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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醫馳援災區獲衞健委表彰
冀「港隊」獲國際認證 可與「國家隊」並肩「走出去」搜救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在土耳其7.8級大地震

中，派出特區救援隊遠赴當地協助救援，衞

生署顧問醫生范婉雯亦帶領4人醫護小隊隨團

協助搜救，早前她榮獲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全國援外醫療工作先進個人」表彰。范婉

雯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等傳媒訪問時表示，

該項榮譽屬於整個救援團隊，她此前在北京

表彰典禮上與國家援外醫療隊的精英交流獲

益良多，希望香港特區救援隊早日獲得國際

救援組織認證，與國家醫療隊並肩拯救世界

不同地方、角落的生命，「勳章背後刻的十

六個字：『不畏艱苦、甘於奉獻、救死扶

傷、大愛無疆』會永遠激勵着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范婉雯帶領的醫護小隊去年2月參加香港特區救援
隊到土耳其地震災區協助搜救，醫護小隊主要

是為特區救援隊提供醫療支援，包括預防傳染病工
作、出發前為救援隊成員進行身體檢查、在心理健康
上提供支援等。由於香港特區救援隊仍未獲國際救援
組織認證，故未能提供即場治療服務。不過，當消防
救援隊在災區發現有生命氣息、並確保安全的情況
下，亦會讓醫護小隊前往救助，「例如當倖存者救出
來的時候，我們會幫他遮住眼睛以防受到強光的傷
害、幫有骨折的倖存者進行肢體固定，以讓其移動時
更安全，還有在倖存者缺水時，為其進行血管注射以
補充水分等。」
她指出，災區的救援工作種類繁多，並非所有的工
作都需要認證，「例如搜救隊不需要認證，但大範圍
搜尋倖存者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很多醫護人
員、醫學生可能會有點誤解，認為援外人道工作需要
會『截肢』等工作，其實不然，任何崗位都可以做很
多事情。」

學生看宣傳片 感震撼領會深
為讓醫護人員、醫學生對援外人道工作有更深的了
解，范婉雯說過去一年來，衞生署和消防處、災難醫
療學會、多間大學的醫學院合作，開展一系列分享
會，「我睇到有學生睇咗消防處一條宣傳片之後，覺
得非常震撼，會有好深刻嘅感受。」她續說，連同消
防處開展的分享會有逾十場，其中醫護隊佔五六場，
「每一場都有百幾人參加，加上線上嘅人數則更多。」
對於榮獲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全國援外醫療工作
先進個人」表彰，范婉雯表示，今次獲表彰對她意義
非常重大，「非常感謝國家對我、以及我們團隊嘅認
可。」

她又指，這次赴北京出席表彰大會，她認識了很多
國家援外醫療隊的精英，跟他們交談才得知，原來國
家設立長期在外地從事救援工作的隊伍，「這也是香
港特區未來要努力的方向，不過現在更需要的是踏實
地做好當下每一步，先累積更多經驗。」

讚國家醫療隊醫德高尚
她盛讚國家援外醫療隊的高尚醫德和精湛醫術讓人

敬佩，「聽了他們（國家援外醫療隊）分享在非洲一
些發展中國家做的救援工作，我非常感動，深刻體會
到援外醫護人員雖然散落於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角
落，都秉持着把病人的健康放於首位的理念，並且都
保持着謙卑之心。」
展望香港特區救援隊未來的發展方向，她希望能早

日獲得國際救援組織認證，「有了認證，國際救援組
織就知道哪個隊伍有能力做哪些事情，獲得認證後，
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包括即場為傷者提供手術
治療等。」

4大學冀育港青成「雙創」引領者

瓦礫中救出倖存者「如放下心頭大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赴土耳其協助救

援的經歷至今事隔近一年，但在災區的所見所
聞，范婉雯至今仍歷歷在目。她憶述剛赴災區
時心情非常沉重，「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援外工
作，看着廢墟上的一具具屍體非常觸目驚心，
也感到非常心痛。」令她最印象深刻的是，與
消防救援隊在瓦礫中救出3位倖存者，那一刻，
淚珠已在范婉雯眼眶打轉，「終於成功！接連
把3位倖存者救出的一刻激動萬分，好像終於放
下了一塊心頭大石。」
然而，在救援過程中，也有很多無能為力的
時刻，訪問期間她每談及生命在指縫間流失的
經歷，數度哽咽，「在救出那3位倖存者後的第
二天，我們又從廢墟中救出一位婦女，但在她
旁邊的另一個人，救出時已經失去生命跡
象。」

餘震無間斷 救援添難度
在土耳其協助救援的過程中，醫護小隊亦遇
上重重困難，范婉雯說：「首先是語言不通、
溝通困難的問題，然後一路上也遇到一些人，
告知我們哪個地方有倖存者，我們需要先分析
這些消息的可靠性，然後再做大範圍的搜索，
再去挖掘。」而讓她最感到擔心的是連綿不斷
的餘震，「幾乎每個晚上都會有餘震，有時在
搜救的過程中也是餘震不斷，這也增加了救援
的難度。」
救援隊往往會先救援生存機率高的倖存者，
「這些大多是一些受輕傷的人，輕型的治療對
其已有很大幫助。另外，還有一些通訊、搜尋
工作，都很需要人來支援。」因此，她呼籲未
來能有更多志願者參與。

▲范婉雯表示，勳章背後刻的十六個字「不畏艱苦、甘
於奉獻、救死扶傷、大愛無疆」會永遠激勵着她。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范婉雯帶領4人醫護小隊去年2月隨香港特區救援隊赴
土耳其地震災區協助搜救，榮獲國家衞健委「全國援外
醫療工作先進個人」表彰。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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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

「日本排放核污水 多方傳出反對聲浪」

「名媛蔡天鳳碎屍案 轟動全港」

「荷里活廣場斬人案 精神健康支援引起各界關注」

「香港遇世紀暴雨 多處受災嚴重」

「強颱風蘇拉襲港 天文台懸掛十號風球」

「『泰坦號』觀光潛艇遇難 造成5人死亡」

「ChatGPT下載破億 掀人工智能熱潮」

「李克強逝世 廣大民眾自發悼念」

「以巴衝突成人道災難 世界各國呼籲雙方停火」

「大學迎新營爆多宗性醜聞 兩涉案者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由學友社主辦、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的「第三十二屆全港中學生十大
新聞選舉」昨日公布結果。今屆選舉共有114間中學超過3.7
萬名中學生參與，其中「日本排放核廢水 各方傳出反對聲
浪」居榜首，獲25,484票得票率68%，成為香港中學生最重視
的新聞；而「名媛蔡天鳳碎屍案」與「荷里活廣場斬人案」分
別排名第二及第三，兩者得票率約六成。此外「香港遇世紀暴
雨」、「強颱風蘇拉襲港」亦打入十大新聞，分居第四位與第
五位。
是次新聞選舉在去年11月17日至12月18日進行，學生可從

30則候選新聞中投票選出最終年度十大新聞。
學友社分析投票結果指，榜首的日本排放核污水遭各國反對
新聞屬全球性事件，相關事件對下一代影響與食物安全亦有
關，加上本港傳媒廣泛報道，學生接觸機會相對較多，故獲得
學生高度關注。
至於其餘前列新聞，學友社指，第二三位均屬轟動全港命
案，全港均有極高關注度且具新聞價值，而第四五位的天災事
故新聞對學生課業及上課安排有切身影響，因此更能獲得關
注。
本屆選舉結果亦顯示，香港中學生對於2023年的國際新聞
事件關注度較高，學友社指，除首位的核污水外，「泰坦
號」、「ChatGPT」及「以巴衝突成人道災難」的新聞也入
選十大，整體排名較去屆高。
此外，今屆候選新聞中內地新聞數量與之前相若，但最終排

名明顯較高，學友社估計，由於2021/22學年起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於高中推行，課堂上加強對於國家發展及認識的學習，從
而提升中學生對內地新聞的關注。
學友社總結，在社交媒體平台普及當下，中學生除了較常用
本港社交媒體平台外，亦會使用國際及內地的社交平台，增加
獲取內地及國際資訊的途徑，呼籲應繼續關注中學生傳媒資訊
素養，提高同學於資訊接收、分析及處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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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新年伊
始，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近日分別發表了
2023年度大學年報，回顧過去並展望未
來。各大學校長分別在報告中指出，隨着
疫情陰霾消退，大學管理和營運亦逐漸復
常，故培育具備不同才華的年輕人成為創
新創業的引領者，並積極發展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將是2024年的重要工作
目標，也是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
關鍵一步。各大學校長亦提到，會共同應
對相關挑戰和機遇，積極把研究成果轉化
為對人類生活有益的成果。

港大：吸引招聘全球優秀學者
港大校長張翔於年報中表示，港大面對
激烈的競爭和快速的科技變革，將積極評
估自身並推進改革工作，以維持和提升港
大在國際教育的卓越地位，未來也將努力
吸引和招聘全球最優秀的學者。
他認為擴展和增長只是達到目標的手
段，目標是為世界面臨的威脅提供解決方
案，例如氣候變化。這些挑戰需要跨越邊
界的文化合作和努力，而香港在東西方交
匯處的地位，具有獨特的優勢。
張翔指：「我相信香港大學可以通過我
們的研究和領導力，在應對迫在眉睫的全
球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我們可以不僅
成為亞洲的傑出大學，還可以成為世界一
流大學。」

理大：續培養師生數據素養
事實上，多所大學都表示2024年將致力

於培育能推動社會創新創業的人才，將科
研成果轉化，以回饋社會。理大校長滕錦
光着重提到2024年的三大主要方向，包括
培育畢業生成為創新的引領者，確保研究

能為社會帶來具有直接效益的創新，以及
將創新融入大學營運的各個層面，未來將
持續培養全體學生及教職員的數據素養，
提升他們在多個新興領域的專業水平，包
括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及大數據運算，
元宇宙技術等，讓他們在當今科技領域中
脫穎而出，並鞏固理大作為香港和全國工
程和技術領域最優秀大學之一的聲譽。

城大：研究成果致力商業化
城大校長梅彥昌則表示，城大為學生提
供大量體驗創新及創業的機會，並超越傳
統學術教育，致力將研究成果商業化，他
指城大朝向更加以學習為中心的發展方
向，強調大學的啟發性、互動性和創新性
學習。將發展重心轉向對社會經濟產生深
遠影響的項目，以體現城大作為香港創新

創業重要基地的獨特優勢。

浸大：多元共融育年輕人
人文及文化研究領域的發展亦同樣受到

本港大學的重視。浸大校長衞炳江在年報
中提到，為支持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在新的發展計劃中增設了人文
及文化研究領域，包括創意媒體、健康與
藥物研發、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以及人
文及文化。
此外，浸大賽馬會創意校園亦將於2024
年落成，為不同學術和文化背景的師生提
供互動交流的平台，燃點創意、激發創新
思維、創造知識和建立聯繫。
衞炳江期望，在入學和教學工作中推動

多元共融，培育具備不同才華的年輕人，
讓他們發揮自身優勢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為協助青少年培養定期
檢查牙齒習慣，政府計劃推出「青少年護
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資助中學生使用
私營牙醫服務。醫務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
松青昨日表示，希望參考長者醫療券模
式，讓有意參加計劃的牙醫或醫療機構自
願加入。

陳松青表示，政府正與牙醫業界商
討，期望做到像長者醫療券模式般，供
有意願的牙醫、醫療機構參與計劃，甚
至只要有提供牙科服務亦能參與；同時
不設限額，「最理想的是任何中學生都
可以參加。」
現時本港不少基層市民及長者難以負擔

高昂的私營牙科服務，而選擇通宵輪候公
營牙科街症。陳松青透露，未來會與非政
府組織合作，更針對性辨識弱勢社群，例
如「三無」人士或劏房戶群組，並為他們
提供更為全面的資助服務，「而不是與全
港市民排隊」，以達至「做窄做深」的目
標。

「青少年護齒計劃」擬參考長者醫券模式

◆張翔表示，港大未來將努力吸引和招聘全球最優秀的學者。 港大年報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