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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關愛隊早前接到一位
93歲婆婆的求助電話。婆婆
在電話中哭訴，她的丈夫早年
離世，自己與同住的兒子相依
為命，但兒子突然離世，現在

無依無靠，不知如何過活，亦無力處理兒子的後事。面對突如其來
的噩耗，婆婆當天因為悲傷過度，整天都沒有吃飯，身體虛弱下更
不慎在家中跌倒。
得知婆婆的處境後，廣福及寶湖小區關愛隊第一時間上門探訪她和
了解情況，並送上飯盒和乾糧。我們耐心傾聽婆婆哭訴心事並安撫她
的情緒，在關愛隊和街坊義工的陪伴下，婆婆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由於婆婆的起居飲食一直依賴兒子安排及照顧，為確保她的日
常生活得到妥善照顧，宏福關愛隊已即時聯絡團體為她安排送飯
服務。同時，我們還為她的居所加裝扶手等安全設施，以防止她
因行動不便而發生意外。此外，我們亦聯絡了大廈管理處說明婆
婆的情況，讓他們多關心及支援獨居的年長住戶，發揮鄰里互助
的精神。
同時，關愛隊亦協助婆婆與相關機構商討安排處理兒子後事，婆
婆十分感激關愛隊對她的支援，我們希望婆婆早日走出悲傷，並祝
願她身體健康。

獨居及雙老長者需要社區持續
支援，讓他們能安享晚年。我們
感謝各位街坊義工及服務團體齊
心協力，為長者及社區默默付
出、排難解憂，提升了居民的幸
福感及歸屬感，共同建立關愛社
區。
●大埔區廣福及寶湖關愛隊隊長
黃碧嬌、宏福關愛隊隊長梅少峰

(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長洲前晚
發生集體毆鬥案。兩批共逾30人的男子在
一間食肆外發生爭執後發生毆鬥，其間拳
來腳往，一名男子頭部受傷流血倒地昏
迷，要由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急送往港
島東區醫院救治。警方其後經兜截，拘捕7
名涉案男子，當中年齡最小18歲，案件已
列作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案交由水警總區
重案組調查打鬥動機，稍後或有更多涉案
者被捕。
在打鬥中受傷男子姓盧（56歲），送院
救治時已陷入昏迷，現仍在東區醫院留
醫。被捕的7名男子分別姓鄭（37歲）、
姓陳（29歲）、姓黃（18歲）、姓周（19
歲）、姓梁（19歲）、姓黃（24歲）及姓
郭（24歲），警方正設法追捕其他涉案男

子歸案。
前晚約10時，警方接報指有兩批共逾30
名（年約18歲至50歲）身穿深色上衣男
子，在長洲教堂路2號一間食肆外爭執，
未幾即演變成打鬥。由事後曝光的拍攝現
場片段可見，一開始即見兩批男子在空地
互相推撞及叫囂，在一邊地上已有人倒地
昏迷，雙方人馬互相起腳及揮拳攻擊，當
中有人扭打倒地，其他多人亦一擁而上加
入戰團，混亂間有人互擲單車及雜物，亦
有人站在一旁離遠圍觀。
惟當警員到場時，一眾參與打鬥的男子
已四散逃去，僅留下一名頭部受傷倒地昏
迷的男子，地上亦遺下血跡。警員立即安
排傷者送院救治，並在附近兜截可疑人。
未幾，即在長洲碼頭截獲7名（18歲至37

歲）涉案男子，以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罪
名將他們拘捕帶署扣查。案件由水警總區
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西貢坑口
東小區關愛隊承辦團體的辦公室日前遭爆
竊，損失一部手提電腦及一部手機，當中
載有西貢坑口東小區關愛隊服務對象的個
人資料，估計涉及數百位人士的姓名及電
話，部分包括地址及身份證號碼。民政事
務處則相信資料外洩風險較低，惟對受影

響人士造成不便致歉。
西貢民政事務處前日接獲坑口區節日慶
典籌備委員會電子設備失竊事故通報，其
位於坑口鄉事委員會會址的辦公室於同日
凌晨遭賊人破壞門鎖潛入爆竊，儲存於上
鎖房間內的一部手提電腦及一部手機失
竊。

警方已將事件列
作「爆竊」案處
理，承辦團體亦已

就事故通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承辦團
體確認一直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486章）規定，並按關愛隊使用資料及保
密原則妥善處理及保密有關個人資料。兩部
電子設備及載有個人資料的檔案皆以高強度
密碼保護。民政事務處相信在保密措施下，
資料外洩風險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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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0人長洲「大亂鬥」7人被捕最細18歲

關愛隊電腦手機遇竊 恐洩數百人私隱

●關愛隊上門探訪婆婆，並送上
飯盒和乾糧。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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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批男子拳來腳往，一名男子倒地昏
迷。 網上影片截圖

●工作人員
用吊車將鯨
魚屍體吊起
檢查，可見
明顯傷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攝

▶初步解剖評估該鯨魚屬喙鯨
科，雄性，但品種仍待確認。

漁護署Fb圖片

根據網民上載至社交平台的視頻和相片所見，該條鯨魚前日晚上約7時被發現在
距離岸邊欄杆不足1米處擱淺，不時擺動巨大身驅掙扎，鯨身疑不斷與蠔殼及

水底沙石磨擦，以致身體出現多處傷口滲出大量血水，導致海水變紅，岸邊圍觀的
大批市民包括小童驚呼「流血呀」、「反肚啦陰公」，有市民商議拯救方法，「睇
下可唔可以拖返佢（鯨魚）出海啦，但而家佢直情擱淺咗。」
其間有約十多名村民見狀，自發落水利用浮波及帆布固定鯨魚，圖將鯨魚固定後
再拖至較深水地方。

獸醫打針急救 惜證鯨魚已身亡
警員亦在接報後到場，發現鯨魚不斷擺尾噴氣掙扎，其後漁護署及香港海洋公園保
育基金人員亦接報到場，眾人先合力為鯨魚墊上帆布，以免牠的身再與沙石磨擦，繼
而安排舢舨左右夾着牠擬拖往較深水處。其後漁護署人員與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
獸醫在電筒照明下為鯨魚打針急救，惟鯨魚至昨日零時已經沒有反應，證實死亡。
至昨日凌晨約2時，鯨魚屍體由躉船吊起後，清晨約5時許被送抵大欖水警基地

吊上碼頭，並在上午約11時，再由工人用綠色帆布及繩網用吊臂貨車吊上貨車，運
往漁護署大嶼山海岸公園石壁管理站以便漁護署人員與香港海洋公園獸醫進行解剖
研究及確定鯨魚死因。

鯨魚身長6米至7米 身有傷口
漁護署發言人昨日凌晨發文指，署方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人員在大澳水域發
現一條鯨魚擱淺，根據初步評估，該條鯨魚身長約6米至7米，當時身上有傷口，
署方已即時啟動「香港水域內發現非本地棲息鯨豚動物的應變計劃」，聯同相關部
門及保育基金人員巡查該處一帶水域，以及評估該條鯨魚的身體狀況及採取合適的
拯救措施。惟當獸醫為該條鯨魚進行麻醉以作進一步診斷期間，該條鯨魚的身體狀
況已非常虛弱、最終死亡。
漁護署昨日下午表示，解剖期間，海洋公園及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獸醫團隊未有發現
鯨魚身上有被螺旋槳傷害或曾受船隻猛烈撞擊的痕跡。但獸醫在鯨魚身上發現有一些表
面傷痕，可能因鯨魚曾擱淺於淺水區域而造成。獸醫亦發現在鯨魚的消化系統內有一個
大型帆布袋（尺寸：88cm×52cm），但鯨魚最終死因需要進一步分析。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鄭家泰表示，估計涉事鯨魚因誤食帆布袋等異物，導致難
以再進食，慢慢出現營養不良，繼而身體虛弱，而誤入香港水域並擱淺。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汶表示，香港水域過去十多年不曾有活體喙鯨出現，
世界各地亦很少目擊紀錄。她又指，前日上午出海帶領海豚導賞團時，曾在距離大澳
防波堤約一公里外水域發現牠，當時牠身上疑似有被鯊魚或打鬥咬過的痕跡，但屬正
常生活痕跡，未有見血，而且牠有上水呼吸，並緩慢地露出吻部、頭及黑背鰭，在水
中潛了幾分鐘，又會在另一位置上水，表現正常。
麥希汶補充，雖然喙鯨在大嶼山西出現是「古怪」，但發現水域距離防波堤有一
公里，而且附近沒有船隻，故當時不太擔心，導賞團船隻亦根據《觀豚活動守
則》，保持100米距離觀察鯨魚，萬沒料到晚上會擱淺。
她不排除該鯨本來身體不健康，當日上午觀察時「未必睇得出」，或因為迷路、
追捕獵物或被其他動物襲擊等而進入香港水域，估計可能是游到淺水位置擱淺導致
受傷。

「由嗰邊一路游過來，尾巴不斷
拍水，流好多血……」目睹擱淺鯨
魚的大澳居民方太昨日形容，當時

該條鯨魚的尾巴流很多血，頭就沒有血，「見牠
一直拍過來、拍過來，到那邊就好多石。」
另一名居民黎女士則形容發現鯨魚擱淺後「愈

來愈多人圍觀，我走出去看，80歲人都未見過這
種情況。」她指，大澳水域曾經有中華白海豚出
沒，有觀光船載人出海追蹤，但近年已好少見，
鯨魚就更加未見過。

大澳居民梁太昨日憶述，前晚約7時發現有鯨魚
擱淺石仔埗街對開近岸邊位置後，由於是首次發
生鯨魚擱淺，引來很多人到場圍觀，鯨魚沒有發
出聲響，但身上明顯有大大小小不同傷口，不停
流血和噴水，眾人於是報警和商討如何救鯨，有
村民落水嘗試拯救，其後警員、漁護署和海洋公
園獸醫到場，各人花近兩小時少將鯨魚拖到較深
水位置。對於鯨魚最終死亡，梁太直言感到痛心
及不開心：「始終都係一條生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街坊：80歲人都未見過這種情況
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洋公園保育基
金早前公布，今年共發現37宗鯨豚擱淺，計及昨
日最新死亡的鯨魚，即增至38宗，如何安全有效
保護鯨豚成為市民關注議題。特別是去年7月13日
一條約8米長的成年布氏鯨闖入西貢海域，吸引大
批市民和旅客乘船出海追蹤，致該條布氏鯨疑遭快
速駛過船隻撞斃；其後多個動物保護組織要求政府
參考深圳做法，一旦有鯨豚出沒就劃定禁船區。不
過，漁護署當時曾發稿回應指鯨魚出沒地點和時間
不固定，範圍廣闊，制訂臨時禁船區不可行。
直至今年年中布氏鯨死因調查報告出爐，漁護
署才改變想法，提出三項建議，包括經諮詢保育
海洋哺乳動物專家小組，建議賦權漁護署署長，

當香港水域出現非本地棲息鯨魚時，將香港部分
水域劃定為「臨時海洋限制區」；並將現時只屬
指引的《觀豚活動守則》，政府建議賦予法定地
位；以及探討禁止觀賞非本地鯨豚類動物的活動
的可行性。不過，三項建議目前仍在研究階段，
未有立法及落實的時間表。
現時政府制定的《觀豚活動守則》，要求100米
範圍內出現海豚，船隻應減速或停船，每次僅可
有一艘船在500米範圍內觀豚，但該守則目前沒有
法律效力。而去年在港死亡的布氏鯨，據漁護署
其後向保育海洋哺乳動物家小組匯報的死因調查
結果，相信是被快速行駛船隻的螺旋槳擊中，傷
及背部及脊椎導致即時死亡。

護鯨豚三建議仍未立法落實

根據文獻研究及數據顯示，朗
氏印太喙鯨為世界上最罕有的鯨

類之一，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熱帶和亞熱
帶地區的海域，甚少於東太平洋出沒。據2003年
發表的學術論文，全球僅得65宗目睹朗氏印太喙
鯨紀錄，而朗氏印太喙鯨於1926年被命名後，截
至2021年全球擱淺次數僅17次，共涉及24條。可
見在本港發現活體朗氏印太喙鯨更屬極罕見。
朗氏印太喙鯨一般身長可達6米，下顎較上顎突

出，尖端有兩顆橫切面大致呈橢圓形的牙齒，略朝
前方傾斜。背鰭較大呈鐮狀，會隨年齡增長而變
淺，而頭頂前方的脂肪組織「額隆」則發育良好，
呈球狀。
由於朗氏印太喙鯨實在太稀有，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網站上，朗氏印太喙
鯨於2020年被列為「無危（LC）」，但物種數量及
分布數量均列為「未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全球僅65宗目擊紀錄 擱淺僅17次
話你知

一條罕見的朗氏印太喙鯨（Ziphiidae）誤闖本港水域，前晚更在大澳

石仔埗街岸邊擱淺，身體受傷大量出血染紅水面。有十多名村民自發

落水為鯨魚解困，直至漁護署及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人員到場為鯨魚進

行麻醉診斷，鯨魚因傷重過度虛弱，延至昨日零時不治。漁護署昨日

下午已將該鯨魚屍體送往漁護署海岸公園石壁管理站進行解剖，初步

評估該鯨魚應該屬喙鯨科，品種待確認，體長約6米至7米，性別為

雄性。解剖發現死亡鯨魚有表面傷痕，消化系統內有大型帆布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鯨魚的消化系統內發現一個大
型帆布袋。 漁護署Fb圖片

●大嶼山被發現擱淺鯨魚，長6米至7米，身有傷
口。 網上圖片

●出事鯨魚上周六（11月30日）早上已在大澳
水域出沒，當時表現正常。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