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價調整啟事
本集團下屬的大公報、文匯報自2013年4月15日調整

零售價後，至今已多年未曾上調售價。鑑於各項經營成本
不斷上漲，茲定於2017年4月1日起，大公報、文匯報每份
售價上調一元，即每份售價八元，情非得已，敬請讀者諒
宥。衷心感謝各位忠誠讀者對大公報、文匯報的支持，期
待繼續得到您們的厚愛。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謹啟
2017年3月29日

年紀大，機器壞？花名Madam Cheung的93歲婆婆張雪玲，去年九月
膽粗粗學習田徑跑步，半年間贏得三面金牌，包括上周在韓國大邱舉行的
2017年世界先進室內田徑錦標賽中，一舉摘下60米和200米跑步兩面金牌
。這位揚威國際體壇的長者運動員，一下子成為新聞人物、網絡紅人。一
手促成母親走入田徑賽道的女兒黎賢美，回憶母親首次完成比賽 「眼濕濕
」 ，張婆婆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就笑言： 「好開心！冇想過拎金牌，會
繼續跑落去，直至身體唔得！」

女兒成伯樂 陪練千叮萬囑唔使急

93歲Madam Cheung半年跑出三金

永不停步＞＞＞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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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見證科創中心成立
推動大灣區金融人工智能
【大公報訊】記者劉曉宇報道： 「香

港中科金融科技創新中心」昨天在香港科
學園成立，集合兩地人才、資金、技術等
資源，將致力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金融
服務人工智能化。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中國科學院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董事長吳樂
斌、香港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
FDT金融創新工場總導師馬蔚華等嘉賓出
席簽約儀式。

馬蔚華表示，人工智能技術可實現批
量人性化和個性化服務客戶，對於服務價
值鏈高端的金融行業將帶來深刻影響， 「

人工智能將成為決定金融機構、溝通客戶
、發現客戶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他指
出，香港一直是資金進出內地的交匯點，
而內地是目前擁有最多金融科技用戶的地
區之一，二者可結合優勢、互為補充。

以香港科學園為基地
「香港金融科技創新中心」是專注以

人工智能技術在金融行業的創新應用而設
立的諮詢服務機構。該中心將以香港科學
園為基地，憑藉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優勢
，依託中國科學院人工智能專家和研究資

源、中科智谷產業升級轉化平台、FDT的
金融大數據開發，為兩岸三地的金融企業
提供人工智能應用的諮詢服務。上海中科
智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劉瑞禎告訴記者
，目前中心已着手進行金融方面研究。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 「人工智
能」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同時也被列
入《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提出， 「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
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
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
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政府
公布停止香港數碼聲音廣播服務，預料現
時唯一提供服務的港台，可於六個月內，
終止其數碼聲音廣播服務。鳳凰優悅、
DBC數碼電台和新城電台去年相繼申請
交還數碼聲音牌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當
時表示會進行檢討。有關報告顯示，三間
機構先後離開市場，反映對數碼聲音廣播
市場前景發出強烈但不樂觀的信息。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經考慮香
港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報告後，決定停
止香港的數碼聲音廣播服務。商經局發言

人說，在2011年，為了回應本地市場的興
趣及有見當時數碼聲音廣播服務在外地的
發展，政府向三家商營機構批出牌照。

三商營機構已退出
不過，三家商營數碼聲音廣播機構短

時間內均以經營困難及沒有足夠的聽眾群
為由退出市場，反映市場已對數碼聲音廣
播失去興趣。所有營辦機構均指，離開市
場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聽眾群和
難以吸引廣告商。現時僅餘港台一家公共
廣播機構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合共營

運五條相關頻道。
檢討報告指出，互聯網及流動應用程

式發展迅速，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聲
音廣播服務，宏觀環境已無助數碼聲音廣
播市場復甦。發言人表示，因應終止港台
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決定，廣播處長
會諮詢相關持份者，以制定節目變動的詳
細計劃，安排在AM/FM模擬平台上播放
現時數碼聲音廣播頻道的節目，並確保港
台繼續符合《港台約章》有關節目的規定。
預計港台在六個月左右可以完成節目調動
，以便終止其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早上約七時半起床，梳洗
，吃早餐

到康文署體育館做器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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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睡片刻，然後做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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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晚飯，或吃麵包餅乾、
飲即沖奶

看電視節目，或手工針黹

約晚上11時許睡覺

長者參加運動競賽，又怕會跌傷手尾
長。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
圓圖）指出，長者做運動好處多，既可改
善平衡力，帶氧運動也可令腦部血流量增
加，延緩腦退化，有助肌肉鍛煉。由於競
賽涉及風險，他雖然欣賞張婆婆，但認為
長者不宜仿效。

雷雄德引述研究數據，每10名長者，
就有三名因跌倒死亡，70歲或以上的長者

，受傷後復原速度較慢，如果跌斷腳，可
能要卧床一段時間，減少活動的情況下，
容易有免疫系統疾病，增加死亡風險。

而參加競賽，有一定的跌倒風險，就
算如張婆婆般慢跑，由於比賽帶有競爭性
，同場有其他組別的選手，而且意外屬不
可預知，仍然有機會受傷。 「我有睇婆婆
比賽條片，見佢失平衡，嗰一下驚一驚！
我當然好欣賞婆婆！但係就唔鼓勵其他長

者仿效！」
雷雄德強

調，做運動仍然
好處多，長者可以按照個人身體狀況參與
體適能運動，例如耍太極、外出步行到街
市買餸等，藉以改善體質。他指出，根據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65歲或以上長者每周
做兩次負重訓練，例如到健身室做器械操
，有助鍛煉肌肉。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後排右二）、香港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後排右一）等
見證香港中科金融科技創新中心簽約 大公報記者劉曉宇攝

唯一數碼聲音廣播 港台將停

競賽易跌倒 長者宜量力

張雪玲婆婆上周在2017年世界先進室內
田徑錦標賽，參加90歲以上組別60米及200
米跑步，在沒對手的情況下，兩度 「戰勝自
己」，分別以25秒37及2分24秒19跑畢全程
，奪得金牌。賽事為期七天，上周六閉幕，
張婆婆返港後接受《大公報》專訪。

自顧起居 毋須子女操心
眼前的張婆婆，除了耳朵不太靈光，要

靠女兒從旁在耳邊覆述外，說話中氣十足。
育有七名子女的她，目前獨居港島區一私樓
單位，街坊均稱呼她為張姑娘，子女叫她花
名Madam Cheung，這位 「90後」精靈婆婆
，堅持自己照顧自己，不用子女操心，每天
親自到街市買餸，閒時在家做家務，擅長手
工針黹，除了偶爾風濕骨痛，需定時服糖尿
藥和血壓藥，身體大致健康，跟一般老人家
沒大分別。而開始習跑，則要由去年九月說
起。

張婆婆的女兒黎賢美是退役田徑運動員
，去年九月 「膽粗粗」問媽媽有冇興趣練跑
，一句 「好呀！」諮詢醫生意見後，找來擔
任田徑教練的朋友幫忙訓練， 「初時我都好
驚佢會跌親！一開始會企喺佢身邊陪跑，千
叮萬囑叫佢唔使急！好似操兵行路咁，一步
一步就得！點知佢好叻，愈練愈好，亦從來
冇跌親！」婆婆住港島，每星期要搭車去將
軍澳運動場練習，由拉筋、熱身、慢跑，每
次兩小時，每次女兒都會陪伴在側，受訓兩
個月後，張婆婆隨女兒到台灣參加先進運動
會，在90-94歲的100米組別是唯一參賽者，
最終在40多秒內完成，奪得人生首面金牌。

最大對手病魔突發事件
張婆婆笑言，年輕時 「冇讀書，做過 『

賣街邊』（小販）、地盤推泥頭車、帶人睇
樓！咩都做過，就係冇拎過獎！」年逾九旬
才首次奪金，女兒決定為她爭取再下一城的
機會，於是報名參加本月中在韓國大邱舉行
、兩年一度的世界先進室內田徑錦標賽。

比賽主辦單位為瑞典非牟利機構國際田
徑聯會（IAAF），只限35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參賽者需自費參加，港隊88代表，張婆婆
年紀最大，報名的兩項賽事同樣沒對手，只
要完成賽事，即可奪牌。不過，原來最大的
對手是 「病魔」和 「突發事件」，婆婆賽前
腰痛發作，比賽時又一度失平衡，幸都有驚
無險，在觀眾拍掌鼓勵下，婆婆站穩腳步，
大踏步緩步而行，最終順利完成賽事，贏得
金牌。消息越洋傳回香港，人人讚好，就連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也在facebook恭賀
張婆婆，讚嘆： 「運動真係無分年齡㗎！」

展 望 下 一 項 挑 戰 ， 女 兒 已 打 算 為
Madam Cheung報名參加今年九月在內地舉
行的田徑賽事，讓她延續運動場上的喜悅，
繼續享受人生。

▲張婆婆示範熱身踢腿，旁為女兒黎小姐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攝

張雪玲婆婆的日常生活

▲張婆婆笑言，沒想過奪得金牌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攝

▶張婆婆在韓國大邱
舉行的2017年世界先
進室內田徑錦標賽中
，一舉摘下60米和
200米跑步兩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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