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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鄧炳強：國安法效果較預期佳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本港樓價與打

工仔收入脫節， 「夾心階層」置業難。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昨日公布青年家庭置業負擔調查，發
現家庭月入近4萬元的兩人家庭，要近四年 「零開
支」，才能儲下四成首期。他建議政府加快覓地建
屋，並採取革新的房策，令一批既超出公屋入息、
但卻難以負擔私人住宅價格的 「夾心階層」能安居
樂業。

反映樓價與市民收入脫節
今次調查參考今年8至9月期間34個樓盤最細單

位售價或成交價，並以僱員最新就業入息中位數
1.96萬元計。郭偉強表示，若以四成樓價作首期計
算，29個樓盤的上車費介乎160萬至400萬元，以
就業中位數收入的2位僱員零開支下儲蓄，他們最
少要46個月才儲夠調查中最便宜細單位（帝御．嵐
天、約210呎）的四成首期；至於調查中最貴細單
位（揚海、約 320 呎）則要儲 145 個月才有望購
置。

郭偉強就此提出4項建議，包括訂立以安居自住為
本的房屋市場，提供價格可負擔資助房屋，明確將私
人自由市場與資助房屋自住市場分隔；以不同模式大
幅增加資助房屋供應，協助未能申請公屋而又無法購
買私樓 「夾心階層」置業、同時加快舊區重建步伐；
制訂本港人均居住面積標準及目標，並以此作為未來
公、私營住宅建屋參考，並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一次
性優惠如豁免印花稅及按揭保險費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昨日公布第49屆
「十大傑出青年」 選舉結果，今屆共有7人獲選。7名獲獎人來自3個職業界

別， 「工商業」 (1人)、 「演藝、康體、文化及藝術」 (3人)和 「專業工作」 (3
人)，包括研發針對新冠病毒的抗原快速測試產品的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兼董
事長招彥燾、香港管弦樂團駐團指揮廖國敏、推動在膀胱癌手術應用微創機
械人的泌尿科醫生張源津、金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徐汶緯、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副教授林嘉安、律師簡汝謙，以及香港女子劍擊(重
劍)運動員江旻憓。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10月1日上午，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來到位於天水圍的青晉農莊，了解

農莊運營狀況，與農莊青年創業團隊
座談交流，傾聽心聲與建議。當日，
陳冬特地帶來中央惠港青年八項措施
的資料分發給大家，表示對青年學
業、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會
持續關注，並提供幫助和支持。

訪農莊傾聽創業者心聲
青晉農莊創辦人陳嘉輝介紹，今年

3月25日獲得這塊土地後，8位志同
道合的年輕人一拍即合，決定興建農
莊，僅用不到一個月時間就開張。目
前農莊已經發展出100塊 「小格子」
田地，吸引了義工和家庭過來耕種。
大家體驗了勞作與收穫的快樂，農莊
也通過租金收益、開辦 「農家樂」實
現了就業和創業。

陳冬到農莊時，不少農戶正在田間
忙碌，蜂農鄒治國拿來剛採集的蜂蜜請陳冬品嘗。在
另一片菜地旁，一個牌子上的二維碼吸引陳冬注意。

陳嘉輝介紹說，掃描二維碼可以瀏覽相關農作物的介
紹，並拿出手機 「掃一掃」，顯示了詳實有趣的科普
信息。

元朗商會中學黃小榛同學正和媽媽一起打理絲瓜，
她向陳冬表示，自己經常和媽媽在周末來農莊勞動。
陳冬聽後向母女倆說，這樣的活動既可以讓孩子親近
自然，培養熱愛勞動的良好品德，又可以增進親子感
情，相信她們都大有收穫。

農莊團隊冀赴灣區發展
在農莊擔任設計師的90後青年蘇慧賢，向陳冬介紹

了一幅她畫在農莊牆上作品《心中的祖國》。蘇慧賢
說，雖然自己還沒有去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小
時候回過廣西老家，那裏山水秀美，給她留下美好的
回憶。陳冬回應說， 「儘管你沒有走過很多地方，但
你心中有一個壯麗的祖國。」

在隨後的座談會上，大家紛紛與陳冬分享自己的耕
種體會，並對青年創業和農莊發展提出意見建議。創
業團隊代表、老家在惠州的陳燕君表示，香港地少人
多，希望疫情穩定後，能夠到大灣區開設小農莊，學

習內地的技術，也把農場的模式帶進去。農場行政助
理曾凌峰說，小農莊有大情懷，除日常耕作，節假日
也會來這裏舉辦各種活動，希望用好這塊地方更好地
融合青年人。

為港青創業搭建好平台
陳冬深有感觸地說，農莊開辦之初就來過這裏，半

年過去了，處處生機勃勃、碩果纍纍，看到每個人臉
上都洋溢勞動和豐收的喜悅。農莊不僅是鬧市中休
閒勞動的 「綠洲」，也成為大家交流心得、溝通思想
的 「綠洲」。

陳冬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叮囑，要幫助香港青
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青晉農莊為青年創業就業搭
建了一個好平台，政府和社會各界也正致力於幫助青
年成長發展， 「從你們身上看到，香港青年在黑暴之
後、疫情面前不僅沒有 『躺平』，而且還奮力站起，
你們是香港社會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青年代表」。
他說，青晉農莊的 「晉」字，按《說文解字》的含
義，就是追太陽一直前進。他祝願青年朋友們永遠
向上向前，不斷進步。

陳冬：港青未 「躺平」 冀永遠向上

陳肇始：通關仍須提高接種率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香港客屬總會
第四屆會董會副主席、律師簡汝謙是今屆其中一名
獲選傑青。他自幼跟從父親、律師簡松年的教導，
了解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不但出任不同公職，更
積極組織客屬活動，積極貢獻建設家鄉，希望做到
飲水思源。他希望日後能以傑青的身份，引起更多
港人關注日漸式微的本土文化，為弘揚客家文化貢
獻力量。

堅信「知識改變命運」
簡汝謙在分享時表示，自己出生於一個律師家

庭，從小時父親就對他說，知識改變命運。他因而
努力向上，在10年內獲得3個學士學位、2個碩士
學位。他自學生時代持續的學習精神，貫穿其律師

職業生涯。他了解中國法律，曾在律政司擔任政府
律師，也考獲了國際公證人、澳洲註冊會計師及調
解員資格，豐富自身的商法法律實踐。

簡汝謙說，自己多年來擔任不同公職，包括香港專
業人士協會常務副主席、大灣區拓展及交流委員會主
席等，並曾任香港客屬總會第四屆會董會副主席，長
期以來在香港、家鄉，以及海外組織客屬活動，積極
貢獻建設家鄉，希望表現到飲水思源的精神。他會繼
續推動傳承客家文化，又希望今後能有更多平台，繼
續發揮影響力。

簡汝謙表示，希望在得獎後可以宣傳客家文化節，
更希望以傑青的身份，引起更多港人關注日漸式微的
本土文化。他指出，早前毅然學習客家話，在不足一
年時間取得了中級認證，是人生的轉捩點。

江旻憓等7人榮膺「十大傑青」
評審團指堅持理想突破自己

江旻憓在分享獲選感受時表示，在參與東京奧運會
前，很想贏到比賽，亦相信團隊及自己的進步。她
說，自己已做好心理準備，即使輸了比賽，亦希望可
讓小朋友看到運動員積極面對失敗，從中學習並繼續
努力。雖然自己最終在奧運會沒有拿到獎牌，不過感
恩擁有世界最好的團隊支持訓練比賽，團隊亦盡了一
切努力、付出、時間去幫助她實現夢想。她獲得香港
觀眾無比慷慨的讚賞、支持、鼓勵及諒解，希望大家
能對自己、身邊人給予無條件的支持及信任。她對於
接受許多幫助及教導感到幸運，會努力讓自己有能力
幫助別人，並以感恩、報恩的心去服務社會。

招彥燾研更準確新冠檢測
招彥燾早於2012年到美國創業，並於2017年在香港

成立辦公室及實驗室，組建研發團隊，開始把核心技
術應用在癌症檢測上。他在2018年帶妻子及大女兒從
美國回港定居。他說，2019年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當
時公司的資源有限，決定放下癌症檢測的研究計劃，
與團隊不眠不休地全力開發新冠肺炎檢測技術及產
品。團隊在三星期內成功開發出更高效的核酸提取試
劑，成功檢測到更多確診病人，避免他們在社區傳播
病毒。國家科技部對其技術都給予認可，把技術指定
為樣本處理中的 「指定技術」。他希望未來可在本地
成功研究更精準低廉的檢測方法，令癌症患者能盡早
被發現，並使醫生具有效的手段監察治療進度，改善
病人康復後的生活質素。

張源津推動微創手術改良
張源津是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助理教授，專攻

泌尿科。他推動微創機械人手術，並參與有關單孔機
械人在前列腺癌根治手術的研究；其有關膀胱癌手術
改良方法，成功減低平均一年癌症復發率高達三至四
成的風險。他憶起祖母曾跟自己說過，做外科醫生需
要 「劍膽琴心」，在做手術時需要果斷行事，但計劃
過程中必須心思細密。他說，能在如此專業工作中作
出貢獻，是上天給予的最好禮物。

林嘉安專注於胃腸癌及創新治療策略等範疇的研
究。他說，父親在自己中學會考那年患上胃潰瘍，但
自己卻在父親病發時幫不了忙，從此下定決心要成為
醫生。他認為癌症令他學會活在當下，任何事都要
「為最好的結果而做，亦為最壞的情況作打算」。

廖國敏勉年輕人勿怕跌倒
徐汶緯於2012年化身 「冰室白武士」，接手當時即

將結業的金記冰室，用8年時間將它擴展成擁有超過
30間分店的飲食品牌。他勉勵年輕人： 「雖然我輸在
起跑線，但只要相信不斷努力，不怕吃虧，沒有什麼
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可以為年輕人灌輸正能量，以
生命影響生命。

廖國敏除了是香港管弦樂團的駐團指揮，亦任澳門
國際音樂節節目總監。他獲得美國費城樂團委任為助
理指揮，是該樂團史上首位華人助理指揮。他鼓勵年
輕人： 「我非常相信成功並不是沒有跌倒，而是跌倒
後爬起來的勇氣，才是一個成長。」

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以評審團首席評判評審
身份致辭時，稱讚得獎者為理想堅持，並突破自己。
他表示，評審期間最重視 「整個成功歷程的奮鬥」，
從得獎者身上看到香港的未來。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效果
比想像中好，包括成功打擊 「大老虎」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以及他旗下的媒體。

他又表示，現時年輕人面對的煽動減少，社會回復
相對平靜，但他提醒社會上仍然有孤狼式襲擊、小組
式放置爆炸品的事件。

研將仇恨罪放入23條
鄧炳強透露，政府正就基本法23條立法進行研究，

會考慮過去兩年發生的社會事件，他相信因應社會的

形勢不同，指出建議立法範圍與2003年時一定有所不
同。他說，現時香港國安法並不包括仇恨罪，而在刑
事罪行條例中，其實有針對煽動仇恨罪行。當局在研
究相關立法時，會切合社會需要，並研究將仇恨罪放
入23條中。被問及這會否是指明針對公職人員或警員
的仇恨罪，他指現階段仍然沒有定論。

批仇警言論冷血
水警總區高級督察林婉儀早前在反走私行動執勤時

殉職，引起各界關注。鄧炳強表示，事件中3名受傷
警員已經出院，他批評有人在事後發表仇警言論是冷

血行為，他認為市民不應為宣揚政治理念，作出冷
血、無人性的行為。

對於有紀律部隊人員涉案，鄧炳強對此感到遺憾和
憤怒。他說，紀律部隊人員更加應該設身處地，明白
同僚是為捍衛香港而盡力。他懷疑涉案的人員還有沒
有服務市民的初心，下一步會調查事件有否刑事成
分，或是否需要進行紀律調查。

鄧炳強又提到，警方執法行動包括打擊走私時，警
員的個人安全是首要考慮。在行動期間，會出現不可
預見的危險，這是紀律部隊面對的困難，因此警方在
裝備、工作流程上可以再作改善。

【香港商報訊】記
者李銘欣報道：本港
已連續第 46 日錄得
本地零確診，昨日僅

新增5宗輸入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明白市
民熱切期望通關，但她強調要與內地通關，持續 「本地清
零」及不斷提高疫苗接種率是重要條件，她期望能爭取與
內地召開第二次對接會議。此外，社署將在10間安老及殘
疾院舍推出先導計劃，為合適及不反對的院友接種疫苗，
食衛局前局長高永文和疫苗專家曾浩輝均認為做法並非強
迫。

70歲以上人士僅三成打疫苗
陳肇始表示，香港目前的新冠疫苗總接種劑量達800 多

萬，但70歲以上人士接種率只有約三成，目前有3間公立
醫院設立新冠疫苗注射站，方便覆診病人即場打針，市民
反應良好，會探討在其他醫院增設注射站。
政府昨日舉辦 「九龍城區長者疫苗接種日」，吸引205名

長者出席疫苗健康講座，當中189人即場接種了疫苗。公務
員事務局長聶德權到場視察，並與長者交流。他表示，讓
長者認識和接種疫苗是當前急務，因為在變種病毒威脅
下，長者一旦染病，面對的風險相當高。

社署宣布10間安老及殘疾院舍將推出先導計劃，為所有
合適及不反對接種的院友接種新冠疫苗。高永文表示，此
舉並非強迫 「打針」，認為政府已取得適當平衡；疫苗顧
問專家委員會成員曾浩輝亦認為，有關做法並非迫長者或
家屬，只是向市民提供方便。

另外，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本港昨日新增5宗輸
入個案，累計確診個案增至12226宗。新患者為3男2女，
年齡由29至71歲，分別來自印度、菲律賓、德國、法國，
全部涉變種病毒，並已接種兩劑疫苗。

簡汝謙盼助弘揚客家文化

夾心2人家庭儲首期
須4年「零開支」

陳冬與農場創業團隊交流。 中聯辦網頁圖片

左起：簡汝謙、廖國敏、徐汶緯、江旻憓、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2021」 籌委會主席李貝詩、張源津、招彥
燾、林嘉安同場合照。 記者 馮俊文攝

2021年10月4日 星期一

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