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穩呀，開車啦！」 88歲李嫂臉上掛
着招牌的燦爛笑容向小巴乘客們說。

最近網上流傳一名88歲高齡婆婆駕駛紅Van，引起網民熱議，不少留言
是欣賞、佩服和支持婆婆，但亦有人擔心她的健康和身體狀況，是否適合
駕駛公共交通工具。大公報記者日前登上李嫂的紅Van，體驗這位年長司機
的駕駛情況及了解更多背後的故事。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古倬勳（文） 葉浩源（圖）

李嫂染了一頭橙紅短髮，架
上方形幼框眼鏡，打扮時髦，身
穿印花短袖衫和短褲，腳穿涼
鞋，左手不時搖動波棍，駕駛技
術純熟，目精耳靈。當乘客從記
者口中得知李嫂已屆88歲高齡均
表示驚訝，異口同聲地說： 「看
不出來啊！」 又形容李嫂駕車快
而穩，駕駛態度好。聽到乘客們
的回饋，李嫂回以謙遜笑容說
「就是工多藝熟，我每日開10個
小時車，一星期開三、四日，比
起年輕時，現在駕得更加好是應
當的。」

「即使牌價沒跌也會開工」
細問之下，原來她自己也不

知道成了新聞人物，亦沒有看過
自己的報道。她說： 「不要訪問
了，哈哈，小巴（牌價）跌得這
麼厲害，還要供車，都成了負資
產，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啊。」 原
來，李嫂目前駕駛的紅Van是屬

於自己的車，雖然她和丈夫幾十
年前與一名朋友拍檔，以當時市
價十多萬元，各佔一半購入小巴
牌照，輾轉數十年間，由最早期
的9座位小巴換到現在的16座。
直至約10年前，李嫂的拍檔不繼
續駕小巴了，李嫂順理成章將拍
檔的一半牌照買入，以當時小巴
牌價700多萬元，便付了一半即
300多萬。

小巴牌價近年不斷下跌，目
前市價已跌至約30萬元。李嫂
說： 「現在每月還要供一萬多
元，乘客少生意差，是好難做
的。」 面對逆境及投資小巴的
「不幸」 ，李嫂不但沒有抱怨，

反而積極生活和努力工作。
李嫂說： 「其實我沒有太大

金錢觀念的，即使牌價沒有跌，
現在的我也會繼續開工，揸得一
日得一日，我喜歡這樣一直工
作。」 她笑言： 「駕車還好過打
麻將呢！你知道駕車很多東西要

兼顧，又要駕車又要看好路面情
況，控制油門煞車波棍等需一眼
關七，想有老人痴呆（認知障礙
症）都幾難。」

乘客讚技術穩陣好舒適
李嫂駕駛來往上水至坪輋的

紅Van路線，當天既有經常遇見
李嫂的乘客，也有第一次遇見李
嫂的乘客。大專學生Gigi表示，
她是第一次搭李嫂的車，坦言第
一眼看不出她已經88歲，覺得婆
婆的駕駛技術穩陣舒適，也相信
高齡小巴司機都有做好定期身體
檢查，不會太擔心安全問題，也
支持李嫂想自力更生的行動。過
往曾搭過李嫂駕駛的紅Van的吳
先生說，平日搭專線小巴較多，
偶爾會搭到李嫂的小巴，覺得她
的駕駛技術穩定，相信她那60多
年的駕駛經驗，支持她在健康無
問題的情況下繼續做自己想做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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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歲紅Van婆婆越揸越精伶
「駕車一眼關七，想老人痴呆都難」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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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推動創科
本 港 大 學 生 創 意 無

窮，勇於嘗試，接受挑
戰，第11屆 「香港大學生

創新及創業大賽」 吸引了25間香港大專院校、
687個項目、2033人參賽，為歷屆之冠！

主辦單位指出，今屆賽事湧現一大批高水
平的雙創項目，令評判眼前一亮，項目如 「用
於下一代數據中心互聯的神經形態光學處理
器」 、 「矽膠囊技術定義低碳生活方式」 等，
都能針對人類面對的問題提出創新解決方案和
商機。

年輕人是初生之犢，不易受傳統包袱約
束，他們無限的創意，往往是在大學校園內培
育出來，最終推動社會發展，甚至改變世界。
大學校園學術自由的土壤，是培育年輕人實現
創科夢的試驗田。香港正致力發展成為國際創
科中心，如何在機制上善用大學資源及大學生
創意，是政府、大學及企業的共同責任。

投放更多資源用於培育本地創新創業人
才，需要多方協作，共同推動，讓創新方案及
技術盡快轉化為商業項目。政府及商界可以在這
些創新及創業大賽中，發掘優秀項目來發展。

透視鏡
蔡樹文

運輸署規定，年滿70
歲或以上人士，必須遞交
一份由註冊醫生簽發的

「體格檢驗證明書」 表格TD256，證
明體格適宜駕駛及控制所申請的有關
車輛類別，該體格檢驗報告必須於申
請駕駛執照當日前四個月內簽發，申
請人只能選擇1年或3年駕駛執照。換
言之，70歲以上的司機至少每年要做
一次體檢，檢查血壓、心臟和視力等
身體狀況。

政府自2023年起研究收緊高齡職
業司機的體檢要求，將商用車司機的
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降至65歲，以及
「一年一檢」 ，並要檢查聽力和肌肉
反應，呈報指明疾病和身體傷殘，如
眼疾和耳疾等。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 「第三屆同
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 將於今日起，一連五日
在銅鑼灣維園舉行，今屆新增了遼寧、吉林兩省
兩個同鄉社團參與，參展省級同鄉社團聯會達到
30個。除了300個特色攤位及多不勝數的特產商
品，還會推出近200項文藝表演（詳見表）。場
內提供熟食的 「中華美食街」 是焦點之一，今年
設30個攤位，新增不少品類，包括 「米芝蓮」 美
食。今屆並首次引入機器人煮麵、機器人煮咖啡
等AI餐飲設備，主辦方預計，可有效提升現場互
動性與年輕客群吸引力。

「米芝蓮」美食進駐
嘉年華各攤位在維園已準備就緒，各類特產

已陸續送到。今年新增的遼寧和吉林兩個省份，
帶來不少特產，例如遼寧展銷的燕窩粥、花旗參
片、鍋巴、木瓜味牛奶花椒、稻米油等。吉林特
產則有蕎麥冷麵、朝鮮族辣白菜、傳統打糕、雲
騰岳黑木耳等。

在深受市民大眾喜愛的熟食區，有新增包括
「米芝蓮」 浙江軒、潮式滷水鵝、雲南木瓜冰
粉、新疆羊肉串、內蒙烤羊腿、甘肅特色冷飲、
湖南湘菜小吃、四川鉢鉢雞、江蘇蟹粉包、安徽
牛肉湯等地方特色美食。

美食以外，今年場內繼續展示很多非遺表
演，例如四川變臉、湖南剪紙服裝秀、武術表
演、福建南音、戲曲等。亦有不少民族特色表
演，例如6月2日晚上，會有內蒙古藝術劇院帶來
的內蒙古專場文藝演出，中國蒙古族男歌唱家、
國家一級演員、蒙古長調傳承人齊峰也將登台獻
唱。

主辦方表示，新興科技體驗區總計包含19類
參展，36件科技展品，共25省參與。展品涵蓋的
種類也相當豐富，例如智慧AI中醫體質辨識儀、
機器人煮麵、機器人咖啡亭等。主辦方認為，今
年展覽是結合 「美食＋科技」 的體驗場景，預計
可有效提升現場互動性與年輕客群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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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嫂駕駛來往上水至坪輋的紅Van路線，每周開工3至4日。

◀88歲婆婆李嫂駕駛紅Van，近期引起網民熱議。

▲銀髮消費增長空間大，政府負責 「搭好個
台」 ，交由民間去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陳劍報道：促
進銀髮經濟工作組日前公布多項措施
推動銀髮經濟，身兼工作組組長的政
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出席一個電台
節目時表示，措施公布後，外界反應
不俗。他說，全球都着重銀髮消費，
增長空間大，但香港奉行市場經濟，
動力在業界，因此 「由政府搭好個
台」 ，交由民間去做，例如考慮提供
什麼優惠及折扣爭取顧客，以及會否
長期提供。

推出具香港特色產品及服務
卓永興指，市民北上消費以飲食

較多，直言本港與內地 「冇得鬥
平」 ，因此要推出有香港特色的產品
及服務，相信長者主要會在本港消
費。

身兼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組長的
卓永興又表示，工作組揀選的9個項
目，着重本地特色，舉例指中環行人
扶手電梯對旅客而言很特別，政府將
會美化電梯，希望以電梯作主軸，讓
旅客到中環不同橫街深度遊。

新措施需時檢視成效
去年60歲以上的長者消費開支大

約為3400多億元，對於為何不訂立續
效指標（KPI），卓永興表示，並非
所有措施都需要訂立KPI，否則就會
變成 「泛KPI」 。他解釋今次推出的
30項措施有20多項是由民間機構去
做，推出來的成效難以準確掌握，而
且措施新，需時檢視。

卓永興強調有關經濟量大，估算
10年後，60歲或以上人士消費額可升
至4960億元，如果以每年5%增長，
一年就有170億元，有信心短期兩至
三年做得到。不過，當然要待措施推
出一段時間後，由政府經濟顧問再更
新估算，才能看到真正成效。

家鄉市集今起舉行五天
機器人煮麵吸年輕客

商用車司機體檢
研降至65歲

話你知

家鄉市集
精彩表演活動一覽（部分）

節目

《中國武術》

《戰馬奔騰》

《藏族生日歌》

《越劇─十八相送
（梁祝）》

《京劇─霸王別姬》

《讚歌（內蒙古
民歌）》

《故鄉的河》

《鴻雁》

《共君斷細》

《非遺傳承人、 「一
刀剪」 第七代傳人黎
艷青，剪紙服裝秀》

《我和我的祖國》

歌曲獨唱

歌曲獨唱

類別

武術

二胡

舞蹈

越劇

戲曲

歌舞

呼麥

民族樂隊
合奏

南音

服裝秀

手語

歌手黃博

歌手劉洋

籌辦社團

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

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

香港海南
社團總會

滬港社團總會

香港江蘇
社團總會

香港內蒙古
社團聯誼總會

香港內蒙古
社團聯誼總會

香港內蒙古
社團聯誼總會

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

香港湖南
聯誼總會

香港北京
社團總會

本地藝人

本地藝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李清報道：明天
（6月2日）是選民登記及更新選民登記資料的截
止日期，合資格市民記得要把握時間， 「最後衝
刺」 登記做選民，以便在今年底的立法會選舉中投
票，履行公民責任。

多位司局長在端午節前後積極行動，呼籲市
民登記成選民。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昨日到中西區
選民登記站，呼籲市民在6月2日前盡快登記做選
民或更新選民資料。他表示，儘管突然下起大雨，
但街坊朋友還是熱心支持。他還遇到不少過往在地
區服務工作上並肩作戰的義工朋友們， 「老友敘
舊」 感覺分外親切。

行使投票權 盡公民責任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30日在北角政府

合署大堂派發選民登記單張，並到公務員學院的辦
公室 「洗樓」 。她昨日在其個人社交平台上發文作
出兩點呼籲，一是合資格但尚未登記的人士及其親
朋好友，盡快申請登記為選民；二是若然曾搬屋或
其他登記資料有變更，需要在限期前提交更改資料
申請，以確保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可以投下神聖
的一票，選出愛國愛港、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代議
士。

楊何蓓茵提醒，選民登記及更新選民登記資
料只需數分鐘時間，而且可以透過智方便、電郵、

郵寄以及傳真四個途徑完成。她強調，錯過了今次
登記成為選民的機會，就要等多四年才有機會在立
法會換屆選舉中投票。而距離6月2日法定限期尚
有一天多，合資格市民記得要把握時間，盡快登記
或更新其登記資料，以便在今年底的立法會選舉中
投票，履行公民責任。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亦到天水圍天秀的天
幕街市，與登記站人員共同呼籲街坊 「最後衝刺」
登記為選民，12月選舉時以行使投票權，又強調
投票選出香港議員是每個人的義務及公民責任。

適逢端午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則發文指，
「糉要趁熱食、登記要趁早做」 ，形容立法會選舉
投票如同蒸糉應節，應該提早準備，呼籲市民盡快
登記成為選民。

選民登記明截止 合資格者莫遲疑

▲楊何蓓茵前日在北角政府合署大堂派發選民登記
單張，並到公務員學院的辦公室 「洗樓」 。

▲李嫂駕駛技術穩陣，工作態度認真，受到
乘客稱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