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柱國出殯 政商翹楚送別

前全國政協常委、愛國愛港商人何柱國本月11

日逝世，享年77歲。何柱國的喪禮在香港殯儀館

舉行，昨日早上11時進行大殮，之後辭靈出殯，

多位政商界人士到場送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何柱國親家兼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劉淑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港協

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主席王

冬勝、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以及何柱國妹夫Rob-

ert E. Whalen II扶靈。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20252025年年66月月303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勞詠華文 匯 要 聞A10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9� �
景怡關愛隊
自展開服務以
來，一直秉持
「推動社區為

本，全心服務居民」的理念，致力為區內居民提
供全面及貼心的服務，以凝聚社區各方力量，與
居民共建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關愛共融社區。
景怡小區匯聚了不同年齡層的居民，關愛隊會

根據區內的實際情況，制定和提供一系列針對性
的服務及措施，為居民提供適切的關懷與支持。
長者的需求是其中一項我們重點關注的事宜。長
者隨着年齡的增長，在日常生活及身心健康方面
均面臨不同的挑戰。關愛隊和義工會定期上門探
訪長者戶，透過深入交流以了解他們實際的生活
狀況及需求，適時向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我們
亦會為長者提供簡單的身體檢查服務，以協助他
們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提高保健意識。

景怡關愛隊又特別推行長者關懷計劃。透過定
期舉辦不同的社交活動，例如茶敘、健康講座，
為長者與鄰里創造更多交流機會，讓街坊聚首一
堂，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從而減少長者的孤獨
感。這些活動不僅能讓長者感受社區的溫暖，更
有助促進區內居民的互動，建立彼此間深厚的感
情。

鼓勵區內青年參與社區服務
在關顧長者的同時，景怡關愛隊致力培育年

輕人成為促進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鼓勵
區內青年積極參與關愛隊的社區服務，為區內
有需要的人士送暖；定期招募青年義工一同策
劃活動，讓他們與街坊共同參與工作坊、運動
及文藝表演等，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信任。透過
參與關愛隊的義工計劃，年輕人不僅能獲取寶
貴的社區服務經驗，更能學懂尊重和理解不同

背景及年齡層人士的需要，從而為社區營造長
幼共融的和諧氛圍。

透過不同渠道推廣防騙訊息
我們更積極推動社區的多元文化共融，與小西

灣區內其他的關愛隊共同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例
如文化同樂日、賀國慶文藝表演等，讓不同族裔
的居民加深對社區的歸屬感，促進文化交流和理
解。這些活動有助增強社區凝聚力，讓居民在多
元文化中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景怡關愛隊以守護社區為己任。我們積極在區

內透過不同渠道推廣防騙訊息，包括設立防騙街
站、派發防騙宣傳單張和定期舉辦防騙講座等，
讓居民深入了解各類常見的詐騙手法，藉此提高
居民對各類型騙案的警覺性。
景怡關愛隊十分重視居民的意見，透過設立

街站和派發問卷調查，我們廣泛收集居民對公
共事務及社區服務的意見並向政府反映，希望
透過這種由下而上的民意傳遞機制，讓小區的
各種想法能更有效地傳達至政府，從而提升社

區服務的質素。
我們堅信社區的力量源自每一位市民的參與。
景怡關愛隊將繼續堅守「推動社區為本，全心服
務居民」的核心理念，持續提升居民的生活質
素，讓大家感受到關懷與支持。我們期待未來有
更多義工加入關愛隊，攜手共建更美好的社區。

●景怡關愛隊隊長梁國鴻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推長者關懷計劃 關愛隊助建活力社區

●景怡關愛隊與警方在小西灣區推廣防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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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儘管全球化遭
遇逆風、地緣政治帶來挑戰，亞洲經濟依然
展現出強大韌性。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發表網誌指，亞洲區內更深度的融合
發展已成為當前全球最重要、不可逆轉的經
濟趨勢之一。香港憑藉其獨特的自由港地
位、完善的金融體系以及創科潛力，將在新
時代中大有可為，找到新機遇、新動能、新
出路。他強調，香港近期外貿表現強勁，特
別是對越南、日本及內地的出口增長顯著，
同時香港將通過金融科技、穩定幣應用及與
亞投行的合作，助力區內綠色轉型及基礎建
設，為亞洲新時代貢獻力量。

金融服務可擔當更多元角色
陳茂波表示，亞洲地區貢獻全球經濟增長

約60%，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明
兩年發展中亞洲的經濟增長率將介乎4.5%至
4.6%，遠高於先進經濟體的1.4%至1.5%。
隨着國際貿易及非貿易壁壘增加，亞洲區
內經貿合作將進一步深化，例如「中國—東
盟自貿區3.0版」已於上月完成談判，聚焦數
字化發展及綠色經濟等領域。作為聯繫內地
與世界的重要窗口，上月香港對外商品出口
貨值按年上升15.5%，連續15個月錄得正增
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首五個月，香港對
越南的出口累計增幅高達59%，對日本及內
地的出口亦分別增長20%和18%。
外貿增長帶動區內貿易，人民幣結算需求
上升。陳茂波指，隨着區內本幣結算趨勢增
強，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正
提升人民幣流動性、豐富投資產品及優化金

融基建，支持跨境貿易與投資。
陳茂波上周到訪天津，率20多家香港初創

企業參與「2025津港科技企業交流會」，涵
蓋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領域，
與天津的先進製造、合成生物產業形成互
補。通過對接，兩地企業探索技術合作與資
源共享，促進創科生態融合。
陳茂波亦在北京出席亞投行第十屆理事會

年會，見證香港金管局與亞投行簽署戰略合
作夥伴協議，合作投資亞洲新興市場的風險
投資基金，支持綠色基建及科技創新。他表
示，香港將進一步加強與亞投行協作，通過
金融創新，例如發行更多幣種和不同年期的
債券、把基建抵押貸款證券化和發行巨災債
券等，支持區內經濟體的基建和其他發展的
資金需要。

財爺：香港在亞洲新時代中將大有可為 逾30名牛津劍橋等學者擬來港
劉澤星：看好港發展機會

◀ 政商界名人為何柱國
扶靈。 何柱國家屬供圖

▲何正德在太太林恬兒（左）、姐姐何詩曼（右）陪同
下，捧着父親遺照步出殯儀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社會各界敬送何柱國的花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攝

何柱國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
式表示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也委託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轉達對何柱國逝世的哀悼，
向家屬表示慰問。

兒媳林恬兒：家翁待我如親生女
何柱國女兒何詩曼、兒子何正德及媳婦林恬

兒，一早到殯儀館打點及致祭，他們昨日上午
10時許步出靈堂見傳媒，何正德向傳媒表示，
「多謝你們來，有心。」林恬兒表示，很感激
家翁生前愛錫她這個兒媳，當自己像親生女兒
一樣，「我很掛念他。」林恬兒並提到，何家
較低調，儀式希望從簡，目前想先做好葬禮，
暫時未決定日後會否設追悼會。至中午12時
許，何正德在太太林恬兒、姐姐何詩曼陪同
下，捧着父親遺照步出殯儀館。

何柱國治喪委員會由前特首董建華擔任榮
譽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及梁振英擔
任主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尹宗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擔任副主任。昨日到場
送別的還包括：前特首曾蔭權夫婦，前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信德集團行政主席何超瓊，
旭日國際集團董事會主席蔡志明，霍震霆長
子霍啟剛、媳婦郭晶晶、次子霍啟山等人。
1949年出生的何柱國為香港煙草有限公司

創辦人何英傑的長孫，曾出任香港煙草有限
公司董事會主席、星島新聞集團董事會主席
等職。愛國愛港，堅定擁護「一國兩制」方
針和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
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發揮重要
作用。擁護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積極參與內
地經濟建設和公益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銳意發展為國際教育樞紐，除
要吸引各地尖子來港升學外，專上院校亦積極吸納教學人才。香
港大學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劉澤星昨日透露，醫學院早前到英國
的劍橋大學及牛津大學等不同頂尖學府進行招募，接獲30多名教
授學者遞交履歷，有意慾來港發展。另一方面，港大醫學院推出
的四年全日制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第二學位課程，收到逾900份
入學申請，部分申請者是來自劍橋和牛津等不同學府的本科畢業
生。
劉澤星昨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該些有意來港發展的學者，部
分擔心來港後的語言溝通、高昂住宅租金以及子女讀書等問題，
但他們看中香港的發展機會，「特別是香港和我們國家將來的機
會，他們看到我們國家在科技方面的發展一日千里。」此外，香
港的薪酬達國際水平，且稅率較低，亦是吸引他們的原因。

900人申請港大醫學士第二學位
除教學人才外，他表示港大醫學院多年來主要訓練本地醫科
生，以往並不太國際化，需要盡量吸引海內外學生入讀。醫學院
早前推出四年全日制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第二學位課程，讓持有
學位人士報讀，首年學額25個，本月20日截止申請，預計首批新
生今年9月入學。
劉澤星表示，該課程收到900多個入學申請，當中800多人為本
地生，部分申請人則是於劍橋、牛津、倫敦大學等海外不同頂尖
學府修讀本科課程，有一定程度的成績，期望這些海內外學生日
後可以把外國學習文化帶到港大，擴闊本地生的國際視野。
此外，港大醫學院亦正與劍橋大學醫學院商討合作計劃，例如

容許港大醫科生在增潤學年前往劍橋攻讀碩士、博士後及研究員
交流等，而醫學院亦將會到訪加拿大和美國等地商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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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指，面對地緣政治的衝擊，香港將會
找到新機遇。 陳茂波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