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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華僑墓園今迎逾萬香港孝賢
路口設化寶桶 免費巴士接載 駕駛者需繞道溪涌

今天是清明，深圳各大墓園陸續迎來拜

祭高峰。位於深圳鹽田區的大鵬灣華僑墓

園，港人墓位佔到90%，是深圳最大的港

人墓園。墓園前日有不少兩地牌車輛停

泊。據該墓園管理處介紹，從3月8日開

始，墓園陸續迎來拜祭人員，預計持續至4

月底，今天清明節將達到拜祭高峰，預計

將有超過1萬人入園拜祭。值得關注的是，

今年鹽葵路小梅沙至華僑墓園正在改造施

工，道路封閉，不允許社會車輛通行，拜

祭人士需選擇溪涌出口駛出入園。假日或

周末時段，墓園管理處提供免

費巴士，平時在每個路口處都

設有免費焚燒桶。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4月 2日，港人在華僑墓園拜祭。

◆4月2日，深圳華僑墓園有不少兩地牌車輛。

香港文匯報訊 因應特區終審法院在2023年2月6日就
Q及Tse Henry Edward訴人事登記處處長一案所作出的
判決，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申請更改香港身份證上性別
記項的政策經已修訂。由即日起，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
重置手術的人士外，一般未有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
人士，若已完成指定手術改變其性徵，並同時符合各項
經修訂的資格準則及要求，將可申請更改其香港身份證
上的性別記項。
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已就Q及Tse一案的判決，審
慎考慮了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策的目標、相關的法律
及醫學意見，以及參考海外的相關做法，在完成政策檢
討後決定修訂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策。

女切兩乳 男切陰莖睪丸
發言人又說，在新修訂的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策
下，一般未有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若能提交
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下列手術治療及符合下
列各項資格準則及要求，人事登記處處長（即入境事務
處處長）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香港身
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

一、申請人已完成以改變性徵為目的的手術治療︰
（i）由女性重置為男性︰切除乳房（雙側乳房切除
術）；（ii）由男性重置為女性︰切除陰莖及睪丸；
二、申請人使處長信納他／她已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並
作出法定聲明確認他／她︰（i）患有或曾經患有性別不
安；（ii）緊接申請日期前的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
性別生活；（iii）餘生將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iv）
緊接申請日期前的至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
治療；及（v）將會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
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
測試報告。

之前申請 逐一跟進辦理
入境事務處將根據新修訂的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
策，處理之前已接獲而未審批的申請，並會主動逐一聯
絡有關的申請人作出跟進。
發言人強調，上述修訂只是關乎申請更改香港身份證上

性別記項的政策，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該
人在法律上的性別，而有關修訂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
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

倘性徵已改 身份證允改性別柏金遜病徵伴有疼痛抑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柏金遜症是

常見的腦神經衰退疾病，全港目前有逾1.2
萬名患者，隨着人口老化，患者有增無減。
不過，不少人對此症的認知局限於其運動徵
狀，如手震等。香港運動障礙學會提醒，該
症伴也有非運動徵狀，如關節或肌肉疼痛、
抑鬱及睡眠障礙等，卻常被外界忽略，建議
出現相關徵狀的市民及早求醫，新一代
MAO-B抑制劑配合左旋多巴可以控制中晚
期病情，更有效對抗柏金遜症的非運動症
狀，價錢與上一代藥物相若，該藥正申請進
入醫管局藥物名冊。
柏金遜症成因是腦幹內名為「黑質」的部

位退化，導致負責指揮肌肉活動的神經傳遞
物質多巴胺分泌減少，影響身體活動能力，
屬運動功能障礙之中最常見的疾病，亦是第
二常見的腦神經衰退性疾病。香港運動障礙
學會主席兼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彭彥茹表示，
人口老化下，相信患者人數將持續上升。
醫學界發現不少患者於確診前，已出現非

運動徵狀，「譬如疼痛，可能真係退化性關
節炎，冇診斷的話好難有針對性治療。」她
建議特區政府積極展開宣傳，通過舉辦講
座、編制宣傳資料等方式，加強向公眾普及
柏金遜症的預防和治療知識，提高市民對柏
金遜症的認識。

港人祭祖注意事項
◆鹽葵路小梅沙至華僑墓園東門路段正在施工，
路況較複雜，目前暫不允許社會車輛通行，也
未設置公共巴士路線。即日起至4月9日下午5
時，已成功預約前往墓園祭祖的車輛可以沿鹽
葵路由西往東單向通行，請提前關注交通路線
信息；

◆致電 0755-25036309 或 15914135133 預約，
登記姓名、身份證號碼、手機號、掃墓車輛數
量、祭祖人數、車牌號碼後，按預約時間前往
祭祖；也可以通過「i深圳」App的「智慧殯
葬」模塊填寫相關信息預約；

◆找不到先人的墓位可先前往管理處查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2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鹽壩高速溪涌出口駛出，因鹽葵路修路封閉只能繞行，沿途交通指
示清晰，駛出高速後約10分鐘可抵達墓園。華僑
墓園管理處負責人高帥兵表示，只有在周末或者
假日時，鹽葵路才會開放應對客流高峰，平時前
來拜祭的港人需從溪涌出口駛出。
據高帥兵介紹，從3月8日開始，陸續有人前來
拜祭，平日入園人數約700人左右，周六日有5,000
人左右，預計在清明節當天將達到拜祭高峰，約1
萬多人入園，拜祭活動將持續至4月底，「以前拜
祭主要集中在清明節當天，一天有4萬人入園，近
些年來港人逐漸錯峰拜祭，不再那麼集中。」

錯峰拜祭沒那麼累
當天，港人王先生帶着孩子前來墓園拜祭。他
表示，錯峰拜祭不僅避開了擁堵，而且沒那麼
累，「疫情之前會選擇清明節當天來拜祭，那時
進入墓園的路都堵得無法前行。拜祭的意義在於
懷念先人，並不是說是日期。」
除了拜祭之外，清明節也是旅遊踏青、家族團
聚的時候。今年復活節與清明節相近，港人李先
生一家在復活節假期首日就入境深圳，隨後前往
東莞老家，不僅與家族其他人團聚，而且去了惠
州和河源玩了兩天。2日當天，他跟堂弟一家前來
華僑墓園拜祭，這也是疫情以來兩家人首次一起
拜祭。

「i深圳」可提前預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市民政局獲悉，今年清
明節拜祭高峰期預計為3月30日至4月6日，前往
拜祭的港人可通過「i深圳」App的「智慧殯葬」
模塊填寫相關信息預約，證件類型可選香港居民
身份證登記，當天15:00後只能預約次日及以後時
段。
華僑墓園有5.8萬個墓位，港人墓位佔到90%，
是深圳最大的港人墓園。每逢清明前後大量港人
來到墓園拜祭，約一半是自駕前往，另一半則選
擇乘坐中巴直達墓園，只有少數乘坐出租車前
來。
據出租車司機介紹，最近從口岸前往墓園的港
人逐漸增多，多以包車為主，價格跟平時一樣，
等待1小時需多花幾十元（人民幣，下同）。「比
如從羅湖口岸打車到華僑墓園，單程大概需要120
元左右，來回加上等待的時間需要花費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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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
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官兵代表3日赴香港
新界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斬竹灣抗
日英烈紀念碑、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
念碑開展清明瞻仰祭掃活動，深切緬懷
在抗日戰爭時期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
英魂不泯，浩氣長存。烈士紀念園
裏，抗日英烈紀念碑巍然矗立，參加活
動的駐香港部隊官兵們莊嚴肅穆。大家
仔細清掃紀念園區、擦拭紀念碑，向革
命烈士敬獻花籃、默哀致敬，共同瞻仰
英烈紀念碑，學習烈士英勇事跡。
活動現場，英烈精神如永不熄滅的火

炬，把大家的思緒引向波瀾壯闊的歷史
歲月，大家重溫抗戰歷史，傳承偉大抗
戰精神，表達對先烈們的深深敬意與緬
懷之情。參加活動的駐香港部隊官兵紛
紛表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要
永遠銘記祖國繁榮昌盛背後那些革命先
烈的無私奉獻，學習他們不懼艱險、不
怕犧牲的精神品質，在賡續傳承紅色血
脈中不斷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務的能力
素質，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

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團結發動香港民
眾，在新界和港九一帶頑強抵抗入侵日
軍。為緬懷和紀念犧牲的革命先烈，香
港社會各界分別於 1951 年、1989 年、
2023 年修建了上述三處抗日英烈紀念
碑。其中，烏蛟騰、斬竹灣抗日英烈紀
念碑先後被國務院列入第二批、第三批
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為了
方便港人掃墓，在華僑墓園管理處門口設有平
價鮮花和水果，價格與市場行情並無差別，三
支菊花十元（人民幣，下同），一束花收費
100元。

路口有職員 擬推代祭服務
高帥兵表示，港人拜祭遇到最常見的問題就

是忘了先人的墓位在哪個位置。「我們都有登
記，在不忙的時候可以由專人帶過去，如果拜
祭的人很多，只能在示意圖上指給他們，由他

們自行前往。」
掃墓期間，華僑墓園管理處105名工作人員

全員在崗，鹽田區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也在現場
維持秩序，現場配備有消防車和救護車。高帥
兵說：「我們每個路口都有工作人員，主要工
作是指揮交通和安全防護。」
高帥兵表示，華僑墓園下一步將推出代客掃

墓服務，目前價格還沒確定，但只收取成本
價。「我們還打算推出雲祭祖，港人在家登錄
平台，就會出現先人墓位的畫面，在家就可以
實現祭祖。」

墓園賣花果與市價相若

◆華僑墓園售賣水果和鮮花。

◆香港運動障礙學會主席彭彥茹醫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攝

◆鹽葵路小梅沙至華僑墓園段正在改造施工，道路
封閉。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攝

◆假日或周末，華僑墓園提供免費巴士。

◆鹽田區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在墓園維持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