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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長官梁振

英發表的《施政報告》，以數
以百億元公帑大派福利，總
算搏得不少掌聲。

備受關注的「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惠及七十多萬
人，這項津貼打破政府社福
政策的思維。因為社會一直
對直接補貼在職貧窮家庭有
爭議，有意見認為推行津貼，
能直接改善基層市民生治，
但亦有人批評津貼只是利用

納稅人金錢，支付工人部分
薪金，變相鼓勵僱主繼續壓
低工資。

再加上政府提議申領津
貼不設居港年期限制，相信
未來數月社會必定會有不少
爭拗，津貼能否落實、資格、
成效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對長者而言，最大喜訊
是「醫療券」加碼至二千元，
醫療費愈來愈高，一位普通
科家庭醫生，兩天藥也要
三百大元。長者唯有寄望無

病無痛，否則二千元「醫療
券」可能仍是「掹掹緊」。

施政報告亦提出，向兩
間由本港社福機構，在內地
營辦的安老院舍「買位」，以
紓緩宿位不足，記得年前曾
採訪過這項計劃，現在終於
得以落實。

但兩間院舍只有數百個
宿位，是否能解決長者輪候
多時？這些位處內地的院
舍，又是否能吸引到長者？

兩間院舍營辦多時，港
人入住率都不高，需開放供
內地長者入住，就足見內地
院舍對長者吸引力有限。雖
然說兩地交通便利，但由香

港出發到內地兩間院舍，動
輒要個多至三小時車程，試
問子女們即使有心，是否能
經常抽到時間返內地探望家
人呢？

親情和照顧對長者同樣
重要，但如果能選擇，相信
長者亦希望住在親人附近，
以便大家多見面和照應。而
且長者在內地無戶口，一旦
有病入院就要負擔高昂醫藥
費，「醫療券」在內地並不適
用，難道又要長者拖著疲憊
的身軀，長途跋涉回港就醫？

計劃原意是好，但是否
能落實和解決長者面對的問
題，真的有點懷疑。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每天早晨，當鳥兒吱
吱喳喳啼叫開始，這個電
台的節目便展開了。這是
香港電台的「千禧年代」，
是我們家每朝早都要聽的精
神食糧。

窮年累月，這個節目
累積至今已有多年了。我
家的老伴，每朝早都要聽
過它的「報章、社評摘
要」，因為它會將所有報

紙的新聞撮要及評論，概
括地朗誦出來。所謂足不
出戶，也能知天下事，這
又何樂而不為呢？

我最欣賞是它能將每
天社會上發生的、不公平
的事件即時反映出來。主
持人不慍不燥的、亦會邀
請不同的相關人仕，小心
分析當時形勢，仔細讓聽
眾更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
深入淺出，使人更明白內
容情況；這個節目更設有

聽眾來電環
節，市民可
發表各人的
意 見 和 感
受。真的做
到「以市民
的心唯心，以天下的事唯
事」。我等香港市民，實
在得益不少！這是一個不
可多得的節目，真是令人
五體投地哩！

吱喳的鳥啼聲：使我
一點也不覺得煩躁，因為

它正是「千禧年代」的開場
樂曲，它像喚醒世人的鬧
鐘，叫醒大家都起床了！
它是我們全港市民的「新聞
時事知識台」，如果您不是
趕路、返學或返工，希望
您也能成為它的聽眾！

幾個老友記茶聚，
席間吳姑娘拿出智能手
機，使用即時消息軟件，
頻頻與朋友收發訊息，
不久她說有約，匆匆離
去。

老陳見狀有微言，
「佢坐咁耐就用手機用足
咁耐，跟我們談不上十句
話，好像搭檯一般……」
老李微笑說：「你落後
啦，不用智能手機不會明
白的，有朋友發短信給
她，她忙於回覆，是很
正常的事。」王姑娘嘆氣
道：「我就已經習慣咗，
與子女一起上茶樓飲茶，
他們少跟我說話，莫不低
頭攪手機。」

「Sorry，我怎樣也
習慣不來，是作風和原則
問題，大家見面聚首，不
說話溝通，像素不相識，
搭檯似的，有甚麼意
思？！」老陳說，老李：
「人家能夠一心幾用嘛，
既跟我們喝茶，又與朋友
在網上聊天。」老陳反駁：
「顧此失彼，只會兩頭唔
到岸，兩面不討好。」

王姑娘點頭認同：
「我見過有人邊看手機邊
走路，撞到途人。」老陳：
「去年有宗電梯意外，死
亡的女孩也是因為只顧看
手 機 ， 被 電 梯 門 夾
頭……」王姑娘：「說到
底，無論對人對事都應該
專注，令人感覺你有一份
誠意和尊重的心……」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今
歲
元
宵
與
情
人
節

交
接
，
於
是
也
來
談
談
愛

啊
！
沒
聽
說
過
《
論
語
》

的
人
，
應
該
不
多
吧
，
其

中
有
許
多
言
論
至
今
仍
被

世
人
視
為
至
理
。
不
過
，

它
可
不
只
是
儒
家
經
典
著

作
之
一
，
它
還
可
以
被
看

作
一
本
愛
情
教
育
書
呢
。

比
如
，
子
曰
：「
人

而
不
仁
，
如
禮
何
？
人
而

不
仁
，
如
樂
何
？
」
孔
子

說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仁

愛
之
心
，
遵
守
禮
儀
有
什

麼
用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仁
愛
之
心
，
奏
樂
有
什
麼

用
？
」
代
換
到
愛
情
中
，

即
使
你
再
有
錢
，
再
精

英
，
如
果
你
不
真
正
愛

我
，
又
有
什
麼
用
呢
？
想

結
婚
的
男
男
女
女
，
要
先

看
清
楚
對
方
對
自
己
是
不

是
有
真
愛
。
最
終
人
是
用

心
去
戀
愛
的
，
而
不
是
用

房
子
車
子
，
如
果
心
都
不

曾
動
過
，
又
怎
麼
可
能
指

望
婚
後
幸
福
？

子
曰
：「
不
患
人
之

不
己
知
，
患
不
知
人
也
。
」

孔
子
說
：「
不
必
憂
慮
別
人

不
知
道
我
，
只
怕
自
己
不

瞭
解
別
人
。
」
戀
愛
的
時

候
，
在
希
望
別
人
理
解
自

己
之
前
，
請
先
去
理
解
對

方
。
想
要
別
人
愛
你
之

前
，
請
更
好
地
愛
自
己
。

如
果
你
想
抓
住
對
方
的

心
，
重
點
不
是
去
引
起
對

方
注
意
，
而
是
好
好
觀
察

對
方
，
做
讓
對
方
高
興
的

事
。

有
位
女
友
就
是
因
為

「
不
知
人
」，
失
去
了
一
個

自
己
愛
著
的
男
伴
。
那
男

伴
是
個
作
家
，
他
對
她

說
，「
我
理
想
中
的
妻
子
，

是
穿
一
件
藍
色
的
睡
衣
，

清
晨
輕
輕
走
來
，
從
背
後

環
抱
著
我
，
看
看
我
在
電

腦
上
又
寫
下
些
什
麼
。
」
她

趕
忙
去
買
了
件
頂
貴
的
藍

色
睡
衣
，
但
她
並
不
真
正

關
心
男
伴
寫
了
什
麼
文
章

及
當
中
所
溢
的
情
懷
，
最

後
當
然
是
分
手
完
場
。

其
實
，
之
所
以
「
不

知
人
」，
正
是
因
為
「
不
知

己
」，
或
者
，
不
願
意
「
知

己
」
。
人
在
戀
愛
的
時
候
，

其
實
是
通
過
對
方
更
好
地

瞭
解
自
己
。
通
過
和
對
方

的
交
往
，
能
看
見
一
個
更

溫
柔
的
自
己
，
或
者
更
任

性
的
自
己
。
對
方
猶
如
鏡

子
，
最
終
看
見
的
是
自
己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就在汽笛長鳴，送
舊迎新的交替中，好幾
位時代的巨人，先後溘
然長逝。

影視界的邵逸夫爵
士；教會界的滕近輝牧
師；文學界的夏志清教
授。

他們屬於不同的界
別，卻同是享高壽的時
代巨人，延伸出長長的
身影，教人景仰，影響
了幾代人的成長。

他們同活在中國的
大時代，政權的改變，
轟烈的歷史，也在支離
破碎，花果飄零中，重
構出一個秩序來。

那個時代，再回不

去，惟有那個憂患的大
時代，才能孕育出這樣
的巨人，薪火相傳，有
賴將他們的作品、著述、
言行、故事，一代一代
的傳下去，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影像。

世界變得太快太急
了，有些人連臉容未看
清楚，名字未記得住，
又已換上新的接棒人，
要稱得上是時代巨人者，
就是能夠屹立如山，經
得起時間的考驗。

儘管那是一個回不
去的時代，因為有巨人
的故事留傳，總不嫌寂
寞，能夠在巨人的身影
中感受到他們的生命力，
也是一種幸福。

近
十
年
八

載
，
隨
着
地
球
生

態
環
境
受
嚴
重
污

染
及
破
壞
，
天
氣

異
常
，
各
地
的
大

災
難
頻
生
等
的
「
凶

兆
」，
引
起
了
全
球

人
的
關
注
及
密
謀

補
救
策
略
，
各
國

政
府
也
共
同
協

作
，
對
環
境
保
護

制
定
標
準
的
規

條
，
「
可
持
續
發

展
」
這
個
概
念
一

時
成
為
全
球
企
業

管
理
的
指
標
，
其

中
主
要
觀
念
是
在

滿
足
今
日
需
求

的
同
時
，
要
兼
顧

未
來
人
類
的
利

益
，
說
得
白
些
，

就
是
不
要
貪
得
無

厭
，
凡
事
適

可
而
止
而

已
。
中
國
人

從
來
都
有

「
惜
物
」
的

概
念
，
凡
事

共
存
共
榮
，

互
相
尊
重
對

方
的
存
在
價

值
，
萬
事
萬

物
才
可
以
生

生
不
息
、
細

水
長
流
。
這

些
古
老
的
智
慧
，

是
前
人
的
生
活
體

會
，
今
日
只
古
老

當
時
興
，
換
了
個

現
代
詞
彙
「
可
持
續

發
展
」，
就
當
成
一

門
新
的
學
問
。
不

過
，
只
要
能
拯
救

地
球
，
新
與
舊
都

是
件
好
事
。

過
去
多
年
，
政
府
推

出
長
者
２
元
車
資
計
畫
，

年
齡
已
達
65
歲
的
長
者
，

只
要
付
２
元
便
可
乘
搭
港

鐵
、
巴
士
、

東
鐵
和
渡
海

輪
等
，
其

中
只
有
少
數

地
區
不
包
括

在
內
，
例

如
前
往
深
圳
。
票
價
的
差

額
由
政
府
向
有
關
團
體
注

資
，
可
算
是
德
政
之
一
。

至
於
上
述
福
祉
並
不

涵
蓋
乘
坐
小
巴
，
理
由
是

甚
麼
沒
有
解
釋
。
不
過
，

今
年
特
首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卻
宣
佈
將
２
元
車
資
優
惠

拓
展
至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

總
算
聽
取
民
意
，
也
讓
長

者
受
惠
增
多
了
。

筆
者
甚
少
遠
赴
離
島

觀
光
，
數
月
前
應
朋
友
之

邀
，
前
往
長
洲
吃
海
鮮
，

順
道
在
島
上
一
遊
，
上
了

渡
輪
，
環
顧
四
周
，
才
發

覺
乘
客
大
部
分
是
長
者
，

男
女
都
有
，
而
且
多
半
結

伴
同
遊
。
他
們
都
面
露
笑

容
的
低
聲
交
談
，
給
旁
人

一
種
開
心
雀
躍
的
感
覺
。

２
元
車
資
令
不
少
長

者
，
尤
其
女
的
，
不
必

整
天
躲
在
家
中
，
男
的
還

可
以
到
公
園
看
報
紙
或
跟

人
下
棋
，
女
的
卻
很
少
這

樣
做
，
生
活
便
較
苦
悶
。

長
者
如
屬
兩
老
或

獨
老
，
日
常
開
支
可
省
則

省
，
即
使
有
積
蓄
也
不
敢

隨
便
花
費
；
有
子
女
的
亦

不
想
加
重
他
們
的
負
擔
。

２
元
車
資
優
惠
增
加
了
長

者
的
戶
外
遊
樂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你
說
它
帶
來
聲
音

滋
擾
，
我
尚
可
理
解
，
阻

塞
交
通
這
罪
名
，
我
搔
搔

頭
皮
，
咦
，
夜
已
三
更
，

金
波
淡
，
香
港
幾
時
連
這

時
份
都
交
通
緊
張
了
？
你

說
它
阻
塞
交
通
，
它
說
長

沙
灣
市
場
多
層
式
大
樓
有

礙
生
果
運
輸
，
都
是
運
輸

問
題
，
應
該
在
政
府
推
行

的「
生
果
日
」辯
論
一
下
。

油
麻
地
果
欄
建
於

一
九
一
三
年
，
九
十
多
歲

了
，
也
許
沒
有
愛
德
華
或

維
多
利
亞
或
歐
洲
風
格
，

建
築
美
學
不
足
，
只
落
得

一
個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
比

毗
鄰
的
油
麻
地
戲
院
還
要

低
一
級
。
但
這
裡
，
不
時

有
社
工
組
織
、
文
化
團
體

組
隊
夜
訪
，
對
著
它
單

層
多
幢
的
石
建
築
、
石

建
築
上
的
屋
頂
、
屋
頂
上

的
牌
匾
，
指
指
點
點
，
看

來
比
城
中
很
多
一
級
古
董

還
要
吸
引
。

因
為
「
乾
屍
」
已
經

太
多
了
。
好
看
的
，
怎
會

只
是
一
石
一
瓦
？
搬
運
工

人
赤
膊
上
陣
，
汗
珠
滾
過

大
剌
剌
的
紋
身
，
木
頭

車
、
手
推
車
互
相

穿
插
，
檔
主
與
顧

客
談
笑
議
價
，
在

城
市
人
溜
進
夢
鄉

的
時
候
，
有
一
班

人
努
力
營
生
，
政

府
常
說
香
港
人
貴

乎
拼
搏
，
這
不
就

是
拼
搏
精
神
於
暗

夜
街
頭
的
活
靈
展

現
嗎
？
這
種
人

氣
，
審
計
署
如
何

量
度
？或

者
你
會

說
，
我
是
以
遊
人
的
眼
睛

看
世
界
。
我
不
否
認
，
但

如
果
它
本
有
遊
歷
的
價

值
，
又
何
需
政
府
把
它
掏

空
心
臟
，
發
展
文
物
旅
遊

用
途
？
政
府
每
次
說
文
物

旅
遊
，
我
就
皺
一
皺
眉
，

生
恐
再
一
次
地
，
文
化
葬

身
為
物
化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上
周
日
，
校
友
會
同

屆
同
學
又
茶
聚
於
美
孚
百

樂
門
酒
樓
。
今
次
難
得
的

是
兩
位
五
十
六
年
未
見
的

老
同
學
，
遠
道
從
美
國
返

港
探
親
和
赴
大
陸
旅
遊
。

相
見
之
時
，
彼
此
如
同
陌

路
相
逢
，
良
久
說
不
出
一

句
話
，
微
笑
中
吐
出
彼
此

的
名
號
，
彷
如
隔
世
再
遇
，

欣
喜
之
餘
，
嘆
歲
月
之
無

情
！

他
們
雖
移
民
多
年
，

各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
但
經

常
參
與
「
旅
美
校
友
會
」
的

活
動
，
乘
返
港
之
便
，
經

校
友
會
幹
事
相
約
本
港
校

友
敘
舊
。
我
們
的
校
友
散

居
於
世
界
各
地
，
聯
繫
多

靠
校
友
會
，
校
友
總
會
在

香
港
，
分
會
有
美
國
的
紐

約
、
三
藩
市
、
洛
杉
磯
，

加
拿
大
的
溫
哥
華
和
多
倫

多
，
因
為
這
些
埠
比
較
多

校
友
聚
居
。

我
們
同
屆
同
班
的
同

學
都
已
古
稀
之
年
，
蒼
蒼

白
髮
，
風
霜
披
面
，
誰
能

逃
得
過
歲
月
的
風
塵
，
受

其
洗
禮
！
然
而
，
我
們
曾

經
共
同
擁
有
那
些
年
的
青

蔥
歲
月
，
此
刻
再
從
心
底

萌
芽
，
童
心
未
泯
，
胡
、

李
、
林
、
容
四
子
不
改
當

年
勇
，
俏
皮
地
相
互
寸
嘴
，

打
牙
骹
戰
，
盡
情
吃
喝
，

笑
話
江
湖
，
沉
穩
的
多
數

皆
默
默
地
緬
懷
逝
去
的
青

春
！

其
間
，
老
同
學
說
在

外
國
有
些
同
學
退
休
後
，

無
所
事
事
便
做
做
「
椰
蓉
」

和
「
麻
蓉
」，
我
以
為
是
包

點
中
的
名
詞
，
原
來
非
也
，

那
是
新
創
的
代
名
詞—

「
爺
傭
」
和
「
嫲
傭
」，
自

嘲
有
別
於
菲
傭
、
印
傭
、

泰
傭
。
我
恍
然
而
悟
，
我

也
曾
做
過
「part-tim

e

（
兼

職
）嫲
傭
」，
在
港
也
有
老

同
學
要
當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爺
、
嫲
傭
而
無
暇
參
與
茶

聚
呢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本來
重係新正

頭，唔應該講死，但係生
老病死，本來就係人生，
唔應該有乜避忌。細個時
睇書話，最有智慧嘅生活
態度就係當自己聽日就
死，咁就可以活好今天。
真係好有道理㗎。因為咁
就一定會「今天的事今天
做」，盡好自己責任，同
埋重多啲珍惜一切添。

點解忽然講死呢？因

為我見年尾有
多名人陸續過
身。最長命
嘅當然係邵逸

夫啦。而家啲後生剩係知
道佢係電視台老闆，我地
就記得邵氏公司。以前去
工展會喺佢地個攤位係有
「畫頭」睇㗎，「邵氏出
品，必屬佳片」嘛！有人
話佢學氣功，所以咁長
命。我阿珍就信因為佢做
得善事多，所以有好報。

另外一個高官好多人
尊敬，係以前嘅署長李紹
鴻，得八十歲，比起邵逸
夫就少廿幾歲，但係都算

係笑喪啦。報紙話佢腦
溢血入醫院，幾日後就安
詳離世。生前做好多預防
醫學工作，退休後都繼
續，又係修到，所以死得
快，冇痛苦啦。

重有一個短命啲，得
六十幾歲嘅大學講師兼收
藏家同作家吳昊，原來係
電視台編趣劇嘅鼻祖，為
人好好，提拔好多後進。
佢主張死咗都要笑，所以
好多悼念文章都有笑話成
分。

諗諗吓真係應該效法
佢呢種態度，多啲笑，日
日笑，死咗都笑！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小時
候我家對
面就是快

樂戲院，印象最深刻的是
「換畫」之時工人會將巨型
的宣傳板逐件拆卸，隨即
換上另一套電影的廣告
板。最近在香港電影資料
館的「舊日戲院昔日情」展
覽中，列舉了全盛時期位
於各區的一百三十九家戲
院，快樂戲院也榜上有名。
當時看電影是很多市民工
餘的主要娛樂。

踏足展覽館猶如置身
昔日的戲院大堂，最特別
是邀得專門繪畫大型電影
廣告的畫師周強重新手繪
六幅電影宣傳板，包括《黃
飛鴻獅王爭霸》、《新不了
情》和《星星月亮太陽》，

讓舊戲迷重溫昔日戲院的
氛圍。

現年六十多歲的周強
師傅憶述十多歲時入行當
戲院廣告畫學徒，由基本
功學起，畫草稿、打網格、
上色、寫字等工序。經過
幾年苦學，最開心是師傅
讓他全權負責一家戲院的
廣告畫那天。他在短片又
分享了設計巨型廣告
畫的手藝和秘訣！

展覽中可重溫
戲院術語如「飛機
椅」、「解畫」、「走
片」的意思；又可回
憶昔日戲院門前烤魷
魚、炒栗子、賣蔗
等小販攤檔；更可
親身體驗昔日放置於
戲院大堂、投幣後

有小卡片標示體重的磅重
機。

展品還包括戲院珍貴
藏品文物及相片，橫跨
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外電
影特刊及電影宣傳單張、
戲票、戲橋、座位表等。
展覽期至三月二日，影迷
可往緬懷及回味昔日戲院
的風貌！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沐春風

大家唱大家唱
調：媽媽好
詞：梁　愛

 

◆  

奕
　
琪

處處社區都發起，為了長者謀福利，
安老服務極需要，俾得適當護理。

我家的鳥兒

油
麻
地
果
欄

•	電影廣告畫師周強繪畫的大型
電影廣告板。

◆ 吳之瑩

舊日戲院情

茶
聚
瑣
語

專注當下

專注當下

時代的巨人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展媽媽

 圖：敏　　怡

生
生
不
息

生
生
不
息

施政報告

關注
安老問題

2 元
車
資優

惠 笑喪

愛
情
攻
略

論
語
中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