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醫療界近年與內地的交流愈發密切，

「仁毅醫學教育計劃」繼去年舉辦首屆交流

活動，安排38名香港醫護學生前往內地交流

學習，今年第二屆活動參與人數增加，將安

排60名醫科學生和護士學生在暑假期間分三

批前往上海及北京，與當地醫護一同學習及

進行實習，親身體驗內地前線醫護的生活。

有參與計劃的學生期望，藉着今次活動了解

內地醫院應用人工智能（AI）技術的情況，

以及如何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和質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60醫護生暑假赴京滬實習交流
參加者盼了解內地應用AI情況 體驗醫院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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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一年一度的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昨日
在廣州城區珠江水面舉行，作為大灣區最具「國際範兒」的龍舟大賽之一，本屆
賽事吸引了內地、港澳台及海外116支龍舟隊伍，4,000多運動員參與。其中，港
隊有近10支隊伍參賽，隊員紛紛表示，每次北上參賽都有新變化，有不同的體
驗。其中，水質變化使得隊員「放開手腳」比賽，感受大美灣區。而在「港車北
上」便利政策下，有隊伍自駕來到內地，參賽之餘還能靈活安排旅遊活動，暢玩
大灣區。
今年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共設4個項目，競賽項目為22人龍舟600米直道競速，
分設男、女子公開組，男子國際組，大學生組4個組別；傳統龍舟、彩龍、游龍是
表演項目，展示獨特的嶺南傳統文化。香港水師龍舟隊、香港犀牛龍舟隊、香港
樂力龍舟隊、香港特區龍舟聯會女子龍舟隊等來自香港的龍舟隊參與22人龍舟男
子國際組、22人龍舟女子公開組等組別的角逐。

水師龍舟隊成港紀律部隊聯隊
天公作美，珠江水面風平浪靜，氣溫亦較為舒適，一眾選手比賽體驗極佳。其
中，香港水師龍舟隊是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的常客。多年來這支隊伍以香港水警
警員為主，如今隊伍組成有了較大變化。領隊黃浩智是這支隊伍的鼓手，他告訴
記者，隊員均來自香港紀律部隊，包括水警、刑警、特警、機動部隊、輔警等。
「很多隊友都是在香港扒龍舟期間認識的，得知我們水警常年北上參加龍舟
賽，其他警種的同事，也紛紛加入我們，熱情很高漲。如今，香港水師龍舟隊已
經變成了香港紀律部隊的龍舟聯隊。」黃浩智說。
香港水師龍舟隊還組建了女子龍舟隊，今年首次參加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參
與女子公開組的比賽，挑戰比較大。黃浩智表示，香港和廣州文化相近相親，傳
統龍舟文化保留得比較好，又各具特色。比如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在珠江水面舉
行，設了傳統龍舟、彩龍、游龍的表演項目，讓人賞心悅目，感受到中國傳統龍
舟文化的魅力。香港的龍舟賽多在海面舉行，很多賽事保留漁民龍舟的文化特
色，同樣看點十足。
參賽多年，香港水師龍舟隊每年都能見證內地的變化和進步。黃浩智舉例說，
與10年前乃至5年前相比，廣州珠江的水質明顯清澈很多，可見廣州治水效果顯
著。他還記得，多年前，隊員們扒龍舟時，為了避開被污染的珠江水，不少人
「全副武裝」把自己裹得嚴實。如今，水質變好了，隊員們不再束手束腳，可以
盡情地在珠江划船、競渡，很舒暢，很開心。
昨日上午舉行的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預賽上，香港犀牛龍舟隊表現出色，順利
進入決賽。隊長張建明告訴記者，這支龍舟隊以退休和在職的公職人員為主，自
2009年以來，從未缺席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我們的年齡普遍在50歲以上，能
夠進入決賽已經很不容易。相較成績，我們更看重享受比賽的過程。」張建明
說。

犀牛龍舟隊自駕北上參賽
近年來，香港犀牛龍舟隊積極參加內地龍舟賽事，曾到廣東、江蘇、貴州、河
南、北京等多地參賽。今年也不例外，將參與多地的龍舟活動。得益於「港車北
上」政策便利，該隊今年首次自駕北上參賽。張建明介紹，他們提前出發，在正
式參賽之前，先在廣東遊玩。之後，將車輛停放在廣州南站，搭高鐵前往長沙遊
玩，品嘗當地美食，去了橘子洲等景區。
「我們一行20多人，駕駛三輛車。旅遊過程中，龍舟裝備就放在後備箱。回到

廣東後，我們又駕車前往佛山，參加了在當地舉行的龍舟活動，和當地友人分享
燒豬等嶺南美食，度過了一個很特別的端午節。」張建明說。
今天（2日）是內地假期最後一天，他們參加完廣州的比賽後，將去到珠海，在
當地遊玩後，經港珠澳大橋回到香港。「和以往乘坐大巴或高鐵相比，在『港車
北上』政策下，自駕出行使得行程安排更為靈活，我們得以組織更豐富的活
動。」張建明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屹立尖沙咀廣東道56年的嘉禾
海運戲院，昨日迎來最後營業日。這間全港唯一擁有巨幕的戲
院吸引大批影迷前來「打卡」留念，售票處長期大排長龍，多
場電影均爆滿，晚上三場「盲盒場」更早早滿座。不少專程入
場見證戲院謝幕的市民表示唏噓及不捨，同時呼籲公眾用行動
多支持留得低的院線，延續香港電影文化。
昨日最終營業日，海運戲院首場電影《史迪仔》約於上午9
時半上映，清晨時分已吸引大批影迷到場。戲院正門外，市民
排隊拍照留念，售票及取票隊伍綿延數十米，場面熱鬧。不少
人專程前來支持最後一天營業，告別這間陪伴數代人的戲院。

影迷盼更多市民支持院線電影
有影迷表示，從小在海運戲院看電影，該處承載他多年回
憶，「見證過許多經典電影及明星。」他更慨嘆香港的大戲院
愈來愈少，故特意到場再看電影，回味一下光影情懷。另一名
影迷表示，海運戲院過去數十年來陪伴許多街坊成長，盼有更
多市民支持現存的院線電影，讓電影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並無

奈地說，「雖然（海運戲院）裝修過一次，但在時代巨輪下也
要『畢業』。希望大家多去戲院支持電影，不要等到最後一
刻。」
對於部分影迷而言，海運戲院不僅是睇電影的場所，更是承
載情感記憶的「拍拖勝地」。影迷朱先生表示，逾30年前與當
時尚未成為其妻子的朱太太首次相約在海運戲院觀看經典西片
《這個殺手不太冷》，該片成為二人定情之作。其後二人在拍
拖歲月中常到海運看電影，戲院見證了他們從戀愛、結婚到育
女的愛情長跑。昨日兩夫婦與已長大的女兒一家三口重遊故
地，緬懷定情之地。
海運戲院自1969年開業，當時全院座位逾1,700個，戲院播

放過無數中西經典電影，包括1971年李小龍代表作《唐山大
兄》首映、1976年票房冠軍《半斤八両》等，見證了香港電影
業的黃金歲月與時代變遷。作為全港少數保留巨幕的戲院，其
震撼音效與寬敞環境深受影迷喜愛。海運戲院曾於2013年翻
新，座位減至456個，最終亦隨市場競爭加劇而難逃結業命
運。海運戲院結業後，嘉禾院線旗下僅剩5間戲院。

海運「謝幕」場場爆滿 影迷難忘「拍拖勝地」

港龍舟隊赴穗參賽
讚「港車北上」便利

仁毅醫學教育計劃主席、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
林哲玄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年第二屆交流

活動人數增至60人，參與的醫科生和護士學生來自
本地9間醫護院校和機構，他們在內地會開展為期
兩周的交流活動，而內地三間醫學院亦會派出醫護
學生來港學習交流。
今次參與活動的內地機構除去年的上海交通大學
附屬第六人民醫院和北京大學醫學部外，新增北京
協和醫院，該院有一個集中治療罕見病的科室。
林哲玄表示，在香港遇到罕見病病例的幾率相對
較少，但內地在罕見病治療方面有較多資源，另外
北京協和醫院非常重視醫療紀錄，要詳細描述甚至
畫圖，希望學生能趁這個機會學習交流。

計劃研擴至其他醫療衞生專業
該60名港生會親身體驗內地的醫學教育和醫護前

線工作，期望他們作為香港的青年大使，能展現香
港地域文化精神，說好香港故事，而該計劃未來會
考慮逐步擴展至其他醫療衞生專業，例如康復治療
專業等，但香港將物理治療與職業治療分得比較清
楚，內地則統稱為康復治療，因此需要進一步了解
情況，才能確定合適的交流方式。
該計劃的籌委會及評審委員會成員、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內地事務）容樹恒表示，人
際交流能力是甄選學生的重點，包括溝通和應對
技巧、領導能力及團隊精神，期望參與學生除專
業學習外，能培養跨文化溝通，加強和團隊合作
精神。
去年參與交流活動的仁毅同學會主席李嘉晴表

示，活動中接觸到內地醫療服務及當地科技發展，
見識內地中西醫如何聯合為病人診症，當時與內地
學生一起學習和外出遊玩，包括雨天爬了三小時長
城，形容是一段難忘經歷，與內地學生交流中，彼
此了解對方長處及互相學習，相信今屆參與學生會
有豐富收穫。

冀了解中醫藥如何與現代技術結合
今屆學生代表、將到內地交流的香港大學護理學

生姜敏婷相信，交流不僅能提升專業知識，還能擴
展視野，期待在活動中了解內地醫療改革與創新的

成功經驗。她指出，內地中醫藥在現代醫療中發揮
重要作用，期望了解中醫藥如何與現代技術結合，
在實踐中取得成效。
她亦希望親身體驗內地醫院的管理和運作模式，

了解現有資源下如何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和質量。另
外，內地正訓練AI協助醫生診斷並進行X光和CT
檢查，縮短診療時間並降低誤診風險，內地醫院還
引入AI陪診師提供諮詢、情緒支援等服務，故希望

透過交流活動，加深了解內地醫療應用AI技術的發
展。
另一學生代表、中大醫科生許穎喬期望，透過活

動了解內地在龐大人口需求下如何做好患者分流，
以及內地醫生職責範圍與香港的異同。她指出，內
地人口多，應對疑難雜症甚至罕見病幾率較香港
高，希望借此機會增長見識，向內地經驗豐富的醫
生學習。

●「仁毅醫學教育計劃」今年第二屆活動將安排60名醫科學生及護士學生前往上海和北京交流實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由藝術香港主辦，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仁濟醫
院聯合主辦的「祖國的花朵」第四屆金紫荊盃全港兒童繪畫大
賽頒獎典禮昨日在香港舉行。活動吸引逾3,000名兒童參與，共
評選出幼兒組及小學組共240個獎項，展現香港青少年的藝術
才華與對祖國的深厚情懷。
出席活動的主禮嘉賓包括：藝術香港首席顧問、兩岸和平發

展聯合總會首席會長林廣兆，中央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處長
胡明智，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嚴卓晞，藝術香港發展委員
會主席林克倫，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黃敬，仁濟醫院董事局
行政總裁梁偉光，大公報副總編輯韓紀文，香港日月星文創禮

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曉瑩，國際警察協會（香港分會）主席譚
文海，新界校長會主席朱偉林，香港金紫荊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賴榮春，藝術香港發展委員會主席岑醒文，香港書畫藝術導師
協會會長何永祥，香港畫家聯會會長許昭奇，和正會計師事務
所董事總經理陳沛衡等及獲獎學生、家長和老師。
本屆大賽共收到3,000餘幅作品。幼兒組及小學組分別評選出
一等獎10名、二等獎20名、三等獎30名及優異獎60名。獲獎
作品題材豐富，既有香港城市景觀的璀璨描繪，也有祖國自然
風光的絢麗讚美，更有充滿想像力的創意融合，展現孩子們對
文化、環境與未來的獨特視角。

「祖國的花朵」繪畫賽吸引逾3000童參加

●香港龍舟隊伍的參賽體驗極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海運戲院最後一日營業，吸引不少市民前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影迷在戲院門前打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售票處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市民拍攝戲票和
海報。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 攝

▲影迷展示戲票。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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