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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 「雜交水稻之
父」、中國工程院院士、 「共和國勳章」受勳者、
香港中文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
員會前委員袁隆平，22日在湖南長沙逝世，享年91
歲。中文大學對此表示哀悼，並向袁院士家屬致以
最懇切的慰問。

是一位偉大的農業工作者
中大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表示，袁隆平

是一位偉大的農業工作者，成功於70年代初研發出
中國雜交水稻，用最實際的行動提升了水稻的產
量，讓中國以僅佔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活了佔世
界22%人口，為國家以至全世界糧食安全保障作出
重大貢獻。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
種優勢的科學家，其卓越成就獲得海內外的一致認
同與肯定，先後於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於
2006年4月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以及於
2018年當選中國發明協會首屆會士。

中大表示，袁隆平與校方有深厚淵源，為推動21
世紀中國雜交水稻的改良工程，他與中大農業生物
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成員辛世文院士、林漢明教
授，以及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古森本
教授，共同進行一項大型合作研究計劃，通過引入
先進生物科技和破解水稻的遺傳基因密碼，結合傳
統育種技術，進一步提升中國雜交水稻的產量、質
量及抗逆的能力。

自重點實驗室在2008年成立以來，袁隆平一直擔
任學術委員會委員，毫不吝嗇地提出各種寶貴意
見，多年來對本實驗室大力支持和鼓勵，實驗室仝
人深感榮幸。中大讚揚袁隆平畢生致力追求創新、
不畏艱難、一心為民，為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作出
了巨大而深遠的貢獻。於科研，於社會，功在千
秋，成就斐然；範典永垂，國士無雙。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機電署在今年
的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共獲得4個金獎及4個銀獎，發
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在網誌撰文，介紹其中兩項得
獎發明。他又鼓勵更多部門繼續以靈活創新的思
維，應用新科技以優化服務和支持智慧城市發展。

黃偉綸介紹，其中一項發明是榮獲金獎的 「智能
自動梯實時監測系統」，由機電署聯同業界、初創
公司及大學一起研發。這套新研發的系統，應用了
光纖傳感技術及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實時監測自
動梯的運作，更以三維掃描打印技術，優化自動梯
機件的設計。

智能監測系統減少「炒梯」
透過監測自動梯上梳齒板的震動和光纖傳感技

術，系統可以檢測到自動梯上是否有障礙物。遇有
障礙物 「卡住」自動梯，系統會發出警報信號，同
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通知管理人員，以盡快把障礙
物清除，減少 「炒梯」事故。系統亦會計算自動梯
的人流，方便維修人員知道自動梯的用量，從而知
道哪個部件損耗會較多，及早採取預防性維修，減
少事故發生。

現時整套系統安裝在8條自動梯作實地測試，包
括戶外有蓋行人道、政府綜合大樓及大型商場內，
測試成績理想。機電署計劃將系統推廣到機場管理
局、港鐵公司及政府不同場地，職訓局亦有意應用
有關發明作教學用途。

另一項發明是榮獲銀獎、由機電署研發的 「空氣
過濾器2.0」，是用於中央冷氣系統的節能空氣過濾
技術。 「空氣過濾器2.0」引入的第二種先進技術，
是能夠提高過濾效率的聲波技術。有關技術把聲波
射進過濾物質內，當氣流中的懸浮粒子穿過過濾器
時，聲波會令懸浮粒子震動的幅度擴大，令它們更
容易被過濾物質抓住，提高過濾效率。 「空氣過濾
器2.0」已經成功進行測試，與傳統的空氣過濾器相
比，可以節省 20%至 30%的耗電量，達到節能減排
目的。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為紓緩輪候公屋
多年的基層人士的壓力，多個非政府機構近年相繼推
出過渡性房屋項目。由社區組織協會營運的長沙灣英
華街興建組合屋，預計將於2022年第一季落成。項目
共提供140個單位，當中包括35個大家庭單位，是市
區首個設有大單位的組合屋項目。社協表示，項目將
在今年10月至11月期間接受申請，會優先考慮編配
予輪候公屋3年以上家庭入住，租金介乎2000至5000
元。

社協表示，過去數年本港公屋申請人數屢創新高，
現時申請宗數超過25.38萬宗，平均輪候時間維持5.8
年，長者一人申請亦要等3.6年，而土地供應長期不
足，興建房屋需時，預計基層輪候公屋時間將越來越
長，香港基層住屋權備受剝削。特區政府於2017年宣
布推行過渡性房屋，其後成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
財政司司長在2019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20億元，
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其後，當局宣布設
立50億元的專項資助，並於2020年6月起支援合資格
推動過渡性房屋的機構，進行一次性的工程項目，包
括翻新空置住宅樓宇的單位及在空置土地上興建組合
屋或改裝非住宅樓宇，至2020年11月，政府更建議
向現有計劃額外注資33億元。

不過，社協認為運房局現時就組合屋項目提供的資
助，只集中興建房屋單位數量，但非政府機構往往受

制於既定建築成本、風險控制、土地大小限制、需興
建一定數量單位以平衡社會服務營運收支等因素，較
少提供大單位，忽略大家庭的需要，因此特別在長沙
灣英華街興建組合屋項目中，提供35個大家庭單位，
市區首個設有大單位的組合屋項目。

提供較大面積350呎單位
社協獲關愛基金及私人基金贊助，在長沙灣英華街

興建組合屋，提供140個面積由144至350呎的單位。
項目預計於2022年第一季落成，全期預算可協助600
名苦候公屋的基層市民，脫離環境惡劣、租金昂貴的

住屋，讓他們在可負擔的過渡住屋中得以喘息。
項目單位設計強調室內自然採光、空氣流通，設獨

立廚廁，基本家電、提供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7平方
米的居住空間，2睡房的單位預計可容納4至5人，在
睡覺單位外預留空間放置兒童書本、儲物櫃等，方便
孩子做功課及溫習。未來更設有共享的生活空間，方
便居民日常交流，以及兒童與長者遊樂。

社協要求政府增加社會房屋，視過渡性房屋視為扶
貧策略的一部分，重新制訂適切的基層住屋政策，以
及擔當領導者角色，作為過渡性房屋供應者，主動規
劃並興建各過渡性房屋項目。

張建宗：港人口急速老化
張建宗在網誌表示，公營醫療醫生人手短缺尤其嚴

重，而在2020年，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欠缺共710名
專科醫生和準專科醫生。隨本港人口急速老化，以
及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持續上升，醫生人手短
缺的問題若不解決，受苦的只會是廣大市民，尤其是
基層和長者。

他指出，雖然政府在過去 10 年已不斷增加兩間醫
學院的醫科生學額，但訓練醫生需時，擴張醫學院
培訓容量亦有實際局限，因此不能單靠增加本地學
額去解決醫生人手問題，必須考慮引入更多合資格
非本地培訓醫生。政府認為有迫切需要為合資格的
非本地培訓醫生另闢途徑，讓他們只要符合特定條
件，便毋須通過執業資格試，亦能夠在香港取得正
式註冊資格。

張建宗強調，特區政府銳意改善本港醫療體系和
服務，以前瞻性的眼光規劃未來，建立周全穩健的
醫療制度及可持續發展。不過，硬件與軟件的提
升，要有足夠的醫護人手配合。因此，增加醫生人
手在短、中、長期來說都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及迫
切性。畢竟這關乎市民需要、病人和大眾的福祉。
希望社會各界及醫生組織以客觀、理性及務實的態
度，處理醫生人手不足的課題，從香港整體利益出
發，讓合資格且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醫
生在港執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認為，本港醫療人手短缺

問 題 嚴 峻 。 他
指 出 ， 香 港 目
前 每 1000 名 人
口 只 有 兩 名 醫
生 ， 數 字 遠 遠
落 後 於 新 加 坡
和 英 美 等 先 進
經濟體。為提升公營醫療服務的容量，除了增加醫
生的培訓名額，不可或缺的是增加如藥劑、物理治
療及護士等的醫療人員培訓學額，以及整體教學的
設施等。

陳茂波：目前最適切方案
他提到，即使增加培訓學額和教學設備，培訓一個

專科醫生，由進入大學到完成專業培訓，往往需要超
過10年。這些中長期增加醫療人手的措施，不足以緩
解目前香港面對的人手上的缺口及市民對公營醫療服
務的迫切需要。政府有必要多管齊下，同時透過有效
的短期措施，全方位提升醫療系統特別是人員配備的
數量，才能解燃眉之急。

陳茂波指出，香港近年持續面對公營系統醫生人手
緊張問題，政府已增加在軟件和硬件方面的資源投
放，試圖從中長期徹底解決問題；現在透過修訂法
例，吸納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到公營醫療體系服
務，相信這是目前最適切的方案，以緩解短期人手不
足的問題。希望大家從社會整體需要考慮，支持今次
條例修訂建議。

陳肇始：冀議員支持修例
陳肇始表示，局方將於6月2日把法案提交立法會

審議，衷心希望立法會議員以及社會各界能支持。局
方將盡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讓有關法案得以早
日獲得通過，可以有多些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回來
服務，讓整體醫療體系和服務輪候時間長的情況得以
改善，最終能讓病患者得益，並讓香港公營醫療服務
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得以維持，以應對本港人口增長
和老齡化帶來對醫療服務的挑戰。

陳肇始稱，現時國際上有不少國家（如新加坡及澳洲）
均設有不同機制去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滿足一定條
件後，便可在當地取得正式註冊。考試並非唯一取得正
式註冊的條件。她重申，政府並非要取締現時執業資格
試的制度，而是在確保醫生質素的前提下，新增一條路
徑讓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

此外，陳肇始又釐清社會多個誤解，強調循新途徑
來港執業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仍須向醫委會註冊，並如
其他本地醫生一樣受醫委會的紀律監管，而非繞過醫
委會。

顧及整體利益 呼籲市民支持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府早前建
議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訓港人醫生，多名官員在
網誌呼籲社會支持。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希
望社會各界及醫生組織以客觀、理性及務實的態
度，處理醫生人手不足的課題，從香港整體利益
出發，讓合資格且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
訓醫生在港執業。

中大悼念袁隆平
讚畢生貢獻科研

學習體驗計劃供23行業申請

機電署發明獲獎
黃偉綸撰文表揚

社協英華街組建140間過渡屋

官員同撐引入外地醫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為資助不同行業
從業員參與世界各地的學習活動，擴闊視野，拓展人
脈，政府推出了學習體驗獎勵計劃。政府表示，2021
至22年度學習體驗獎勵計劃現正接受申請，今次將開
放23個推行資歷架構行業的從業員名額，5月27日截
止申請。

獲獎者赴海外擴闊視野
政府新聞網近日邀請2名去年獲發獎金的旅遊和餐

飲從業員接受訪問，向社會介紹業內各種防疫措施和
疫情後的部署。任職快餐店經理的王偉良去年由上司
推薦參加計劃，並獲得獎金。他其後參加了香港餐飲
展和亞洲高端食品展，認識多款先進烹調器材和防疫
設施，當中包括噴霧式全身消毒機。

王偉良坦言，疫情對生意造成打擊，食肆還須配合

政府防疫措施，大幅提高衛生標準。作為管理
層，他也感受到壓力，但參觀展覽後，他不但認
識多款防疫產品，且更懂得評估餐廳防疫需要，
能與上司分享新思維。

另一名獲獎者李詩韻任職旅行社助理經理，負
責策劃旅行團行程和領隊培訓。她去年獲得計劃
頒發獎金，參加原定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旅遊
大會。受疫情影響，會議改在網上舉行，內容涵
蓋旅遊部署、培訓科技等主題。她說，其中一場
會議討論疫情對旅行團規模的影響，令她茅塞頓
開。她說， 「講者都是世界各地旅遊業精英，見
解具前瞻性，對於疫情後的部署有很多看法，例
如過往旅行團起碼招攬二三十名團員，但未來應
該會以小組形式為主。他們的觀點令我豁然開

朗，減少憂慮，且明白到在行內發展必須提高市場敏
感度，掌握先機。」

政府表示，2021至22年度學習體驗獎勵計劃歡迎23
個推行資歷架構行業的從業員申請，5月27日截止。有
關行業的培訓諮詢委員會每年選出3名得獎者；參與本
港學習活動的獲獎者可得1萬元獎金，參與香港境外學
習活動者可獲3萬元。他們可參與計劃下的學習活動，
包括比賽、研討會、交流會、展覽會、考察團等。

資歷架構秘書處高級經理李大略表示，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每年會就本港和外地的學習活動列出建議清
單，供申請者考慮。如申請者欲參加其他有助事業的
活動，也可提出，將之列為自選活動。獲獎者可透過
計劃認識業內最新的作業方法、科技、技術等，也可
藉由與從業員交流，知道業內最新趨勢和發展，有助
提升競爭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酷熱天氣警告
持續生效，天文台總部昨日下午2時錄得攝氏36.1
度高溫，是有紀錄以來的5月最高氣溫，同時亦是
今年的最高氣溫。在正午時分，大美督一度高達37
度，全港最熱。民政事務總署昨日開放19間臨時避
暑中心，供有需要人士使用。
在酷熱天氣警告下，全港多區昨日錄得高溫。昨

下午約1時，天文台總部已錄得破紀錄的35.8度，
到下午2時，氣溫進一步升至36.1度，創下天文台
自1884年開台以來5月最高氣溫的紀錄，同時也成
為開台以來首個高見36度的5月份。根據天文台資

料，對上一個5月份的最高溫紀錄是在1963年，當
年錄得35.5度。

西九烈日下「發呆比賽」
天文台表示，由於高空反氣旋正覆蓋華南沿岸及

南海北部，該區天氣普遍晴朗，展望未來兩三日本
港持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本周後期驟雨將會增
多。
昨午在香港西九文化區，有市民頂烈日參與一

項 「發呆比賽」 （圖）。舉辦機構希望公眾在體驗
中調適情緒，學習抒放心靈和全健概念。

昨錄昨錄3636..11度度 歷來最熱歷來最熱55月天月天

社協介紹長沙灣英華街興建的組合過渡房屋（左圖），並展示其室內間隔（右圖）。 記者 崔俊良攝

張建宗近期曾到訪醫療部門，了解前線醫護的工作情況及需要。 張建宗網誌圖片

去年獲獎者王偉良（左）透過學習活動，認識餐飲業最新防
疫產品。 政府新聞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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