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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資深電台
音樂節目主持人、有 「樂壇教父」 之稱的Uncle
Ray郭利民，前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辭世，享年
98歲。他離去時至親好友陪伴在側，並由好友Joe
Junior 領唱《You'll Never Walk Alone》，送別
這位備受尊敬的前輩。Uncle Ray治喪委員會表
示，喪禮將以天主教儀式進行，詳情另行公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
道：為了解市民對政府重啟 「私人
參建居屋」計劃的期望，民建聯觀
塘團隊與公屋聯會去年11月29日至
12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482名香港市民，結果發現超過五成
半受訪者贊成政府重啟計劃，有過
半受訪者期望政府訂定 「最低居住
空間標準」，另有近半受訪者期望
計劃能增加配額給年輕人購置居
屋。

期望訂定最低居住空間
調查結果顯示，57.3%受訪市民贊

成政府重啟 「私人參建居屋」計
劃，普遍認為私人發展商無論在質
素、建屋速度，甚至是整體環境與
配套均較房委會優勝，50.8%受訪市
民期望計劃能引入 「最低居住空間
標準」，另有逾六成受訪者期望 「私人參建居屋」的
交樓標準要有基本裝修，45.9%受訪市民則期望計劃
的申請對象主要為青年及青年家庭。

調查又發現，關於 「私人參建居屋」售價方面，有
33.6%受訪市民認為定價應低於現時居屋的折扣率，
27%認為應參照現時居屋的計算方式出售。在配套設
施上，74.1%受訪者希望 「私人參建居屋」附近有商
場街市等設施、56.8%希望有醫療設施及47.9%希望附

近有運動康樂設施。63.9%受訪市民期望 「私人參建
居屋」的交樓標準要有基本裝修如牆身飾面、地板和
廚櫃，15.1%受訪市民更期望有中高水平裝修如冷氣
機和抽油煙機。

希望撥配額予青年家庭
民建聯觀塘支部主席兼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表

示，建議政府未來在 「私人參建居屋」招標條款中加

入單位面積下限要求，
避免出現納米單位，因
為 這 無 助 解 決 居 住 需
求，而去年推售的啟欣
苑已有320個實用面積介
乎約186至189平方呎單
位，無法回應國家主席
習近平提出 「盼望房子
住得更寬敞一點」的期
盼。他希望當局撥出一
成或兩成配額予青年家
庭或年輕人購置 「私人
參建居屋」，使他們可
成功置業，同時要清晰
界 定 綠 置 居 、 居 屋 和
「私人參建居屋」的定

位，而政府應透過試驗
計劃得悉實際需求，決
定是否需增加配額。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居屋準業主收樓時
會發現地面和牆身都需要後期裝修，最少都要預
留十多二十萬元費用，故市民如果抽到 「私人參
建居屋」，本身有基本裝修便可減輕市民經濟負
擔，而 「私人參建居屋」交樓標準可仿效房協，
因其受歡迎程度較高。他認為政府亦應預早規劃
各項配套設施，例如商場街市、運動康樂設施、
醫療設施等。

【香港商報
訊】記者李銘
欣報道：本港
新冠疫情持續

放緩，昨日新增7749宗確診個案，當中包括186宗
輸入個案，另再多54名患者離世。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指，本港
疫情很穩定，過去幾日確診數字下跌幅度頗快，由
於本港混合免疫屏障高，估計未來數天確診數字將
再下跌，顯示疫情已過去。因應疫情好轉，醫管局
昨日宣布，1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由1月16日起恢復
部分早前暫停的服務。

孔繁毅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本港疫情很穩定，
過去幾日的確診個案下跌幅度頗快；本港有83%市
民打了三針，已知感染人數超過250萬，真正感染
數字可能是500萬或以上，混合免疫屏障高，估計
未來數天的確診宗數會再下跌，顯示疫情已過去。

11間普通科門診恢復部分服務
下周一起，當局調整核酸檢測結果的判定標準，

檢測Ct值為35或以上會被界定為陰性。孔繁毅稱，
Ct值35或以上的病毒量很低，沒有傳染風險，期望
當局再放寬，當成普通流感一樣，可取消確診患者
的隔離令，毋須再隔離。他認為，農曆新年後，可
考慮放寬院舍探訪，學校師生亦可毋須快測，以便
社會復常。

孔繁毅呼籲市民不用太擔心二次感染，因為這類
個案相對少，就算再感染，病徵通常會較輕，市民
可當作是疫苗效用。粵港兩地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他認為即使入境人士帶有新冠病毒，對香港整體防
疫或醫療系統影響也不大，因為本港有足夠抗病毒
的藥物，而來港感染人士病徵亦相對輕微，大部分
毋須入院。

因應近期確診數字回落及明白市民對普通科門診
服務需求殷切，醫管局宣布，1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
由1月16日起恢復部分早前暫停的服務，包括星期
六、日及公眾假期和夜間門診服務。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地方志中
心、三聯書店、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合辦《香港
中文教育發展史》再版發布會暨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
今昔」座談會，多位學者及資深教育工作者出席，回
顧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歷程，並探
討本地中文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據介紹，該書為已
故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榮譽院士、資深教育工作
者、書法家王齊樂的心血結晶，也是首本詳述香港中
文教育史之作。

李焯芬：教育界前輩艱辛經營
出席活動的學者及資深教育工作者，包括香港地方

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
館館長李焯芬、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召集人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劉智鵬、《香港志．教育
卷》專家小組組長、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教
授李子建及寧波第二中學校長梁超然，並由《香港志
．教育卷》主編、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梁操雅擔任
主持。

李焯芬表示，香港教育制度一向重英輕中，辦中文
教育殊不容易。本書充分反映不少教育界前輩，當年
如何篳路藍縷地開拓中文教育，如何在缺乏政府資助
下艱辛地經營下去。他們之所以能知難而進、鞠躬盡
瘁，主要是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以及對文化傳承
的使命感和擔當。

劉智鵬認為，回顧香港
中文教育發展史，固然與
中國國運緊密相連，用英
文授課，還是中文授課對
知識的傳授其實不存在差
異，問題癥結源於家長、
學生、社會人士和辦學團
體的文化自信。因此向年
輕一代講好中國故事和香
港故事的工作很重要，當
文化自信逐步建立起來，
屆時我們再不用討論中文
教育這個話題。

李子建：需清晰
指引全盤規劃
李子建認為，國家二十

大報告及國家政策強調科
教 興 國 ， 立 德 樹 人 等 取
向，而香港銳意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社
會對中、英文兼擅的人才更加渴求，進一步凸顯中文
教育的重要性。中文教育不應只眼於其工具性一
面，更需要兼顧人文性一面，藉此培養同學的正確價
值觀，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隨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普通話教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有關當局或

者需要有更清晰的指引和全盤的政策規劃。
梁超然強調，香港辦學團體在辦學過程中非常重

視中國語文及文化的教育，樂見近年香港中文教育
重回正軌，高中中國語文科課程提升對範文教學的
重視，冀日後可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的古典文學教
育。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兩名醫生涉嫌
與2017年一宗病人死亡個案有關而被控以誤殺罪，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不只醫學界深表關
注，政府也關注案件會否影響公私營醫療界別的工
作效率和專業發展，他希望業界保持冷靜。

醫院管理局會盡力支援
盧寵茂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不評論案件細節，

但兩名涉案人都是資深醫生，醫院管理局會盡力支
援他們。他指，醫生在工作上面對相當大的壓力，
有時難免出現失誤，上述案件可能對整個醫學界的
專業發展或同業的心理造成短暫影響。但他相信，
醫護人員會繼續保持專業，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
盡力做好工作。而醫管局已採取很多措施改善員工
的工作環境，務求減少醫療失誤。

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
Uncle Ray原名Reinaldo Maria CORDEIRO，中文

名字郭利民，是健力士世界紀錄 「全球持續主持電台
節目最長久的DJ（Disc Jockey）」保持者。他一生奉
獻香港廣播界和樂壇，影響深遠，建樹良多，於1997
年獲香港電台授予 「終身成就獎」。此外，Uncle

Ray一生獲得不少榮譽，包括曾獲英女皇頒授MBE勳
章（1987）、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勳章（2008）和銀
紫荊勳章（2022）、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2012）和香港中文大學頒授社會科學系榮譽博士
（2022）。

各界深表惋惜永遠懷念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對Uncle Ray離世深
表惋惜，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楊表示， 「Un-
cle Ray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親切的聲音導賞音樂，陪
伴我們數十年，是香港重要的流行文化代表性人物，
也是我們慈祥的長輩，對樂壇貢獻良多，我們對他的
離世非常不捨，永遠懷念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亦深表惋惜。他說，
「Uncle Ray從事廣播工作逾七十載，建樹良多，備

受業界敬重。他主持香港最長壽廣播節目 『All the
Way with Ray』，廣受聽眾歡迎。我衷心感謝Uncle
Ray 對廣播界的畢生貢獻，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廣播處長張國財讚揚Uncle Ray一生對樂壇及廣播界的
貢獻，對他的離世表示惋惜，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車淑梅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
稱， 「我們敬愛的Uncle Ray昨午(13日)離開了。Un-
cle Ray擁有豐盛的一生，您對樂壇和廣播界厚實的貢
獻，後輩得向您衷心致敬和緊緊追隨！Uncle Ray 一
路好走，感恩有您！」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截至前日，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已經收到約 5300 份申

請，當局已處理了其中約 4000 宗個案，當中逾九
成獲批。他形容本港是 「好品牌」、仍具吸引
力，惟未進一步透露申請者當中有多少屬高端的
在職人才。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早前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
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時薪37.5元調升至40
元。孫玉菡形容，最低工資增幅 「跑贏通脹少
少」，須考慮工種流失及本港競爭力。他提到，通
脹並非唯一考慮因素，亦要考慮工種流失及本港競
爭力等，而在過去多年，最低工資水平增幅亦有跑
贏通脹。

將成立委員會檢討院舍人力
孫玉菡在節目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政府將成

立委員會檢討院舍人力事宜，包括檢視保健員的專
業內容和晉升階梯，預計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完成
並提交建議。他說，除護理員外，保健員的工作對
院舍運作同樣重要。現時保健員只設一個層級，當
局希望透過檢討，研究豐富保健員的專業內容、提
升其專業水平，並為他們提供更多晉升空間，從而
吸引更多本地人尤其年輕人加入安老行業，長遠解
決業界人手不足的問題。

港各界撐本地法律與國安法有機統一

近日確診大跌
專家料疫情過去

兩醫生被控誤殺罪
盧寵茂籲業界冷靜

高才通收5300申請
已處4000宗批逾九成

民調：逾半市民冀重啟私人參建居屋

學者雲集探討香港中文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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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觀塘團隊與公屋聯會公布 「私人參建居屋」 計劃問卷調查結果。 記者 馮俊文攝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舉行再版發布會，學者等多人出席座談研討。
香港地方志中心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
日前在北京舉行 「保證香港國安法準確實施」專題研
討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出席並致辭。香港社會各界回應表示，夏寶龍
的致辭說出了制定和實施國安法的宗旨初衷，認為特
區應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使本地法律與香港國
安法實現有機統一。

吳傑莊：特區應主動修改完善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示，夏寶龍的

致辭一語中的，鏗鏘有力，把事情的重點和核心都點
了出來。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立法的初衷，是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捍衛 「一國兩制」，打擊的是極少數，
保護的是廣大香港居民。要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
法，應堅持中央主導和特區主責相輔相成、缺一不

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制定香港國安法時，賦予了其
凌駕地位和優先適用的法律效力。當特區本地法律規
定與其不一致時，應當優先適用香港國安法，特區應
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使本地法律與香港國安法
實現有機統一。

吳傑莊續指，早前行政長官李家超決定就黎智英涉
嫌危害國安一案能否聘請外國律師來港辯護向中央建
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應有之義，也是特區
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夏寶龍的講話除了肯定香
港國安法的重要性，也是高度認同特首提請人大釋法
的做法正確。他強調，維護國安人人有責，沒有國家
安全，香港的發展也失去保障，香港特區全體上下必
須一直堅守，貫徹到底。特區政府也應該進一步健全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包括推進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準備工作，大家同心合力，

建設好新時代的香港。

孫少文：彰顯了中央的決心
全國政協委員孫少文表示，夏寶龍在致辭中，彰顯

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捍衛 「一國兩制」，堅定支持
香港國安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決心，體現了中央為香港
好、為香港居民好的用心。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制不斷完善，國家
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正是因為有國安法的保駕護航，
香港才得以回復昔日的安全、安寧和安穩，廣大市民
亦深刻體會到國家始終把社會安定、發展經濟、解決
民生、改善市民生活放在首要的初心，要讓人民過上
美好的生活，全力支持香港的發展。他強調，必須堅
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全面準確貫徹實施香
港國安法，確保 「一國兩制」的實踐行穩致遠，維護

國家主權與安全，才能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蔡黃玲玲表示，夏寶龍的致辭啟示良

多，發人深思。她說，香港國安法對於 「一國兩制」
實踐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香港社會只有全面貫徹落
實國安法，齊心推動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的
未來發展之路才能走得更平坦、更順暢、更長遠。也
只有在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下，香港才不會受到外來
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干擾破壞，才能夠讓特區政府
管治班子全力帶領市民奮發作為，發展經濟，使香港
能夠風光無限。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市民最能切身
感受到是國安法首先為社會秩序、人身安全以及營商
環境提供了最佳的法律保障；其次是它填補了香港在
回歸之後存在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漏洞。因此，國
安法具有凌駕地位和優先適用的法律效力，絕非是誇
大其辭，而是實踐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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