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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奧運年」，港隊劍擊代表屢創佳績。
被譽為「大師兄」的香港花劍隊七朝元老張

小倫獲評十大傑青之⼀，他坦言，衷心感謝隊友
和家人⼀直以來的支持。他還表示，今屆的10名
得獎者齊聚⼀堂，正是⼀個有力的證明，顯示出
香港年輕⼀代在各個範疇都已經能夠獨當⼀面。

推動體育項目持續發展
身為在劍擊場上戰績赫赫的「元老」，張小倫

4月退役後，則改以評述員身份為戰友集氣，且
歸納20年學習劍擊經驗並編寫課程，以「劍舍」
技術總監身份，繼續為香港劍擊項目發展作出貢
獻。他期望市民多關注不同運動項目及仍正默默
耕耘的運動員，並提到全國運動會明年將在香港
舉辦，劍擊世錦賽亦將在2026年首度在港舉行，
相信可帶動更多市民關注劍擊，特區政府計劃興
建劍擊館也有助項目持續發展。
前香港女子網球運動員、女子網球港隊隊長張
玲，是⾃1991年之後唯⼀世界排名前200的香港
女網球運動員。她15歲隻身由湖南來港發展，成
為職業網球手，三度代表香港出戰亞運會和全運
會，歷年共贏得14個單打和7個雙打冠軍，其職
業⽣涯最⾼女單世界排名第184位。
2020年，張玲放下球拍後，考獲教練牌，又報

讀了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修讀康樂及休閒
事務管理⾼級文憑課程。張玲稱，獲評十大傑出
青年後有更強的使命感，會將傑青當作新起點，
勉勵⾃己對社會有更多貢獻。
在去年亞運會擔任香港代表團女持旗手的香港
女子武術運動員莫宛螢難掩當選傑青的激動心
情。她表示，這份榮譽是對⾃己運動員成績的肯
定，也是⼀份責任和使命，去將運動項目傳承下
去，讓更多小朋友和市民認識中國國粹。
她透露⾃己短期內不打算退役，星期六在香港
出戰世運會巡迴賽後亦會到日本參加世界盃，希
望在未來幾年為香港爭取更好成績。
在體育界四名傑青中，龔子珊是唯⼀從事冰雪
運動項目的運動員，亦是香港唯⼀冰雪攀登女運
動員，現時世界排名第四。她表示，冰雪攀登在
香港是⼀項「小眾運動」，沒有正式的冰攀教練
及訓練場，要上YouTube看影片⾃學，到攀石場
做訓練。她曾⾃資到韓國練習，就算比賽亦是⾃
資，「⼀場比賽要去五六個國家，大概需要10萬
元。」但她表示，很享受冰雪攀登的挑戰性，
「我希望藉這個獎去鼓勵年輕人就算環境多困
難，只要肯做都可以做到想做的事。也希望社會
各界給予冰雪攀登項目更多關注和推廣，使港人
更容易接觸，不會覺得是好遙遠的⼀件事。」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24甄選顧問德勤中國華南

區主管合夥人歐振興介紹，今屆香港十大傑出青
年選舉以「傑出．從未停步」為主題，參選人來
⾃「公共及社會服務」、「工商業」、「教
育」、「演藝、康體、文化及藝術」及「專業工
作」五個界別。今年七月至八月開展初選面試，
獨立評審團再於9月作最後甄選面試。

高永文：不遺餘力樹立榜樣
本次評選首席評審、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永文表示，當選的傑青雖然來⾃不同界別，但他
們之間卻存在共通點：就是從未停步提升⾃己，
並以出色的成績代表中國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發熱，講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同時，他們亦
不遺餘力為年輕⼀代樹立榜樣，致力於延續並傳
承這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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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主辦的十大傑

出青年選舉2024結果昨日出爐，共有10

人當選，也是自 2014 年以來首次「齊

腳」。其中，4位是運動員出身，包括前

香港男子劍擊運動員張小倫、女子網球港

隊隊長張玲、香港冰雪攀登女運動員龔子

珊、香港女子武術運動員莫宛螢；3位來

自醫學界，分別是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麥

龍兒、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劉巨基、眼科專

科醫生黃藹汶；此外，科技公司「路邦」

創辦人麥騫譽、氣候專家戴沛權，以及香

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副會長容思瀚也同獲

殊榮。主辦機構強調，今年當選的傑青都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從未停步提升自己，

以及用各自的方式和成績，在國際舞台發

光發熱，講好香港故事、中

國故事。●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凌瀚、康敬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艾力 常穿白袍牢記使命 行醫做研究幫病人

氣候專家勉大家同當「地球醫生」

科技公司「路邦」的創辦人麥騫譽從小就
是「⾼達迷」。他昨日⼀手拿着心愛的「紅
彗星」模型，⼀邊向香港文匯報分享⾃己的
追夢過程。早在沙士期間，他就萌⽣了用機
械人進行防疫工作的想法，前幾年的新冠疫
情期間終於有成果，團隊研發的多款抗疫機
械人應用在醫院中。
大學時期麥騫譽修讀電機及電子工程專

業，之後更同朋友開設初創公司，研發機械
人，「很多人認為在香港做科技是不可能
的，做銀行才有前途，但我就想在香港做到
⼀個令港人引以為傲的世界科技品牌。」麥
騫譽分享道，⾃己大學⼀年級時，剛好是
2003年沙士期間，當時不少屋邨爆發疫情，

大家也都不敢進入社區，抗疫工作有困難，
特別是醫院的呼吸道傳染隔離病房，「這些
情況其實機械人可以幫手的，為什麼電影情
節中有，現實卻沒有。」那時他就有了用機
械人進行防疫工作的想法。
十多年前，在電子產品都沒有完全普及的
年代，這個想法顯得有些大膽。麥騫譽坦
言，當時要創業找投資者十分困難，但皇天
不負有心人，他和團隊抬着研發的機械人到
內地等不同地方參加⼀個又⼀個比賽和展
覽，終於，他的機械人開始在不同行業應
用。近年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也令機械人
的發展有了無限可能，「或許我真的能達成
願望，駕駛⾼達。」●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沙士啟發用機械人防疫「高達迷」成科研「新人類」

前香港男子劍擊
運動員張小倫

病痛和生計無損他對劍

擊的熱愛，連續13年在亞

洲錦標賽上獲得獎牌，

2020年帶領香港劍擊隊團

體第一次出線東京奧運

腸胃肝臟科
專科醫生麥龍兒
她是醫生也是研究員，

多年持續尋找精準的生物

標記測試和治療方法，亦

是首位獲歐洲肝科協會頒

授新進領導獎的年輕中國

女臨床醫生科學家

科技公司「路邦」
創辦人麥騫譽

疫情期間研發抗疫機械

人，代替醫護人員在醫院

的 ICU和呼吸道傳染隔離

病房工作

前香港女子網球
運動員張玲

以領隊身份帶師妹參加

國際比賽，回饋香港體

壇，致力推動香港網球運

動發展

腦神經科
專科醫生劉巨基
研究中風的成因、預防及

處理方法，參與研發多個流

動應用程式，協助中風康復

者減低再次中風之險

香港唯一冰雪攀登
女運動員龔子珊
世界排名第四的冰攀女

運動員，十多年以來努力

克服無場地、無資源等困

難，一步一腳印登上「巔

峰」

香港青年科學院
院士戴沛權

透過科研改善生態環

境，也是香港唯一獲頒世

界氣象組織青年科學家研

究獎的氣候專家

香港女子武術
運動員莫宛螢
8歲起習武，在今年

的世界太極拳錦標賽上

取得自己第十和第十一

面世界賽金牌，她希望

在全港中小學推廣武術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副會長容思瀚

多次獲邀出席美加及亞洲

不同國家的大型保險會議並

作演講，鞏固香港保險業在

國際地區上的關鍵角色

眼科專科
醫生黃藹汶

十優女生成為醫生，

帶領香港眼科醫院的青

光眼團隊為數以萬計的

市民服務

掃碼睇片

10位得獎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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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24共有10人當選，也是自2014年以來首次「齊腳」。

「這件白袍最能代表我，也
令我有使命感。」作為腸胃肝
臟專科醫⽣、香港大學臨床醫
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麥龍兒平日裏最多時間是穿白
袍，做臨床醫⽣工作的時候，
會穿着它去幫病人看病；做研
究工作時，也都會穿白袍做實
驗。
麥醫⽣昨日特別將白袍帶到

頒獎典禮的現場，白袍上有⼀
個紀念徽章，是⼀個開心的肝
臟卡通形象。她說，將「開心
的肝臟」徽章別在身上也是提醒⾃己，每日
的工作和研究都是為了改善肝病病人的前
景，讓病情不要惡化，希望大家都有預防肝
病惡化成肝癌的意識。故她為香港在囚人士
成立丙型肝炎篩查計劃，也推動及早檢測及
診治常見肝病，如籌備香港肝壽基金的乙肝
檢測快車、於瑪麗醫院成立脂肪肝專科門診
等。
麥龍兒笑言，⾃己既是老師，也是學⽣，

「求學是⼀種態度，知識的增
長有時好緩慢，是⼀小步⼀小
步地向前。」她又分享道，⾃
己在學院讀書時，為了練好問
症技巧，她會與同學分別扮演
病人和醫⽣，互相提問，發覺
彼此為師，互相學習，很有果
效。

「哪怕一點點進展都非常值得」
她強調，不斷學習增進知識
十分重要。成為醫⽣後，她仍
然堅持做基礎研究，「我們想

用不同的研究，找到新的指標和藥物去幫助
病人，哪怕只是⼀點點的進展，幫到病人⼀
點點，都非常值得。」麥醫⽣的求學和工作
都在香港，她的願望是希望港人更快樂、更
健康，也想用⼀句電影台詞，電影《白日夢
冒險王》中說的「開拓事業，看見世界，貼
近彼此，感受⽣活，這就是⽣活的目的。」
勉勵香港年輕人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作為香港土⽣土長的氣候科
學家，戴沛權昨日帶着⼀個有
些褪色但承載了他夢想的地球
儀到場。他向香港文匯報分享
說，這個地球儀上顯示的地球
地貌與現在在衛星圖片上看到
的可能已經不⼀樣了，融化的
冰川、消失的森林，這些都在
提醒他要繼續為地球、為人類
出⼀分力，也希望大家都多走
⼀步，⼀同做地球醫⽣。
從小就熱愛大⾃然的戴沛

權，如今擔任香港地球之友董
事，並加入中國代表團參與聯
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他也是香港唯⼀獲頒世
界氣象組織青年科學家研究獎的氣候專家，
可謂是夢想成真，但當初選擇這條讀環境科
學的路，他也經歷了不少忐忑。
「讀初中的時候，剛好遇上亞洲金融風

暴，家裏⽣意倒閉，⽣活很困難。」好在他
的學習成績⼀直不錯，家裏也十分重視教
育，⾼中畢業時，他首先被中大醫學院錄

取，「知道做醫⽣可以有穩定
收入，幫補家庭經濟，但我心
中⼀直有個夢想，就是到麻省
理工學院修讀環境工程科
學。」他坦言，相較於醫科而
言，環境工程科學未知前景，
學費也是難題，好在最後收到
全額獎學金的確認信，解了燃
眉之急。
「十多年前，我在外國完成
了學業後，剛好中大開展了新
的地球系統科學課程，正切合
我的專業，最終我回來香
港。」戴沛權回港後，在中大

從事氣候及環境科學的研究，並教育公眾關
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回想⾃己當初沒選擇讀醫，而是選擇透過科
研改善⽣態環境，他笑說：「我從另⼀個角度
去改善人的⽣活，亦是在醫人、醫治環境和我
們的健康。」他也想用林家謙的歌曲《just car-
ry on》鼓勵香港年輕人排除萬難，為世界褪色
的角落添上色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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