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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冊登記逾36萬人歷來最多
每日仍逾2000人輪候移植供不應求 宗教團體：以軀體遺愛人間符宗教思想

器官移植是一些器官衰竭患者延續生命的

唯一希望。昨日是器官捐贈日，根據醫務衞

生局數據，現時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已有

超過36萬人登記，今年登記的人數是歷年

來最多，然而目前香港每日仍有逾2,000人

輪候器官移植，仍是供不應求。其中，「死

後需保全屍」的宗教輪迴觀念是器官捐贈障

礙之一，多個宗教團體昨日為糾正該部分市

民的想法，表示當人已經不能再在世上做善

事時，用軀體做最後一次善事，遺愛人間，

符合各宗教的思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多項輸入人
才計劃，目標每年吸納3.5萬人才來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通過「高才通計劃」來港的
大部分人才來自內地，其中兩成人申請時正身處海外，而透
過C類輸入人才計劃、即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的申請者，有
四成申請者是在海外知名大學畢業。被問到會否公開申請人
的來源地名單，孫玉菡直言意義不大：「大家關心的是他們
來自什麼行業，香港僱主需要知道他們的背景。」
孫玉菡表示，「高才通計劃」來源廣闊，撇除來港人才的

國籍身份，若以其申請時身處地統計，約20%人身處海外，
很多在歐美讀書或工作，他們都樂意來香港。「尤其我們看
『高才通計劃』C類申請者，即年輕、畢業不久、工作經驗
不超過三年者，約四成申請來港前身處海外，約六成身處內
地。這正好反映『高才通計劃』除吸引大量內地優才外，對
很多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人士亦有很大吸引力。」
他提到，多數C類申請人較年輕，「年輕的外來人才對住
屋的要求未必高」，而本地市民亦要面對龐大住屋壓力，因
此不考慮為外來人才提供人才公寓一類的特殊待遇。

七成「高才通」申請者從事金融創科貿易等
「『高才通計劃』是以人才為本，他們來港後有兩年找工

作或創業，過後我們才會續簽其簽證（/註）。在他們提交申
請時，我們有詢問來港前的工作。申請者中約七成與從事金
融、創科及貿易等有關，這些均符合香港需要。」孫玉菡
說。

他表示，往後隨着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人才辦）成立，
政府會更好追蹤，了解來港人才最終於何處就業、從事什麼
工作等。人才辦早前已進行首場線上工作配對，尤其與保險
界的合作反應很熱烈、很成功。「未來我們會與其他行業合
作，最重要是用好人才，他們來港後想找工作，本地僱主則
面對人手不足、希望招聘，通過政府與不同業界分別舉行各
類配對活動，更好發揮人才來港後的力量。」
吸引身處海外的港人回巢亦是人才辦工作重點。孫玉菡

說：「我們一直與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合作推廣香
港，吸引人才，除外來人才外，亦可招攬當地香港人。或許
他們離港甚久，未必很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我們希望打動
他們重回自己的故鄉，為香港打拚。」

勞福局：將招攬海外港人回港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中九龍幹線連接油麻地、土瓜
灣到啟德、九龍灣，其中一段
走線位於油麻地甘肅街地底，
與加士居道天橋重疊，故須重
置天橋及拆卸天橋貫穿的油麻
地停車場大廈，歷時兩年半
後，路政署終於成功完成拆卸
工程。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
局長林世雄昨日在網誌表示，
中九龍幹線將可如期在 2025年
通車。
林世雄表示，加士居道天橋
每天有5萬多車次駛過，如何在
盡量不影響交通情況下完成拆
卸，難度極高，「現實中的工
程不能綵排、演練，幸好現今
科技先進，工程團隊在兩階段
工程進行前，都採用建築信息
模擬技術，在電腦虛擬環境中
模擬整個拆卸及重置流程。」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完成拆卸
首階段的拆卸工程終於順利
在2021年 8月 31日完成，重置
後的天橋已於今年5月初全面開
通，交通已經改道。中九龍幹
線的其中一個里程碑式進展是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的拆卸工
程，亦已於今年9月初完成。
他表示，儘管在繁忙市區進
行拆卸工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
戰，但路政署中九龍幹線的工
程團隊亦能迎難而上，順利完
成拆卸油麻地停車場大廈，並
正全力進行地下隧道工程，讓
幹線如期在2025年通車。
林世雄表示，中九龍幹線現
正全速興建，將連接西九龍的
油麻地交匯處和東九龍的九龍灣
道路網。建造團隊正進行第二階
段工程，拆卸停車場大廈的剩餘
部分，及貫穿停車場大廈的一
段、原有加士居道天橋部分。
「在第二階段拆卸工程中，
大廈剩餘部分與重置後的天橋
之間，最短距離僅得約 2.5
米。」林世雄表示，為防止拆
卸工程有碎石墜落天橋範圍，
工程團隊再次以切鋸方法拆卸
最接近天橋的大廈牆壁、支
柱、橫樑和地台。鄰近天橋的
部分棚架，亦由傳統竹棚改為
金屬棚架，「更有效抵擋拆卸
期間可能產生的碎石，亦更能
抵禦惡劣天氣及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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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在京港青獲任入境處青年大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入境事務處青年大使計劃」委
任儀式昨日在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
事處（駐京辦）舉行，8名在京優秀港
青獲委任為入境事務處青年大使。主
持儀式的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峯致辭
時表示，希望青年大使好好把握培訓
機會，不斷學習並增進對入境處政策
和程序的了解，成為入境處的「專
家」，更好地向公眾推廣和介紹入境
處工作；希望青年大使成為兩地青年
交流和合作的橋樑，代表香港青年發
聲，促進兩地青年間的交流和合作，
並向所有人說好香港故事。為香港，
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郭俊峯勉做好推廣工作
入境事務處青年大使計劃旨在為香港發掘並培育更多有承
擔、有理想，願意為國家和香港未來而奮鬥的青年人才。獲
委任的青年大使將憑藉自身的社交網絡，協助發放及傳遞入
境處相關的資訊及最新動態。8名獲委任的青年大使將會在一
年的任期中接受入境處提供的多元化培訓，包括參觀、工作
坊、交流計劃、工作體驗日和實習等。
郭俊峯在委任儀式上表示，透過與駐京辦入境事務組的互

動交流，青年大使可更了解特區政府的運作和入境事務處的
工作。他期望該計劃能夠拓寬青年大使的視野，亦可為香港
增添愛國愛港的青年力量。

首重具有愛國情懷
他強調，青年大使需要具備多方面素質和能力。首先也最

重要的一點，必須具有愛國情懷，願意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
而奮鬥。另外，還要具備良好的溝通和表達能力，可清晰、
生動地傳達信息，使公眾能夠易於理解。同時，還需要具備

領導能力和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在宣傳活動中能夠與團隊
成員緊密合作，共同完成任務。
在京生活八年的青年大使之一陳嘉雯表示，在內地的生活

經歷令自己很有信心勝任入境處青年大使一職，同其他青年
大使一起協助更多初到內地的港人融入北京生活。
她介紹，除了協助發放及傳遞入境處相關的資訊及最新動

態，青年大使還將承擔其他幾項任務，要通過與駐京辦入境
事務組的專設溝通渠道，向身邊有需要的港人提供及時的個
案轉介和協助；透過在內地建立的朋友圈，協助入境事務處
向有志赴港發展的人士提供相關入境手續申請辦法，加強特
區政府招募人才成效；以青年人的角度把握不同地區之間的
文化交流機會，為祖國的繁榮與發展作出貢獻。
是次活動由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協辦。會長馮國佑

表示，該計劃有助於讓青年大使深入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運
作及入境事務處的業務範疇，將有力促進香港和內地青年間
的交流與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慢性疾
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於明天起接受巿
民報名參加。對計劃初期有超過300
名醫生參與，署理醫務衞生局局長李
夏茵認為反應已經很踴躍，因為計劃
為期3年，預計之後會有更多醫生參
與，「現時在技術上仍然有可以改善
的地方，例如對電腦系統進行改善，
讓醫生在登記時沒那麼繁複、更容易
進行，相信在改善後會有更多醫生登
記。」

料20多萬人參與
她表示，該個為期 3 年的先導計

劃，目標有 20多萬名市民參與。至
於每名醫生可以收治多少病患則因人
而異，目前對計劃感到樂觀，相信可
以順利進行。

「慢病共治」明起接受市民報名

醫務衞生局、衞生署及香港電台昨日合辦「器
官捐贈日2023」慶祝活動。署理醫務衞生局

局長李夏茵致辭時表示，很高興愈來愈多公眾加入
器官捐贈的行列，現時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有超
過36萬人，「人數比歷年都要高，登記器官捐贈的
人數趨勢也漸增。」
宗教信仰和傳統觀念是部分人不接受登記器官捐
贈的主要因素，例如「死後需保全屍」的宗教輪迴
觀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等觀念，她
強調，無論是在宗教方面或文化上，器官捐贈都是
把大愛遺留在人間，希望可以延續生命，又相信整
個香港社會對於器官捐贈和器官移植的意識亦有所
提升和正面地受影響，希望這個風氣持續，令更多
人接受器官捐贈和移植。
多個宗教團體代表在活動上糾正市民觀念。香港
道教聯合會副主席黃任賢表示，捐贈器官符合道教
精神，「道教重視人在人間的修為、人做的善事對
重生有很大影響，當人已經不能再在世上做善事

時，用軀體做最後一次善事，遺愛人間，是符合道
教精神。」
孔教學院常務副院長高百鳴表示，「『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是叫人活在世上時好好對待自
己，如果有糖尿病還堅持吃高甜食物，這才叫傷害
身體、違背宗教信仰。」但死後捐贈器官沒有抵觸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

器官受贈者：將大愛延續

2014年感染豬流感、隨後又患上支氣管擴張的惠
霞是一位器官受贈者，她很感謝有心人的器官捐
贈，「換肺之前，我24小時都需要用住呼吸機，現
在生活已經回復正常，我亦非常珍惜這位有心人給
予我的第二次生命。」
她說，正因自己接受了大愛，明白器官捐贈對危

在旦夕病人的重要性，故希望將大愛延續，「現在
我和家人都登記了器官捐贈，希望將愛傳遞。」

彭太太的丈夫去年因腦溢血突然離世後，她同意
將丈夫的器官進行捐贈，但女兒反對，「當時我的
兩個兒子、丈夫的妹妹都接受這個決定，唯獨女兒
不太接受，但經過我、醫生和她溝通後，全家人最
終達成一致的決定，將丈夫的器官捐贈出去，現在
他的肺也拯救了一個患者，女兒得知受贈者現時重
獲新生、身體恢復健康後，也慶幸我們當年的決
定。」

◆圖為已拆卸的油麻地停車場大廈原址及重置的加士居道天橋（東
段）。 林世雄網誌圖片

◆郭俊峯（左六）與入境事務處青年大使等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孫玉菡﹙中﹚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講解「高才通計劃」。

◆李夏茵對
「慢病共
治」計劃
感樂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攝

▲ 器官受贈者惠霞﹙左﹚希望將大愛延續。彭太太
﹙中﹚慶幸一家人的決定能幫助受贈者重獲新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攝

◀「器官捐贈日2023」慶祝活動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