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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資合法 如何紅色？
「有線寬頻」 財困事件現轉機，

「白武士」 及時出現， 「永升亞洲」
昨日宣布以供股包銷方式注資七億元
，支持 「有線」 繼續生存和發展。

本港電視台已經 「買少見少」 ，
最老牌的 「亞視」 年前終因財政問題
無以為繼而停播；而 「有線」 的二十
四小時新聞和 「播波」 ，在不少市民
中已是家喻戶曉和不可或缺的節目，
如果一旦停播，那真是 「不忍卒睹」
的事。如今 「永升亞洲」 及時出手，
以市場注資方式接手入主，負責人之
一的邱達昌昨日在記者會上詳細介紹
了有關計劃和構思，包括減赤三億、
盡量少裁員和加強財經資訊新聞，都
是已經成竹在胸和目標明確的。相信
「新人事新作風」 ，也會帶來新希望

，經過一番短暫的 「痛苦」 和努力，
「有線」 是能夠繼續站穩本港電子媒

體一席之地，在新的方向下發展。
然而，可笑的是，在 「永升亞洲

」 宣布入股消息之後，一些人包括《
蘋果日報》，卻大字標題的說什麼 「

紅色資本買起有線」 ，刻意渲染有內
地背景的資金進入及企圖控制本港電
子媒體市場，甚至提出了新聞自主和
新聞自由的敏感問題。

這真是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
之」 。 「有線」 如果 「水喉」 被截，
那才是叫人憂慮之事；怎麼，如今 「
大水喉」 開到，卻又有什麼 「紅色」
、 「綠色」 的 「帽子」 拋出，實在是
唯恐香江不亂和居心叵測。

事實是， 「永升」 大股東 「新世
界」 鄭家純是無人不知的本地富豪，
邱達昌就更是 「電視世家」 ，還有並
非大股東的兩名內地企業家，在本港
和外國也早已有投資業務，如此投資
就是投資，真金白銀，合法合規，又
有什麼 「紅色資本」 可言？至於說新
聞自主和新聞自由，一些人的意思是
不罵內地政府、不罵特區政府就不是
新聞自由，那麼，也只好由他們繼續
叫囂去好了， 「有線」 不可能走上 「
逢中必反」 、 「逢
特必反」 的歪路。

井水集

捐肝愛洋溢 喚起正能量
瑪麗醫院女病人鄧桂思一周之內

兩度接受肝臟移植手術，事件引起全
城關注，也為港人社會帶出了一個需
要深入討論的議題：器官捐贈風尚如
何進一步推廣及相關法例是否需要修
訂的問題。

肝臟移植手術在本港並非罕見，
且成功率較高，在亞洲區內首屈一指
，港大醫學院及瑪麗醫院的范尚德教
授、盧寵茂教授均為這方面的專家權
威，但這次鄧桂思的換肝之所以在全
社會引起關注，是因為在醫學範疇之
外更增添了一份打動人心的人情味。

事件中，當事人鄧女士打理家務
之餘還外出兼職清潔工來減輕丈夫負
擔，對兩名女兒愛護有加，是一位名
副其實的好媽媽；而在她證實患上肝
病急需換肝時，長女毫不猶疑地願意
捐出自己的部分肝臟救母，但卻因未
足捐贈器官的十八歲法定年齡而未能
如願。一邊是母女情深、一邊是法不
容情，事件因此引起了傳媒廣泛報道
和市民熱議。

而更牽動人心的是，就在鄧桂思
因得不到換肝而危在旦夕之際，一位
與鄧桂思一家全無關係、素昧平生的
寫字樓女文員鄭凱甄，竟然自動請纓
，願意捐出部分肝臟為鄧女士續命，
更難得的是，她同樣患有肝病的母親
也支持女兒此一義舉。捐肝手術並非
無風險，日後生活質素多少也會受影
響，但 「阿甄」 甘願為一個 「陌生人
」 作出如此重大的付出，實在令人感
動和敬佩。

而事態發展再峰迴路轉，鄧女士
術後復原狀況未如理想，仍陷於生死
邊緣，這時又有 「奇跡」 出現，一位
離世者的家人願意捐出屍肝，鄧桂思
二度接受移植手術，術後進展良好，
昨日已能張開眼睛及有反應。而捐出
部分活肝的 「阿甄」 昨日也表示，雖
然她的捐贈未能完全奏效，但為鄧桂
思多爭取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最終等
及進行第二次移植，所以她覺得自己
的一刀並非 「白捱」 ，是值得和有作
用的。醫護團隊完全同意這一說法。

正是 「一家有難，各方支援」 ，
一宗換肝手術，牽動了三個家庭，更
牽動了萬千市民的心，好媽媽和孝順
女的親情令人感動， 「阿甄」 無私的
援手令人感到震撼，而最後還出現了
二度移植的機會，所有的人都希望這
一個 「奇跡」 能夠以最圓滿的方式結
局，鄧桂思完全康復，與體內先後存
在的兩個 「外來」 肝臟的主人和遺屬
見面及道謝，讓溫情與愛遍灑香江。

事實是，港人社會本來就不冷漠
，良好的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和生活
改善，令到人們的精神、品格和質素
都已有所提高，但近年不斷的政治爭
拗、對立情緒和暴力事件，卻使得社
會正氣下降、戾氣上升，令人感到十
分無奈和痛心。鄧桂思女士的換肝事
件，令人重新看到社會和諧、親情和
互愛的一面，看到為生存、生命而付
出的堅強意志，看到本港醫療事業服
務市民的成績，如果更多的人能因此
而有所得着和啟悟，喚起正能量、消
弭負因子，那就是港人社會之福了。

社 評

肝昏迷慢慢減退 腎功能恢復五成

鄧桂思可張眼點頭郁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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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遇奇跡的鄧桂思前日獲捐屍
肝，瑪麗醫院團隊再次為她進行換
肝手術，昨早已開始清醒，康復進
展良好。港大醫學院肝臟移植科主
任盧寵茂表示，鄧昨早可張開雙眼
，根據醫護人員指示點頭及 「郁動
手指」 。港大醫學院肝膽胰外科臨
床副教授吳國際則透露，鄧的肝昏
迷情況已慢慢減退，未來一周是關
鍵，有望在未來一至兩日除去呼吸
機，三至四周後出院。

大公報記者 孫凌奕 徐曉彤

盧寵茂表示，鄧桂思（43歲）新肝功
能發揮較好，黃疸指數曾一度達600多，現
已跌至約200，期望稍後能脫離呼吸機，並
恢復腎功能。因洗腎及呼吸機的喉管都有
機會令她感染，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現時已協助控制感染風險。

阿甄無私感染他人
盧寵茂再次強調，首次活肝手術並非

失敗，全靠鄭凱甄的活肝，鄧桂思才能支
持一周，等到屍肝；而且若非阿甄無私捐
肝，屍肝的家屬也未必願意捐出肝臟。他
又指若不做第二次肝移植手術，鄧桂思有
九成機會等不到肝功能恢復。盧補充，活
肝移植並非較易失敗，是病人在絕望中的
一個方法，但他不想看到健康人要 「捱一
刀」，希望有更多遺贈肝出現。其實過去
一周就有三個潛在的捐贈肝，但最終僅一
個捐出。

吳國際則指，鄧桂思首次活肝手術後
，新肝中出血的血管出現栓塞，導致約一
半肝細胞受損死亡，肝細胞死亡後，需要
一定時間重生，而剩下的肝臟無法支持身
體新陳代謝，幸即時獲得屍肝。因屍肝為
全肝，血管比較粗壯，提高接駁成功率。
現時鄧的腎功能已恢復五成，阿摩尼亞指
數亦恢復正常，但情況仍然危殆，未來一

星期是關鍵時期，最快一兩周後轉至普通
病房，三至四周後出院。

鄧桂思丈夫胡先生、女兒Michelle及鄧
胞姐，昨午及晚上都到瑪麗醫院深切治療
部探望，惟未回應鄧的情況，Michelle兩度
對現場記者說 「辛苦晒」。

好爸爸急需換肝
此外，46歲的好爸爸郭樹強亦急需換

肝，在B型輪候肝移植名冊中仍然排在第
一位。吳國際指，郭樹強現時肝功能差，
但身體機能還能夠支撐，必須留在肝移植
科病房監察，因為若肝衰竭引發出併發症
，隨時有生命危險，及可能出現肝昏迷的
情況。院方一直努力幫助郭尋求方法，亦
希望透過近日感人事件，提高公眾捐出屍
肝的意願。

高永文：捐器官酌情權需諮詢
【大公報訊】鄧桂思早前病情危急，

女兒Michelle希望捐肝救母，惟差三個月
才滿18歲而被拒，政府此後表示考慮修例
，增加器官捐贈年齡彈性。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日指，政府目前未決定是否
修例，會在一至兩個月內展開諮詢，或與
「預設默許制度」和 「交叉捐贈」等議題

諮詢一併處理，料在今屆政府任期完結前

啟動。在未有結果和方向前，不會有修訂
條例或立法時間表。

高永文續指，現行器官移植條例，以
18歲作為活體器官捐贈的年齡界限，法例
未賦予任何酌情權。現時有建議認為要修
例給予該年齡彈性，但他強調即使真的考
慮該建議，都應該設立很多前提條件。且
該議題提出後，有不同的專業人士提出反

對意見，認為18歲的年齡規定不宜降低，
因此政府下一步會召集不同持份者，包括
器官移植和捐贈有關的專業團體、病人權
益倡議者等，諮詢意見。

高永文還表示，活體器官捐贈對捐贈
者來說有風險，因此政府希望巿民能夠在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並告訴家人
自己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

換肝團隊報佳音
●鄧桂思新肝臟已發揮功能，昨晨開始清醒。

●鄧桂思已可張開雙眼，根據醫護人員指示點
頭及活動手指。

●期望鄧桂思稍後能脫離呼吸機，並全面
恢復腎功能。

●預計鄧桂思於一至兩周後可轉往
普通病房，三至四周後可康復

出院。

港大醫學院肝膽胰外
科臨床副教授吳國際表示
，再次進行肝移植病人的
存活率較只接受一次手術
的病人存活率低，國際上

五年之後存活率約為七成；但瑪麗醫院肝
臟移植中心由1980年至今，做過57宗肝臟
再移植手術，佔整體的4.4%，再獲捐肝病
人五年的存活率達八成，高於國際水平。
且鄧桂思獲得為一個全屍肝，全屍肝移植
手術比起活肝併發症風險又大大減少，因
此有信心今次全肝移植可以令肝功能完全

發揮。
吳國際續表示，瑪麗醫院進行活肝移

植佔六成，屍肝佔四成，活肝移植手術成
功率高達98%，短期內需再移植比例小於
1%。

除去鄧桂思的移植手術，瑪麗醫院今
年分別已進行五宗屍肝移植手術和六宗活
肝移植手術，未出現任何問題。瑪麗醫院
至今進行過七宗陌生人的活肝移植手術。
全港常有約90人在等候捐肝，但往往有三
至四成人，因死亡或其他原因無法等到新
肝臟。

全肝移植助肝功能發揮

▲捐出活肝救人的鄭凱甄（左二）表示，施比受更有福，與換肝團隊呼籲更多人支持器官捐贈

▲鄧桂思丈夫昨到瑪麗醫院探望，受到大批記者採訪

◀鄧桂思（左）已開始恢復肝功能，圖為她與女兒的
生活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