位來自不同界別人士獲得「香

港人道年獎」，兩名年輕人則獲頒「香港人道新
力量」。香港紅十字會主席蔡永忠在典禮上讚揚
各得獎者無私付出，為人道工作出力，「7位獲獎
者在本地以至世界一直默默耕耘，幫助被遺忘的
人。」他希望得獎者的故事能啟發更多人，「只
要每人都願意多行一步，人道工作就會不斷向前
發展。」
獲「香港人道新力量」獎項的周鴻揚，目前在香

港中文大學修讀護士課程。他發現有部分健康議題
缺乏社會關注，受影響人士難得到適切支援，故
2018年起便積極參與小眾議題如蟲患及罕見病的公
眾教育工作，並主動招募大學生組成義務團隊參與
「罕真人圖書計劃」，記錄17名罕見病病人的生
命故事，出版成書喚起更多人關注罕見病患者狀
況。

「怪病」纏身 煥發助人精神
他表示，關注罕見病病人源於自己的切身經驗：

他念中學時發現自己胸部硬化凸起，驗出是組織增
生，「也沒有特別治療，男性胸部是不應該凸起
的，這樣很奇怪。」雖然「怪病」纏身，但他沒有
自怨自艾，還不斷伸手協助不少別人眼中的「異
類」，「大學二年班時我認識一名患罕見病而半邊
臉爛了，且失去一隻耳朵的同學，後來我們成為朋
友，我理解他的苦況，所以開始關注罕見病病
人。」
自此，周鴻揚積極參與罕見病的公眾教育工作，
希望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在記錄罕見病病人故
事的過程中，他發現這些人的生活非常困難與無
助，「我從來未有想過有些人的生活過得如此困
難，卻又如此堅強，希望透過這些生命的故事，令

大家明白患者的需要，對他們多一份包容與支
持。」

身同感受 為基層戶除蟲
為幫助基層家庭滅蟲，他又成立了「香港滅蟲研究

行動組」，親身到基層家庭滅蟲，「劏房、板間房的
環境惡劣，黑暗、潮濕、空氣不暢非常容易產生蟲
患，一隻虱被帶入屋就可迅速繁衍四五百隻，居民常
常被蟲咬到徹夜難眠，身體健康受到好大影響。」
他表示，參與滅蟲工作的契機是4年前曾看到一
張圖片，內容是一隻被木虱咬爛的手，「同樣出身
於基層的我，明白蟲患困擾着無數基層家庭」，他
形容到基層家庭滅蟲是一件艱難的事，「首先是蟲
太多，一間房有成百上千隻蟲，團隊好多人都很害
怕，最後只剩下4個人堅守，其次是我們進行滅蟲
時不能穿上防護衣，因為穿了防護衣就會引起注
意，其他人會知道這間房出現衞生問題，如果讓這
些住板間房、劏房戶的房東知道，他們（租客）會
被趕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倩）「香港人道年獎」的得
主都是弱勢社群黑暗中的明燈。任職護士的梁順華工作
之餘，積極關注傷病者的身心靈健康，她小時候在大澳
居住，從小就跟父親到區內探訪無依的長者。去年第五
波新冠疫情期間，在離島居住的她切身感受到疫情下偏
遠地區缺乏支援的狀況，故主動組織義工隊幫助大澳區
內的獨居長者。除了宣傳防疫資訊及物資派發，她還關
心到長者的情緒需要，「對他們而言，一句關心的說話
能夠撫平他們內心的不安，這比起派發任何物資都更為
重要。」
最令梁順華印象深刻的是一對年近90歲的夫婦，

「他們因年齡太大行動不便，但這對老人又無人照顧，
我就過去幫他們做快測，安撫他們的情緒，在物資短期
的情況下，耐心聆聽這些人士的心聲，令他們不感到孤
單、無助，尤其重要。」她說，「那段時間我們不眠不
休，能給他們帶來幫助，都是值得的。」即使目前，疫

情受控，她仍不時探望這批獨居長者。

非洲律師支援在港難民
Aimé Girimana來自非洲東部國家布隆迪，是當地
的一名律師。他於2004年來港尋求庇護，獲得難民身
份，並在2013年成為首位在港合法工作的難民。這些
年來，他一直積極支援在港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同
時希望能改變社會對他們的負面標籤，「不同背景及
國籍的難民，也有權獲得別人的信任及尊重。……我
們背負不同的經歷來到香港，只求一個安身之處，如
果大家願意聆聽我們的故事，或許會有全新的看
法。」
在新冠第五波疫情期間，這些在港難民情況更無助，

他形容他們的處境十分艱難，「當時有搶購潮，超市的
貨物架全是空的，他們買不到食物，也沒有任何物資分
派給他們，在接種疫苗方面也是信息不通。」

◆梁順華工作之餘，積極關注傷病者的身心靈
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Aimé Girimana（左）一直積極支援在港難
民及尋求庇護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周鴻揚眼見罕見病患者難以得到適
切支援，故招募義務團隊並出書以喚
起社會大眾對罕見病患者的關注。

◀周鴻揚成立「香港滅蟲研究行動
組」，親身到基層家庭參與滅蟲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