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月：邁出第一步 天地不一樣
胡月憶述，地震後見到很多人離世，

當年12歲的自己「特別想活下來」，
故毅然決定截肢，但術後卻遇到骨刺、
皮膚過敏等問題，幸得到香港專家支
援，安排來港做手術，更一直耐心友善
陪伴，「像天使一樣來到我身邊。」
左腳穿戴着義肢，胡月在青春期也面

對過心理困擾，害怕給人看到，但又
覺得其他穿義肢在街上的人很勇
敢，後來她終於穿上短裙逛
街，得到很多陌生人的善意
讚揚「好Cool」，「發覺

以前都是自己的心結，打開後回想過來
只是很小的挫折，只要邁出第一步就會
有不一樣的天地。」現在，她經常在社
交媒體分享自己穿着義肢跑步、踏滑板
的經歷，又擔任一義肢公司的大使，獲
得廣泛網民的關
注。

◆ 胡 月 表
示，只要邁出
第一步就會有
不一樣的天
地。

◆ 胡 月
現時不但
可 以 走
路，還可
以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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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導致數以萬

計的同胞嚴重傷亡，不少遭瓦礫壓傷的兒

童少年為了保命而需要截肢。為幫助他們重新站

起來，香港特區醫療團隊震後隨即參與內地專家的支援工

作，特別是製作義肢和持續的康復治療，讓這些年輕人能如同一般

人正常健康成長。3名受助的女生黃思雨、胡月、魏雲露昨日在香港

參與分享會，以自身故事鼓勵香港年輕人。十五年間，她們經歷過

截肢後遺帶來的身體苦楚和心結，但在香港專家和身邊人支持下，

她們克服重重心理難關，勇於穿上短裙短褲，展示穿上義肢的自

己，更成為網絡紅人和義肢公司的模特兒，鼓舞其他殘疾人士，積

極向社會傳播正面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川震截肢活下來活下來

特區政府民
政及青年

事務局聯同中聯
辦青年工作部，
昨日舉行「四川
地震『站起來』
分享會」，邀請
汶川地震時尚就
讀小學的3名女
生，向香港青年
分享她們重新站
起來的經歷和體
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黃思雨、胡月和
魏雲露口中的「何叔叔」何錦華，是香港義肢矯
型專家，是「站起來」計劃代表之一。他昨日在
分享會上憶述，2008年汶川地震後，香港的骨科
醫生、物理治療師等隨即組成義工團隊前往四
川，希望利用自身專業支援災民。十五年來，他
陪伴了一個又一個受災截肢兒童成長，如今已像
一家人經常互相問候分享。包括是次參與分享3
位女生在內，震後兒童們的經歷演活了「沒有不
可能」的真諦。他們面對逆境從不放棄，今天更
積極以不同的方式幫助其他殘疾人士創造出正面
的人生，「從他們身上學到好多好多。」
汶川地震後，何錦華經常往來川港兩地支援截
肢兒童，更長住在四川數年。他表示，團隊曾幫
助的兒童中最小只得3歲，但不論如何辛苦，也

從沒有人放棄，以是次參與分享的3位女生為
例：她們在初配義肢學習走路時，在乾冷天氣時
經常出現水泡、破皮等情況，但她們從沒埋怨往
後看，心態非常好，面對逆境最終重新站起來，
讓團隊成員明白到堅持的可貴。
他坦承，多年的投入精神體力消耗都很大，只
得一步步慢慢來，一個一個義肢製作和調節，過
去他曾多次擔心體力而想停下來，「但每次我想
放棄，電話就響了，就是他們打來說需要幫忙。
他們那麼辛苦也不放棄，為何我要放棄呢？我知
道這就是我能做的，所以一直做到現在。」
看着3位女生長大，何錦華笑說，多年相處，
大家已像一家人般，自己心中仍覺得她們是小孩
子，也說不出來太多成長感受。不過，女生們今
天創出的成績，尤其是以自身經歷幫助其他殘疾

人士的工作，絕對是他在十五
年前想像不到的。醫療康復團
隊只是輕輕扶了一把，最重
要是她們積極面對、從沒放
棄，活出了「沒有不可能」
的人生。
何錦華又勉勵在場香港青

年，人生遇到困難感到疲累
是正常事，如同截肢後要坐輪
椅，但對年輕人來說，不能夠
依賴輪椅，而是應努力復康學
習使用義肢，甚至要強迫自己走
出第一步，克服了，就能順利走
下去，發現「站起來」的視角與坐
着並不一樣。

港專家：活出「沒有不可能」人生

義肢勇士站起來站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麥美娟在昨日活動致辭表示，十五年過去，汶
川災區已重建，災區同胞走出陰霾，重過自己的生
活，但兩地同胞那份血濃於水的情誼永恒不變。
麥美娟表示，這次的分享會意義很重大，她能參與其

中，心情萬分激動。在汶川地震後，香港各界人士除捐款
外，更積極運用自身專業才能協助當地同胞，有的參與了抗
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工作。十五年來，香港醫療團隊持續為傷
者治療和跟進傷員，為地震傷者安裝義肢和提供訓練，讓他們
重拾活動能力，繼續追求他們的人生目標。
她說，從3名來自汶川的分享嘉賓面上的笑容，看到她們充
滿了自信和陽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們積極參與不同活
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是次跟香港的青年人分享自身「站起
來」的奮鬥經驗，對香港青年肯定是很大的啟發。

宋來：港團隊至今為內地培訓逾千醫護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宋來表示，震後香港援川工作展示了川港情濃十五

年，以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大愛。他提到，「站起來」香港醫療康復
團隊，至今為內地培訓1,000多名醫護人員，進行了兩萬次康復服務，並幫
助200多名傷員站得更高走得更遠，包括有傷員成為了歌舞團員展示才華，
還有人出任公務員，以不同方式服務大眾。

麥美娟：兩地同胞情誼永不變

◆麥美娟

◆宋來

魏雲露：社交平台為「同路人」解惑
魏雲露在震後被送往廣州兒童醫院，是香港團隊接觸的第一批
受災兒童。她提到自己獲救時左腳受創甚深需要截肢，後來因傷口
和骨刺問題要再做一次截肢手術。家人和朋友對她的幫助很大，當
她穿上義肢後會待她如常人，幫助她自立，是很大的鼓勵，更讓
她能正視自己的身體，不再抗拒穿短裙，自然地露出義肢。
對香港專家們十五年來一直不求回報幫助截肢災民，雲露大為

感動，更從中受到啟發，擔任一義肢公司的模特兒，又在社交平
台努力為有截肢需要的人解惑，收穫了不少「粉絲」。
她說，一些病人如不截肢可能要長期臥床，截肢反而可帶來重

新站起來的機會，希望能以自身相似的經驗幫助病人，並向生活
中面對壓力的人，帶出「活着已經很好，不要對自己太苛刻的」
信息。

黃思雨：感激專家帶給勇氣
黃思雨當年曾在瓦礫中被困，需自行鋸走
腿部始能獲救，傷口狀況較差，一度令她長
期面對身體病痛。她說，香港醫療團隊曾每
星期派員到校幫助訓練，助她康復打好基
礎，2016年更安排她來港做手術處理感染後
遺，對他們無私的幫助非常感恩。
身體的治療固然重要，一眾香港專家更關注
到傷者的心理健康，協助思雨打開心結。思雨
憶述，自己高中時由傷殘學校轉至普通學校，
全校只有她一名殘疾人士，沒太多配套支援下，
她於校舍中走樓梯非常吃力，更變得有點心理不

平衡，害怕別人看
到自己走路的姿
態。香港的專家團
隊不單耐心鼓勵，
又 帶 她 去
Shopping，不斷
讚她穿短裙好好
看，給她勇氣抬頭
迎接別人目光，
「讓我明白到別人
並不是想像的惡
意，一直困着自己的只是自卑心態，只要一點一
點離開黑暗的角落，我也可以發光發亮。」

港醫療團隊災後長年支援傷者 3受助女生參與分享會鼓勵港青

◆黃思雨抬頭迎接別人目
光，早年曾出席單車籌款
活動。

◆ 魏雲露在震後被送往廣
州兒童醫院。

◆ 魏雲露
不再抗拒穿
短裙。

◆ 3名受助的女
生 黃 思 雨 ( 左
二)、 胡 月 ( 左
三)、魏雲露(左
四)昨日在香港
參與分享會，以
自身故事鼓勵香
港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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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昨日表示，港方正
在與深圳市政府商討，研究新的檢查模式
提升通關效率，包括使用「合作查驗、一
次放行」模式過關。同時，雙方會積極研
究使用創新的出入境安排，便利日後在新
田科技城和深圳科創園區港深兩地創科人
員往來。本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巿融
合發展加速，採取更便利高效的通關安排
勢在必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
模式並非新鮮事物，經實踐已證明行之有
效，本港需要「追落後」，加緊與內地有
關部委商討，盡快實施有關的安排，更便
捷兩地人才交往，還要大膽採用其他創新
通關模式，促進灣區協同發展。

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快馬加鞭，優化通關安
排、令人員往來更便捷是大勢所趨。本港近
期熱議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被視為
較「兩地一檢」更創新的通關模式。在此通
關模式下，出入境雙方的自助通道將在兩地
口岸邊界線上並排建立，旅客只需排一次
隊、檢查一次證件就可經過出入境雙方的檢
查區域，完成兩地的出入境手續。

其實，2021 年廣東省政府發布的《中國
（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十四五」
規劃》已指出，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
在橫琴口岸設立澳門口岸區及相關延伸
區，就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新型
通關模式。同時，深化粵港澳口岸通關便
利化改革，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便
利化水平。「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已經
在珠澳多個口岸運作成熟，為旅客提供高
效快速的通關服務。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
祥表示，「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在
港珠澳大橋、橫琴新口岸及青茂口岸的實
踐中得到了檢驗和完善，證明該創新模式
成熟且效率更高，不僅省時也節省人手和
用地。目前，粵港較多口岸仍採取「兩地
兩檢」模式，即使深圳灣口岸與廣深港高
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模式也已落後了
不少，建議粵港新口岸或改造舊口岸時優
先應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等創新模
式。既然珠澳早已實施「合作查驗、一次
放行」模式，通關更快、體驗更好，本港
不能再坐而論道，須坐言起行，加快與深
圳方的商討，盡快實行。

大灣區融合發展如火如荼，「北部都會
區」規劃成形、穩步推進，這些發展規
劃、構思都強調跨境融合、創新合作。兩
地人才自由交往流動，是助力大灣區、
「北部都會區」融合發展、創新驅動的應
有之義，通關模式更要突破創新。有建議
在河套高新科技區建立一個「福鄰小口
岸」，讓在河套高新科技區工作、每天來
往內地的人才，預先登記認證，可直接來
往兩地而無須作任何檢查，但相關人員只
能在河套區活動。此建議與近日開始在橫
琴口岸試點推行的「常旅客」計劃異曲同
工，「常旅客」計劃也是讓經常往返琴澳
兩地的商務公務人員、澳門高校職工等人
才便捷出入境。只要能提升通關效率、促
進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通關模式，本港都應
積極與中央、粵澳政府探討合作，在法律
法規作出調整配合，促進融合發展。

以創新通關模式 促灣區融合發展
外管局公布上半年外資淨買入內地債券790億

美元，其中6月淨增持110億美元，是連續兩個
月有資金流入。外資持續穩步配置人民幣資產，
用真金白銀對內地經濟投下信心一票，說明內地
資產可對沖美元不穩的風險。香港作為國家的國
際金融中心，在兩地市場互聯互通、豐富境外人
民幣投資產品方面不斷推進，可以很好地發揮外
資投資內地的橋樑作用。香港應持續將金融體系
做大做強，保持金融穩定，助力國家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提速。

根據外管局數字，上半年外資扭轉去年淨賣出
內地債券的趨勢，單在上季就淨買入內地債券
585億美元，顯示外資投資內地債市有穩定和可
持續增長空間。在當前非常不明朗的全球經濟環
境下，美元獨大的地位備受衝擊，大部分機構都
在分散資產的風險。由於內地經濟、政策周期與
美國不同，內地資產是很好的分散投資風險的
「避風港」。

內地經濟結構近年不斷調整，內需消費在國民
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內地儲蓄率在全球仍
處於較高水平，有助中長期經常賬戶順差保持合
理均衡。今年以來，內地外匯市場運行總體平
穩，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中
有升，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
本穩定。

美國為壓抑通脹大幅加息，西方有聲音以中美
息差擴闊為由，看淡人民幣資產。國家外匯管理
局局長潘功勝上月在第十四屆陸家嘴論壇上指
出，以兩年期國債收益率減去「核心 CPI」衡
量，內地的真實利率處於 1.7%左右，與大幅加
息後的美國真實利率相當，並顯著高於德國、日
本等發達經濟體，具有良好的保值能力。

同時，外圍股市雖然表面上升至高位，但前景
非常不明朗。不少金融機構都預測「美國經濟或
面臨溫和衰退」，加上美聯儲加息周期接近尾
聲，美元走強難以持續。與此同時，內地長期堅
持穩健貨幣政策，金融周期相對穩健，不跟隨美
聯儲「大放大收」，不搞競爭性的零利率或量化
寬鬆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內地資產自然持續得
到外資青睞。

香港近年雖然備受疫情和外圍不穩定因素衝
擊，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穩固，經濟更已
從谷底反彈；在中央支持下，香港跨境人民幣投
資的金融基建更完善。現時內地與香港市場互聯
互通機制不斷深化，滬深股通、債券通、理財
通、ETF通與互換通等投資渠道有很大的擴容、
優化空間，增強香港抵禦外圍風險的能力。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日表示，內地相關部委
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全力支持香港在離岸人民幣方面的發展，
日後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仍有很多空間。市
場估計兩地互聯互通未來可能伸延至保險、商
品與期貨等市場，持續為香港金融市場注入活力
與動能。

環球資金為分散投資風險，積極購買人民幣債
券和資產，勢必激發對人民幣投融資的更大需
求。香港是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更應發揮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競爭優
勢，大力豐富包括人民幣債券在內的各種人民幣
投資產品，吸引國際資金把香港作為投資人民幣
資產的首選平台，既為香港金融業發展開拓更大
市場空間，也有助增強人民幣在國際資本市場的
投資使用功能，香港金融業發展大有可為、前景
無限。

外資看好中國經濟 互聯互通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