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2023鄉情．鄉韻．鄉戀海南省演藝集團文藝演出

活動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社聯部副
部長黎寶忠，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郭
長勇，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李功勛，
海南省演藝集團董事副總經理胡海蘭，立
法會議員顏汶羽、楊永杰、林素蔚、林振
昇，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出席領導包括會長
李文俊，創會會長張泰超，名譽顧問黃
國，主席兼秘書長莫海濤，常務副會長蔡
敏、韓陽光、符茜、李秉湧、王有靈、簡
昌國、吳榮堃、陳美思。

李文俊：文化盛宴 走近海南
李文俊致歡迎辭表示，香港和海南，

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商緣相連。目前，
旅居香港的瓊籍鄉親有40多萬人。作為

香港四大同鄉社團之一，多年來，香港海
南社團總會始終高舉「愛國愛港愛鄉」的
鮮明旗幟，積極發揮「超級聯絡人」作
用，堅持開展節日歡慶晚會、愛心送溫
暖、返鄉考察團等活動，為聯誼鄉親、凝
聚鄉情作出巨大努力。此外，總會在堅定
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助推海南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
揮了重要作用，工作成績得到了香港中聯
辦的多次肯定和表揚。

他續說：「本次文藝演出，彰顯出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高度的社會責任擔
當。本次演出節目包括瓊劇、竹竿舞、
海南方言歌曲等等，具有濃濃的家鄉
味、海南情，是一場十分精彩的『文化

盛宴』，一方面讓各位旅居香港的海南
鄉親們，都能感受到那份久違的『鄉
愁』，並以『鄉愁』為情感紐帶，匯聚
起創業的磅礴力量。另一方面，也為香
港國際大都市注入多元文化元素，讓香
港通過民俗文化節目，更深入地了解、
走近、讀懂海南。」

胡海蘭：優秀演出 共敘鄉誼
胡海蘭致辭表示，在香港即將迎來回

歸祖國26周年的歡欣時刻，海南省演藝
集團能將祝福和鄉情鄉音帶到這個迷人的
東方之珠，參與由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主辦
的文藝演出，感到十分榮幸，並倍感驕傲
和自豪。她介紹，海南省演藝集團是由海

南省委、省政府為推動海南省演藝資源的
有效整合、激發創新創造能力、培育壯大
骨幹文藝企業，提高海南自貿港演藝事業
產業發展水平而組建的文化集團。擁有海
南省歌舞團、海南省民族歌舞團以及海口
市藝術團三大院團，是海南對外文化交流
的重要力量。海南的鄉親無論身居何處，
心都是緊緊相連的，這次活動集合優秀的
演藝力量，體現了海南省委省政府對是次
活動的關心和支持。集團亦準備了歌舞、
男生獨唱、瓊劇等一系列的節目，共敘情
誼。

隨後主禮嘉賓進行具海南文化特色的
敲樂儀式，演出正式開始，獻上了一場豐
富多彩的海南特色演藝盛宴。

日前，「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6周年—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2023鄉情．鄉韻．鄉戀 海南
省演藝集團文藝演出」假北角
新光戲院圓滿舉行，活動致力
於在香港講好海南故事，為深
化瓊港合作貢獻力量，更讓各
位旅港瓊籍鄉親歡聚一堂，共
同感受家鄉風情，暢敘桑梓情
深，活動節目精彩紛呈、充滿
濃厚的海南文化氣息，吸引了
逾千名同鄉、市民進場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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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進行具海南文化特色的敲樂儀式，宣布演出正
式開始。

▲部分文藝節目集錦。

▲謝幕時，嘉賓和演藝人員合影留念。

▲逾千人觀看文藝演出。

工聯促修例引入抗癌國藥
晚期病人用藥後好轉 較標靶藥平半減負擔

內地醫藥技術日新月異，價廉物美，澳門

特區已於前年修例引入，香港卻要求內地等

地區的藥物至少獲兩個特定的歐美國家註冊

才能供港，絕症病人只能使用昂貴西藥，基

層絕症病人面臨「無錢無命」的困境。大腸

癌病人李太昨日在工聯會記者會上分享經歷

說，她幾經周折獲得國藥最新抗癌藥治療，

病情逐漸好轉，較標靶藥便宜一半；卵巢癌

病人陳女士無力負擔昂貴抗癌藥，期望特區

政府早日「鬆綁」引入國藥。工聯會促請政

府仿效澳門，盡早修例引入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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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 刊

團體辦「共識會議」邀青年探討消費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政府已連續三年向市民

發放消費券，但坊間對消費券的爭議一直沒有消停。
MWYO青年辦公室參考審議式民主的「公民共識會
議」概念，將於8月聯同4名立法會議員洪雯、梁毓
偉、張欣宇及楊永杰，舉行以消費券為題的「共識會
議」，希望可以將青年的討論成果帶入議會。洪雯表
示，MWYO舉行的共識會議是民主式的探索過程，採
用很多創新的方法傳達了青年的聲音。
「共識會議」參考了「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中「公民共識會議」的概念，即讓公民就
一項議題，經過認識和理解後，與不同意見者進行理性
對話，在相互辯論後，得出共同可以接受方案，其中以
討論和協商為核心。根據計劃，活動由即日起至6月30
日，招募18歲至40歲青年參加，參加者需於兩個月內

閱讀由主辦方提供的資料，深入了解消費券計劃，再於
8月初一連兩日的論壇與專家交流，並尋求共識。最終
建議將由議員透過立法會等渠道反映。
「今年派發消費券是『直升機式灑錢』，只有短期刺

激作用，不能從根本改變市民的生活水平。」洪雯坦
言，她自己對派發消費券有「既定立場」，但並不影響
她聽取來自市民的不同看法，「第二期的消費券即將派
發，正是很好的時機聆聽青年的聲音，看看他們對消費
券的看法，也可以讓我有新的角度思考。」
「政府應視乎當時社會經濟環境，來決定是否發放消

費券，也應探討是否有創新性的發放模式，來滿足市民
日常生活需求。」梁毓偉表示，現屆政府增加不少渠道
讓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期望共識會議這個新的模式，可
就政府將處理的公共事務進行討論和提出建議，並鼓勵

青年在理性討論的前提下加強參政議政的質量。
楊永杰認為，這次共識會議亦有別一般的地區諮

詢，從以往的地區工作中，了解到市民對公共事務討
論有興趣，但缺乏平台學習及作相互討論，令表達意
見大多只以自身意願出發表達「想與不想」，非「應
不應該」，共識會議需考慮各方的因素，再作出判
斷，可幫助年輕人對公共事務加深認識，希望這將來
也能於地區實行。
之前參加過會議的張欣宇表示，「共識會議」可以找

到共識點，他已把上次會議的具有質素的成果帶入議
會，「期望與青年在多元化的討論當中換位思考，從而
得出有代表性的意見。」
負責是次活動的MWYO青年辦公室社區及外展經理

陳凱穎表示，上次共識會議討論港鐵票價的反映熱烈，
透過問卷分析參加者有效提升對公共議題的認識及政治
人物的信任，希望這次聯同4位議員合作，把更多與青
年的討論成果帶入議會。

◆左起：楊永杰、張欣宇、洪雯、梁毓偉、陳凱穎。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熹 攝

大腸癌病人李太2017年開始出現腹痛及消瘦，最後
突然暈倒後入院檢查，證實患上第三期大腸癌，

接受手術和治療後病情仍持續惡化，癌細胞擴散，病情
惡化至第四期，2020年被公立醫院醫生告知已藥石無
靈、生命進入倒數期，並轉至寧養病房護理。
「手術和化療很辛苦，不停脫髮，完全沒胃口進
食。」李太子女和家人不願讓她「等死」，多方打聽
後將她轉至私家醫院，並接納醫生建議，開始服用內
地藥監批准、副作用少的化療國藥，「除了頭一周有
少許關節痛外，胃口及和身體明顯變好，而且沒再掉
頭髮。」
原先長期臥床的李太身體逐漸好轉，近期甚至能與
家人外出旅行，「這個國藥好有效，且價格每月2萬港

元，比西方標靶藥便宜一半。」她希望國藥能盡快供
港，令晚期腸癌病人受惠。
陳女士於2020年9月上旬證實患多復發性第三期卵巢

癌，第一期的化療需同時服用標靶藥，幸好獲關愛基金
資助，但扣除資助後仍對家庭經濟造成沉重負擔。其
後，她病情再度轉差，要進行第二期化療，約20萬元的
初始費用，令已捉襟見肘的家庭經濟雪上加霜。
她屢次考慮放棄治療，但不想子女失去媽媽，因此
希望政府引入廉宜的同類國藥：「標靶藥很貴、毒性
很強，副作用讓我長期不適。國藥除了副作用較少
外，也便宜很多，且更適合亞洲人體質。」
香港藥學會前會長鄺耀深表示，由於國藥只獲內地

藥監局批准使用，未合資格供港，如想取得相關藥
物，就需參與指定病人計劃專門申請。過去5年，內地
市場有75種新的抗腫瘤藥上市，但受本港藥物註冊制
度所限，剝奪了病人治病的機會：「多選擇才可令市
場有健康競爭。現在內地的醫藥研發已發展成熟，不
少針對亞洲人體質及較其他地區常見的病患已有了相
應國藥，獲內地藥監局批准在內地銷售，反映醫藥界

的認受性及安全有效。」

「國藥港用」助灣區產業融合發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若透過指定病人計劃

獲得藥物，需要逐一申請，最快也需3個月，長則9個

月至1年，「但癌症治療刻不容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認為，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優

化本港藥物註冊制度，包括仿效澳門、盡快修例，容許
國藥在港註冊，實現「國藥港用」，既可惠及病人，亦有
助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產業融合發展。

◆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仿效澳門，盡早修例引入國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