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非遺技藝 港師北上拜師
港校創設木工必修課老師隨老木匠學藝後教學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特區政
府醫務衞生局昨日公布，醫生註冊主任（即衞
生署署長）根據《醫生註冊條例》公布第五批
涵蓋28項獲特別註冊委員會（註委會）承認
醫學資格的名單，其中7個醫學資格來自4間
內地大學。第五批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將於明
日（28日）刊憲，同日生效，並將於下月3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醫委會轄下的註委會負責檢視與香港兩所大

學醫學院課程有相若質素的非本地醫學院課
程，從而訂定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交由醫生
註冊主任公布。第五批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涵
蓋來自內地、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23
間大學合共28個醫學資格。在內地方面，首
都醫科大學、復旦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及中山

大學合共7個醫學資格榜上有名。
連同首四批已公布的醫學資格名單，註委會

至今合共建議承認128項醫學資格。醫委會昨
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醫生註
冊條例》生效至上月底，醫委會共收到89宗成
為特別註冊醫生的申請（包括 5 宗續期申
請），當中83宗已獲批，有關醫生分別獲聘於
醫管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衞生署。
該89宗申請的申請人取得醫學資格的國家

或地區包括內地、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
及南非，其中14人在申請特別註冊時名列醫
委會專科醫生名冊，所屬專科為麻醉科、急症
科、腸胃肝臟科、外科、老人科、內科腫瘤
科、眼科、耳鼻喉科、兒科及放射科。
註委會正推進其他符合既定條件的非本地醫

學院課程的評審工作，以制訂下一批獲承認醫
學資格名單。

境外醫生料年底增至250人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已加強在海外招聘醫療

人才的工作，包括於去年成立環球醫療人才招
聘中心統籌所有海外招聘活動，並已將該活動
恒常化。今年4月，醫管局在英國倫敦和曼徹
斯特進行招聘，除了積極吸引港人醫科留學生
畢業後回港工作，亦希望吸引在海外的合資格
執業醫生來港服務市民。目前，在醫管局工作
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已由去年3月底的55人增至
今年5月約140人，預計到年底會有約250人。

醫管局表示，會繼續優先招聘所有合適的本
地大學醫科畢業生，亦會透過特別註冊及有限

度註冊計劃，招聘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
生，又設立了不同渠道，由專責團隊跟進非本
地培訓醫生的查詢及相關申請手續。

醫界議員讚紓緩港人才荒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醫管局已積極到英澳等地招
聘人才，而特別註冊制度仍處起步階段，且要待
海外醫科生畢業或於當地實習後才能提出申請，
期待數字陸續增加，相信很快突破100宗申請。
他歡迎第五批獲承認的醫學資格涵蓋幾間內

地大學，「從前不少香港學生即使想到內地的
頂尖大學讀醫，都會因回港執業要考試而卻
步，現時則為他們提供了誘因，亦有助紓緩香
港的人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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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認可醫學資格名單出爐 內地4校上榜

話你知話你知
6月正值廣東非
遺月，木井方木工
非遺基地迎來了不
少學生研學團，該

基地由港人打造，為大灣區首
個大型木工非遺傳承基地，吸
引大量灣區學校學生前來研
學，至今已接待千餘人。除了
廠區研學，基地還計劃推動木
工文化進校園，並延伸到港澳
地區的學校。
佛山木井方工具製造由木匠
師傅出身的港人何文傑創立，
其後由長女何倩珊和兩個兒子
接手，在姐弟三人努力下，木
井方「木作工具製作技藝」獲
納入佛山南海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並於2022年成立了木工
非遺研學基地，以「工業旅遊+
非遺體驗」模式，傳揚木工文
化。同時，為推動傳統非遺推
廣和出新，基地亦開展跨界合
作，包括與購書中心合作利用
其文化空間展示非遺產品和文
化，又與粵港青創基地工合空
間合作，陳列展示非遺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中國傳統非遺愈來愈受到香港中小學重視，

有學校更推出創新舉措。6 月 24 日至 26 日，

香港培道小學「粵港澳大灣區木工非遺、傳統

木工技能學習培訓班」在位於佛山的木井方木

工非遺傳承基地開班，首批 3 名教師不僅學習

中國木工文化知識，更在木匠老師傅手把手的

教學下，動手製作木勺、木筷、木凳等木製

品。據悉，香港培道小學計劃將傳統木工非遺

納入學生必修課，下學期將正式開課。此次培

訓 ， 該 校 參 與 的 老 師 收 穫 滿

滿，對接下來向校內同學講授

木 工 非 遺 的 課 程 教 學 充 滿 信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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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先弟是一名有30多年木工職業生涯的
老師傅，目前是佛山木井方工具製造有

限公司的員工，也是木井方木工非遺傳承基
地的授藝師傅。和此前以體驗和參觀為主學
生研學團不同，香港培道小學的3名老師卻
是前來「實打實」學習技術。
打眼、開榫、刨形、收邊、組裝，這是一

把木凳的基本製作流程，步驟看似簡單，做
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培道小學學校發展主
任黎柏杰是此次培訓班的帶隊負責人，也是
學員之一。他用了兩天的時間，基本掌握了
木凳的製作工藝，作品雖不及趙師傅精緻，
但外形和功能均達標。黎柏杰說，最難的是
榫卯環節，鑿子的握法、傾斜角度、敲打鑿
子的力度，都要掌握得當；換了另一種材質
的木材，力度和角度又不太一樣。

學員：沒想像中易上手
學員陳建燁是一名中文老師，一直對木工

藝術感興趣，無奈香港資源有限，學費亦昂
貴。此次來佛山培訓，並沒有他想像中那麼

容易上手，比如，木頭開洞要麼太小，要麼
太大，「原本一度灰心，但看到趙師傅很快
造出一個精美、有質感的木凳，像一件藝術
品，我很受鼓舞，又能夠耐心、用心學下
去。」
培訓師傅趙先弟表示，3名教師學員學得
很認真，掌握了基本操作技巧和工具使用方
法，「比我想像中要學得快，一兩天就會
了。像我這樣的木匠日漸老去，很希望有人
傳承這門技藝，而在學校推廣是一種很好的
方法。」
黎柏杰說，培道小學一直在嘗試將非遺學
習引入校園，恰逢近年學校擴建增加課室，
早前已引入詠春拳作選修課，並有意設置木
工製作課程。他提到，學校曾請來一名來自
德國的木工師傅，但發現其木工手法和作
品、教學內容和中國傳統木工工藝有較大差
異，而香港市面上的刨子等木工工具絕大多
數是歐式的，外形和用法與中式工藝亦有差
異，學校認為應該更專注於中國傳統文化和
技藝，使之在港更為普及。因此，在粵港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工合空間的引薦下，培道小
學與木井方木工非遺傳承基地一拍即合，雙
方未來將在師資培訓、課程設計等方面開展
合作。

陶冶學子情操 激發創造性
據初步安排，培道小學將木工非遺課作為
全校的必修課，在設立普及班的基礎上，還
打造精英班，對那些對木工技藝有興趣、有
天賦的孩子進行更深一步培訓學習。「我們
的目的並不是將他們培養成木工師傅，而是
讓同學們在學習非遺技藝中能夠陶冶情操。
同時，掌握了一門技藝，會激發他們的創造
性，在未來也會有更多可能性。」黎柏杰
說。
佛山木井方工具製造副總經理何家瑋
說，作為一家港企，木井方非常樂意在香
港開展傳統木工技藝傳承工作，「我們之
間的合作不是商業項目，期望能與更多香
港中小學合作，推廣我們中國的傳統非遺
文化。」

港人創設基地 已接待逾千人

◆學員學習木工開榫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學員學習打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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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與副主席
楊政龍昨日一同出席在北京舉辦的 2024 慈善大
典，並分別榮獲 2024 年度傑出貢獻慈善領袖及
2024年度慈善家獎項。楊受成表示，未來他將繼
續帶領英皇集團拓展慈善項目，以實際行動讓更
多人獲益。
楊受成深耕慈善工作逾50年，已17度獲得大會頒
發獎項，行善精神感染整個集團。典禮上，楊受成
獲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馬培華及中國社會工作
聯合會會長陳存根授予2024年度傑出貢獻慈善領
袖榮譽，為首個獲獎者。
「我一直將關愛社會視為己任，希望運用自身
能力和資源，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楊受成
在回顧自身慈善生涯時表示，「我早在（上世
紀）七十年代，已經成為慈善組織南九龍獅子會
創會會長，之後又成立英皇慈善基金及楊受成慈
善基金，資助各類公益項目，包括長者關懷、教
育文化等，至今已在內地和香港興建11家老年中
心及兒童福利院。」
楊政龍積極推動集團於內地及香港的慈善事業，
熱心公益，亦獲得大會肯定。他長期致力於青年發
展，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務，今屆獲頒2024年度慈
善家獎項。他說：「慈善精神的傳承是我始終堅持
的信念，我希望幫助廣大青年向上流動的同時，引
導他們用善行回饋社會，讓愈來愈多的青年人成為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中堅力量。」
楊政龍還與現場觀眾分享，於今年初受特區政府
委託，香港青年聯會運用賑災基金購買物資前往北
京市門頭溝區，向受災居民送上節日問候。下個
月，青聯會再到青海和甘肅探訪受災居民，充分顯
示出香港與內地同胞的手足情深。
英皇（北京）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霍汶希
則獲最具影響力慈善榜樣榮譽，表揚她引導藝人善
用影響力，為社會帶來正向能量。
2024慈善大典由《公益時報》舉辦。據《公益時

報》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共有226位（組）慈善
家做出大額捐贈合計逾113億元，遠超前一年近80億
元的數字，創下過去21年歷史上第二高的額度紀錄。

◆木工師傅手把手傳授木工技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楊受成獲頒授2024年度傑出貢獻慈善領袖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