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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港聞部報道】擁有20名隊員的甲子

單車隊，其中有兩位女將，不畏跌跌碰碰的過

程，向場地單車發起挑戰。女隊員李靈從零基

礎、畏懼騎單車開始，到克服心理障礙，更入

選青苗訓練計劃。她表示當時受指導老師束濟

良贈送隊服鼓勵，因而加入單車隊，後來憑自

身努力，短時間內技術突飛猛進。李靈的偶像

李慧詩更曾教她如何上單車訓練台，令她信心

大增，希望日後也能加入港隊，為港增光。

膽怯卻敢於嘗試
中學二年級學生李靈年僅14歲，憶起初

入校園時，因學校單車風氣盛行，體育課上

亦教授單車，對單車運動一竅不通的她，坦言：

「當時因害怕炒車，試過走堂逃避這節課。」

後來因看到學校不少同學對單車的熱愛，以

及同學們在體育課上也玩得很開心，故鼓起

勇氣，克服心魔，騎上那輛對她而言十分陌

生的單車。

即使接受了單車這項運動，李靈仍然缺乏

自信能做好，因此對加入單車隊一事頗為猶豫。

負責老師束濟良見李靈膽怯卻敢於嘗試，更從

零開始在短時間內爬上爬山單車，實屬不易，於

是把隊服贈予仍在作思想掙扎的李靈，李靈對

此表示：「受到束Sir很大的鼓勵，立定決心加

入。」

加入單車隊後，李靈隨隊備戰考取場地單

車牌照，期間曾見過有女考生失手「炒車」而

受傷，她直言：「當時好驚！」李靈的父母恐其

受傷也曾阻止她繼續，但經過教練及老師的鼓

勵，她相信憑着訓練、增強體能肯定能克服「炒

車」夢魘。

李靈談及李慧詩，她笑說：「李慧詩當時

教我如何上訓練台，她說只要眼神聚焦一個目

標，就能平衡。」獲李慧詩鼓勵的李靈，表示

愈來愈喜歡單車運動，希望日後能加入港隊，為

港增光。

每一個夢想均由不知天高地厚開始，幾位喜愛單車運動的中
學生於兩年前，知悉學校設有「成夢傳奇計劃」，遂撰寫計

劃書，冀望成立單車隊伍；不過，校方初時審閱後認為計劃書不
可行，面對計劃「胎死腹中」之際，幸得老師的協助，後來更獲
得保良局及學校何玉清基金資助，短短兩年間，保良局甲子何
玉清中學已成立了場地單車隊，是學界中首支隊伍。單車隊成
員視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為偶像，認為她的成功是建基於努力，早
前更有機會與李慧詩合拍微電影、甚至一起騎單車，為同學帶
來莫大的激勵。  本報港聞部報道

新界鄉議局前主席劉皇發在家中病逝，享年

80歲。人稱「發叔」的他，一生為鄉事發展而勞

碌，建樹良多，這份心力、精神與智慧值得社會

各界尊重，永誌心中。有人形容：「發叔走了，是

一個新界皇帝年代終結。」這說法聽起來帶點貶

義，但事實上，發叔在新界原居民心目中，地位

舉足輕重，一言九鼎，政府若要妥善處理新界發

展問題，只要成功游說發叔，難題自會迎刃而解。

今天，發叔走了，新界鄉紳利益割據，山頭林

立，不容易擺平各方利益，不容易解決城鄉之間

的衝突。

根據《基本法》第40條寫明：「新界原居民的

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不

過，何謂「合法傳統權益」呢？官民之間無一共

識，界線模糊。直至終審法院於2000年12月22
日就布袋澳村和石湖塘村個案作出判決，裁定非

原居民應享有權利參選村代表選舉，當中對於「合

法傳統權益」界定範圍是「財產權益」，此舉對原

居民的財產權益，例如「丁權」的所謂合法性及

傳統地位，給予更牢固的法律地位。

電影《竊聽風雲3》以新界土地和鄉事勢力為

背景，劇中金句連場：「我們擁有香港最多的土

地，我們的目標是：走出新界，稱霸宇宙！」「十

幾萬個丁權，能建十幾萬套豪宅，那我們這次做

的，就是幾百億的大生意了」，該電影能引起社

會人士共鳴，正是感受到「城鄉矛盾」愈來愈嚴

重。該戲由曾江飾演的「陸瀚濤」，其人物造型

被指與劉皇發神似，當時引起熱話。曾江在戲中

爆出一句：「丁屋政策是時候了斷！」無巧不成

話，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長時，亦提過有意為「丁

權」設期限，說易行難，最後不了了之。

隨着香港土地不足，政府大力發展新界土

地，新界城市化加速，「城鄉矛盾」不絕，不只

是城巿及鄉郊的二元對立，還有城與鄉存在不同

的發展價值觀。城市人視作是「官商勾結」和「官

鄉勾結」，「丁權」如「特權」；新界原居民視政府

及地產商發展為「掠奪土地」，奮起維護家園或

從中取利。這些矛盾，變成香港社會不穩定的潛

在因素，從昔日菜園村至今天的橫洲發展可見一

斑，都曾掀起連串紛爭。

發叔一生奔走於新界村民與政府之間，是

新界與政府溝通的橋樑，對新界發展貢獻良

多，有着無可代替的地位。他的政治手腕最令

人敬佩，因能夠從各方取得平衡以解決問題，有

遠見，有承擔。

發叔在擔任鄉議局主席的任內，屢次成功

拆彈而取得雙贏局面。其中，菜園村因興建廣

深港高速鐵路工程而被迫清拆，多戶村民需要

遷村，另建菜園新村，但因路權問題擾攘多

時，久未遷出舊村。後來，劉皇發透露有一名

善長捐款購入路權後轉贈鄉議局，令該村日後

毋須割地，亦不用支付路權費都可使用該路

段，成功解決紛爭。傳聞便是劉皇發本人作善

長自掏腰包。另一事例是2011年，政府嚴厲處

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觸發新界人示威抗議活

動不斷。發叔申請延長自行申報僭建限期，讓

鄉議局有足夠時間向鄉民進行游說，而政府亦

作出讓步，把收到的自行登記個案暫緩執行清

拆，令不少鄉紳的僭建物得到保留，成功安撫

鄉紳之餘，亦令政府能夠向市民交代。

要妥善處理新界問題，緩和「城鄉矛盾」，必

須用大智慧。九七回歸至今，在劉皇發健在之

時，特區政府曾構思「買斷丁權」，奈何問題複

雜，未能成功。至今，新界原居民的問題，再混

雜了鄉紳利益，甚至滲入黑幫割據，情況相當複

雜。今天，發叔走了，政府已錯過了處理新界問

題的最好時機，難以再有如他這般有分量的人居

中斡旋，新界必定風起雲湧。 相關新聞刊A01

劉皇發一別 新界必起風雲

視李慧詩為偶像 堅持到底
全港首支 為夢想奮勇爭先

【本報港聞部報道】想在香港單車館場

道上「馳騁」，首先要取得場地單車賽道使

用證。若要取得此證必須過「三關」，由於

每一關亦要有指定學員才會開班，甲子單車

隊至第二階段只有5人通過第二關，初期未

能達至10人開班的目標人數，經過與單車

聯會溝通與周旋，對方終破例讓5位隊員參

加課程，更不負眾望，一舉通過測試，取得

賽道使用證。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學校發展部主任

束濟良表示，單車隊員需要通過由香港單車

聯會舉辦的全港場地單車訓練計劃，並成功

通過第三階段測試才能獲發單車賽道使用證。

甲子單車隊當時有30餘人參加單車聯會開

設的第一階段課程，只有15人過關，第二

階段降至5人過關，無法達到第三階段課程

要求的10人開班人數指標。眼見隊員或將

夢碎，老師束濟良及教練賴藹欣透過與單車

聯會溝通與周旋，對方終破例讓5位隊員參

加課程，更不負眾望，一舉通過測試，取得

賽道使用證。

「取證」之路險阻重重
5位隊員「取證」之路險阻重重，隊員古

栢軒表示去年10月初準備考試時，竟不幸

遇上八號風球，那天過後香港單車館又需要

封館，為本年4月份的場地單車世錦賽作準

備，輾轉之下，5人終在今年2月成功通過

測試。另一名隊員蕭曉俊補充：「因打風取

消真的很失望，由於要隔四個月後才能考，期

間又不能在館內練習，很怕不能通過考試。」

眾人順利通過後，終鬆了一口氣。

現時隊中包括謝朗峰、古栢軒及蕭曉俊

在內的5位成員已通過第三階段考核，能在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與「德國女警」禾高大

戰的香港單車場訓練，「大師兄」謝朗峰回想考獲使用

證後第一次「輾上」館內場道時的感受，笑稱：「當時

很興奮，覺得場地設備好，有冷氣，很舒服！」

2015年1月，當時仍是中學二年級學生的謝朗峰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

學知悉學校設有「成夢傳奇計劃」，遂撰寫計劃書，呈交校方閱覽過後，認

為籌備單車隊需要大量人力及資金，指出計劃書內容不太可行。該校的

學生發展部主任束濟良有感幾位同學一腔熱誠，於是到處尋找援助，最

後幸得保良局支持10餘萬元，再加上學校的何玉清基金以及各方資源配

合，成功在同年6月成立單車隊。束濟良指出當時幾位同學為了計劃，幾

乎耗費了所有的零用錢，後來剩下一位學生手頭較充裕，於是所有人都

用他的錢來拍攝宣傳片、買裝備等。

翻車受傷家人勸放棄
渾身大將之風的謝朗峰接受訪問時表示，成立之初曾參加過公路比

賽，當時因被主車群超過一圈而被淘汰，更被路人稱：「廢物！」回想當初

更顯得今日的成績得來不易。「炒車」是每一個單車手的夢魘，隊員之一

的古栢軒外貌舉止冷靜從容，經常被一眾隊友笑指他「皮笑容不笑」，有

「Cool Sir」之稱的他亦曾經歷過一次車禍。他憶起當時在沙田進行訓練，踩

至最後一圈準備離開時，不慎「炒車」，導致半邊身體擦傷，佩戴的頭盔

亦裂開，更需要入院接受治療。

古栢軒補充，當時受傷後，整整一個月無法騎單車，家人見他傷痕

纍纍，紛紛游說他放棄此運動，但熱愛單車運動的他卻堅持繼續，由康

復到慢慢恢復狀態，終成功考取場地單車資格。他今日想到當時車禍，早

已是雲淡風輕之態，甚至說：「當時我斷了片，現在才慢慢想起發生起一

些情況……」對單車抱有夢想的古栢軒坦言，即使面臨文憑試壓力，仍會

繼續前進，現在會在課餘時間溫習，更會在深夜到附近單車徑訓練。現

時已成功入選「體壇明日之星計劃」的他，希望成功通過計劃，躋身港隊，向

體壇進發。

天天都要騎單車上學
中學二年級「小師弟」蕭曉俊比起兩位「師兄」顯得較活潑好動，參加

單車隊後，他說：「多了一份責任，做事會想後果，單車隊間的協作，更

令我學會主動溝通。」他每天都會騎單車上學，純真的他笑言：「所有強

者都是我偶像！」

甲子單車隊的教練賴藹欣讚揚第一批隊員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表

示單車聯會很支持中學生單車運動，提出的意見及申請都會盡量配合，希

望能幫助學生發展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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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獲牌照的五位隊員在場館內「馳
騁」。 （何瑞芬攝）

■

李
慧
詩
︵
後
排
黃
衫
︶
到
學
校
子
解
甲
子
單

車
隊
平
日
訓
練
。 

︵
受
訪
者
提
供
︶

■

甲
子
單
車
隊
奪
得2016-2017

年
度
校
際
單

車
賽
全
年
總
冠
軍
。 

︵
受
訪
者
提
供
︶

■

隊
員
完
成
訓
練
後
合
影
。︵
何
瑞
芬
攝
︶

■

李
靈
︵
左
︶
身
穿
當
時
束
濟
良
所

送
的
隊
服
，
兩
人
笑
談
單
車
隊
經

歷
。 

︵
何
瑞
芬
攝
︶

女小將克服心魔有信心為港增光

組中學生　場地單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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