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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只要任何事情都做好準備，懂得隨機應變，面對

不同環境也不會太差。」2024年對於香港飲食業而言，是有

危有機的一年，在巿民北上消費成風的大趨勢下，食肆不進

則退。長沙灣一間食肆晚市轉做的士高（Disco）場，以激光

勁歌作招徠卻成功突圍而出，人氣持續熱爆。老闆朱嘉敏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不管遇到任何逆境，都要以

正面態度面對，因應環境變化靈活變通。他呼

籲同行在新一年抱持希望和熱忱，「繼續學習

和做好準備，定能飛得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食店晚市開派對
靈活變通人氣旺
老闆屢轉型求變 口味「捉到路」加歌舞助興

2024 年進入歷史，回眸過去一年，勤
奮的香港市民用智慧及毅力化危為機，

寫下一個個感人的香江故事。香港文匯報追訪4位充滿生
命韌度的小市民，在2024迎難而上成就夢想，並憑着永
不言敗的香港精神，迎接充滿無限可能性的2025年。

編 者 按

母伴肌萎兒北上求醫
盼同路人不再捱貴藥

2024年堪稱香港的熊貓年，憨態可掬的大熊貓
為市民帶來無限歡樂，尤其是一對龍鳳胎熊貓BB
茁壯成長，實要多得日夜照顧的「奶爸」、「奶
媽」。香港海洋公園動物部護理專員劉思穎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2024年充滿挑戰與感
動時刻，讓她難以忘懷。她與一班「奶爸」、「奶
媽」第一次要照顧初生熊貓寶寶、第一次迎接新
抵港的大熊貓「可可」、「安安」，雖然艱辛卻充
滿喜悅，期望牠們能成為香港市民快樂的象徵。

獲「安安」「可可」信任感欣慰
劉思穎分享說，剛接觸中央贈港的大熊貓「安

安」、「可可」時，看到牠們對新環境略顯拘謹，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兩隻熊貓的性格逐漸顯露，
「『安安』活潑好動，經常對新事物充滿好奇；而
『可可』則較為內斂，但在團隊的細心照顧下，展
現出溫柔的一面。」劉思穎特別提到，每次叫「安
安」、「可可」名字，看到牠們迅速抬頭並走近的
時候，那份信任讓她感到無比欣慰。
新的一年，她對這對熊貓充滿期盼，希望牠們

能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並在海洋公園的陪伴

下，成為香港市民的快樂象徵。
港產大熊貓龍鳳胎BB「家姐」、「細佬」更是港
人的焦點。香港海洋公園動物部高級監督殷漫萍
說，隨着牠們茁壯成長，近幾個月的活動時間明
顯增多。護理團隊此前以為「家
姐」性格溫柔，近日發現其實牠
非常貪玩，很喜歡同熊貓公仔
玩，也喜歡同「細佬」玩鬧；而「細
佬」則更加黏人，更喜歡和護理員
互動。●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奶媽」憶艱辛喜悅 冀熊貓「萌翻」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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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記晚巿旺場，食客滿足口福之餘，還玩得過癮。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朱嘉敏在食肆中與食
客互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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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對於照顧患罕見病兒子而四處奔波的
黎太來說，是充滿轉捩點的一年。因為食不
起香港「天價」的口服藥，她眼巴巴看着兒
子黎以霖受脊髓肌肉萎縮症（SMA）折騰，
直至這年跨境求醫，用相當於香港20分之
一的價錢服用同一款進口藥物，兒子病情因
此得以好轉，更獲公眾進一步認知罕見病
求醫的問題，連街坊相見也會為這對母子打
氣。黎太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新
年最大願望是香港與內地實現藥物互通，罕
見病患者無須千里迢迢北上取藥，以及期望
政府和醫管局放寬資助罕見藥的年齡限制，
造福更多病人。

港藥費20萬 深圳僅售1萬人民幣
黎以霖兩歲開始發病，至15歲才確診患SMA，

之前一直無藥可醫。早年有一款專治該病的藥物
面世，但以霖當時已「超齡」未符醫管局藥物資
助的年齡限制，服用此藥每月要自費20萬元。黎
家絕望之際，偶然得知深圳也引入該款藥物，售
價僅1萬元人民幣，黎太2024年遂與兒子踏上跨
境求醫之路。
「前兩個星期與他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雖然

花不少時間出行，但他說沒有以前那麼疲累。」
作為母親，眼見兒子腰背痠痛、易累等病徵大為
改善，黎太再多的苦也煙消雲散，「見到曙光，
心情就好了，我的心情亦好起來。」
母子倆北上求醫的故事經香港文匯報報道後，

引起公眾關注罕見病患者的藥費問題，對罕見病
的認知也加深不少。黎太說：「街坊見到我會說
加油，朋友現在也都知道我照顧兒子的辛勞，尤

其當我推輪椅帶以霖出街時，有市民更會幫我推
開商場的門。」

期望香港內地藥物互通
歷盡艱辛，為母則剛的黎太將新年願望獻給天
下患者，期望能實現藥物互通，燃亮天下同病相
憐的患者，她說：「香港與內地是一家，內地購
入的藥物便宜，希望香港可以用到內地的藥物。
雖然可能有些機制或法律規限，香港同款藥物不
能做到同樣低價，但希望特區政府研究如何解決
這些關卡，對病人來說，有藥食其實便能見到希
望。」
她並希望醫管局放寬資助罕見病人用藥的年齡
限制，亦期望新一年嚴重傷殘人士可以獲發醫療
券，「很多時政府門診很難打通電話看，就要自
己看私家醫生，所以可以用醫療券對他們來說是
最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入夜後的長
沙灣街頭

巷尾變得冷清，唯獨走近朱
敏記大排檔卻有另一番光景，店

外大排長龍，店內更是勁歌熱舞，並
有駐場歌手獻唱助興，食客滿足口福之

餘，還玩得過癮，晚晚旺場，成為該條街
獨特的風景線。成功非偶然，老闆朱嘉敏自
言自己也是在屢次失敗中，探索成功竅門。

「要生存就要變，不然死路一條」
出生於內地浙江山區的朱嘉敏自言文化程度不

高，但勝在對不同事物也感興趣和努力學習，十多
年前移居香港，「第一份工是在國際學校做短期的游
泳助教，教8歲以下學童，之後轉做時裝零售。」
8年前她察覺網購盛行下，實體零售生意受衝擊，
所以即時尋求轉型，「人要生存就要變，不然就死路
一條，所以要轉跑道。」
2016年開始進軍餐飲業，在土瓜灣榮光街創立首
間食肆，後來因為重建，搬到土瓜灣碼頭圍道，直
至2024年6月在長沙灣開設該間集的士高夜店與食
肆於一身的分店。
她坦言，這也是一個籌備一年的決定，其間走
遍多區物色合適店舖，「當然最重要先儲子彈、
即儲備足夠資金。」該店面積4,000多平方
呎，較土瓜灣舖增加一倍，晚巿更以勁歌
和燈光，將店舖變身為Disco作招徠，
「香港生活較緊張，工作勞累，希望

食客放工能夠輕鬆享受用膳時
間。」

她的靈活變通亦體現
在菜式上，她表

示 Disco 音樂的
娛樂性活動只屬該食肆
的「配菜」，最重要還是食
品質素。最初在土瓜灣開業時她
主打桑拿菜，即蒸氣鍋，但發現此類
食肆「生命力不是太強」，故改為中式
大牌檔菜式為主。其後她發覺本地顧客也
接受比較重口味的菜式，因此加入湘川菜，
「除椒鹽鮮魷、小炒皇，再加入水煮魚、酸菜
魚等，其實就是會千變萬化，食客喜歡什麼，就
向這方面發展，並不時構思新的菜式。」

菜式靈活變通 業務擴及上游
不斷求變的朱嘉敏近期又有新想法，之前因遇見一

位經紀到處向食肆推銷食材，覺得對方勤力，她即游
說合作搞食品批發，未幾在江門和中山設工場提供食
材，更有養殖魚場，「除供應魚外，有扣肉、紅燒
肉、生的牛肉等，在內地攞了牌出口，做了兩個月已
有超過50個客戶。」

首務街坊食得更好 不忘睇新舖
朱嘉敏相信其生意在來年繼續騰飛，更勝往年，

而她亦不斷變通，「我們亦增加一些表演，如四川
變臉，並有歌手表演等，一個多月前則搞抽獎活
動，送出300元或以上的菜式和現金獎。」
她表示新一年最重要再提升食品質素，「首

先要調整好這兩間店舖的人員、食品、食
材那些出品，真的有能力不排除開設
第三間食店，雖然現時未有計劃，
但其實亦一直有到處睇舖位，
先做準備，而我主要做街
坊生意。」

創業難，
創立一間宣揚愛
護流浪貓、聘用聽障人士
的貓舍更是難上加難。但當抱持着這個夢的
任先生與拍檔，遇上香港房委會「共築．創
業家」計劃後，夢想終於成真。他們免租進
駐長沙灣海麗商場開設流浪貓體驗館「貓貓
爪家 Lost and Meow」，過去一年既開心又
繁忙，開心是他能藉此機會將救助流浪貓的
想法付諸實行，且獲香港動物領養中心
（HKAAC）的支援，增進對照顧貓隻的認
知。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新的
一年，期望流浪貓體驗館的業務穩定後，能
擴展到其他商場，聘用聽障人士照顧貓隻，
實踐雙重公益的心願。
從事網上宣傳和品牌設計的任先生，去年
開始考慮做一些能回饋社會的工作，得悉房
委會推出商舖免租計劃，馬上夥拍一班朋友
構思業務大計。由於他是愛貓之人，故萌生
幫助流浪貓的念頭，撰寫計劃書後成功入選
「共築．創業家」計劃，並獲HKAAC支
援，提供尋獲的流浪貓並教授照顧貓隻技
巧，創辦這間流浪貓體驗館。
他同時要兼顧本身的工作，故十分忙碌。

然而他不以為苦，認為一切辛勞也是值得。
回顧過去一年，追夢成功的他十分感恩有心
人沿途幫忙，「我本身和拍檔都對貓有一些
了解，但因家庭問題例如有家人鼻敏感等，
不方便養貓，只能偶爾去不同的派對室探望
流狼貓。但經過這次創業機會，HKAAC教
曉我們怎樣去令貓貓健健康康地生活，所以
我們更加喜歡貓。」
不過，創辦這個體驗館亦有不少煩心的

事，除要兼顧本身工作外，亦要協調不同意見，「如
何去營造整個品牌形象，其實不同人有不同的意
見，所以要做很多協調工作。」他坦言不想辜負房
委會的免租計劃，「這是為自己的一個想法、自己的
一個夢想走下去，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他表示，體驗館收入場費，顧客到場與貓貓相

處、遊戲，顧客亦可考慮領養心儀的貓隻。該館裝
修等花費不菲，至今仍未回本， 但無阻他們澎湃的
創意和夢想飛翔，新一年他們已構思不少大計，包
括與手作導師合作製作以貓為主題的手作工藝販
售，另外亦研究請獸醫及寵物美容師等開辦有關貓
隻健康和美容等收費課程。
任先生與拍檔帶着夢想迎來2025年，有意將業務

擴展至其他商場，「動物或者貓貓本身有一種魅力，
可令到人很開心」，此外希望能聘
用聽障人士，「有很多實例是聽障
人士可以照顧好貓貓，其實我們的
夢想就是希望可以幫助這些弱勢群
體，一步步幫助社會中不同的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任先生希望有
更多人喜愛貓隻。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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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霖北上求醫獲處方口服藥後情況好轉，黎太
亦感高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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