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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耀潛能：
全情投入 凝聚好戲勢

焦點人物：
專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陳文宜女士

非常任務：
服務當自強 工場新氣象

通
訊

捐款者資料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捐款及有關行政事宜。

中文姓名：（先生/女士）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銜	（如適用）：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所屬中心	（如適用）：

捐款$100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捐款收據將以郵遞方式寄往上述地址。

請將此表格、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支票，交回本會

郵寄：「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傳真：（繳費靈或信用卡捐款者適用）：2529 0536

如不欲收到本會的服務資訊，請在以下方格「 」及填寫以下資料，交回本會。

□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姓名：	 	 										地址：	 	 	 	 	 	 	 							電話：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日後要求註銷、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
如欲註銷個人資料，可致電2527	8978或電郵本會ho@sahk1963.org.hk。如欲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每月定期捐款

□	$800			□	$500			□	$300			□	$200			□	$1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一次性捐款

□	$2,000			□	$1,000			□	$500			□	其他$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	繳費靈（PPS）（商戶編號：【9397】；選擇項目【1. 捐款】）（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繳費靈電話：18033）

	您的付款編號：

□	信用卡（□	Visa			□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															月															年（最少3個月有效）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日期：

本人（只適用於每月定期捐款者）同意此授權書在此信用卡有效期過後及獲發新卡後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	直接存入戶口（請連同銀行存款收據正本寄回本會）	: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滙豐銀行：004-110-063591-001

□	PayMe 

緊貼香港耀能協會最新資訊

捐款表格

	（如欲收據，請填寫以下的捐款者資料，謝謝。）

四大服務 科技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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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與CEO對 話

除了是本地引導式教育的先行者，協會在科技應用上同樣走在前端。早在1970年代後
期，時任主席關愛睿博士已察覺到電腦科技的龐大潛力，於是引入了Micro-Professor II
微型電腦，以及可加入中文軟件操作的蘋果電腦，並在1981年成立了「電腦及電子計
劃委員會」，並由董事會成員謝俊謙教授作為委員會主席，大力推動電腦化，輔助特殊
學校的學生和工場的學員熟習電腦操作，以科技克服自身障礙，發揮潛能。

時至今日，不只電腦、高端科技康復器材，以至當時得令的資訊科技等，都已遍及協
會四大核心服務範疇，與時並進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支援，由幼兒中心的小朋友，
到特殊學校的學生們，以至宿舍、工場，還有各區康復中心的服務使用者，都可藉著
科技的協助突破自我，並與社會接軌，今期〈專題〉便會講述四大服務在科技應用上的
近況。除此以外，〈焦點人物〉採訪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陳文宜女士，分享科技應用對社福界發展的重要性，並對業界迎接
AI世代提出寶貴建議。

然而在廣泛應用科技以外，協會同時亦堅守關愛、同行的服務理
念，當中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的音樂劇團新作《看見》，以原創劇本
描述校友的成長經歷而成，讓觀眾明白低谷再低，只要人間有愛，
總會否極泰來，箇中緣由就請劇團成員在〈展耀潛能〉娓娓道來。

香港耀能協會

督印人
行政總裁宣國棟先生

編輯委員會
宣國棟、馬小蓉、孫友民、
蘇美慧、關玉萍、張嘉敏、
梁詠茵、單富良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電話：2527 8978
傳真：2866 3727
電郵：ho@sahk1963.org.hk
網址：www.sahk1963.org.hk

編 者 話

協會成立當初，資源匱乏，但已深知科技的助力龐大，在個人
電腦尚屬稀品的80年代初，便已引入對應中文軟件的電腦，
並成立專責委員會推動會內電腦化；時至今日，善用科技就如
引導式教育一樣，成為協會的賴以傳承的基因。現時協會的財
務及人事管理系統，乃至與服務相關的課程/訓練管理系統，
從中央行政到前線服務單位，裏裏外外都已進行相應的資訊科
技升級工程。

在中央行政管理上，協會的財務和人事兩大部門，亦已進行
管理系統升級工程。財務上的新管理系統已於今年4月投入服
務，有助提高工作效率，為預期日漸繁重的財務管理與監察工
作早作準備；至於人事管理系統自2022年尾起分階段進行升
級，預計在今年10月完成並投入服務，足以應付日趨多元化
及龐大的運作需求。

在服務運作上，協會的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特殊學校和成
人服務三大核心範疇，都應用了「學校課程及復康管理系統
CMS 2.0」，以學校最新完成的課程管理系統為例，新系統以引
導式教育為開發綱要，分拆為5個模組，分別是系統模組、引
導式教育模組、學與教模組、個別學習計劃模組和復康模組，
教師與專業同工可透過系統全面掌握多重障礙學生和服務使用
者的不同需要，以及其學習與復康的歷程和現況，從而訂立適
切的目標及策略。當中的知識庫收集了多年來教職員的實務知
識及經驗，進行分類和保存，而且各模組數據可以互通，幫助
改善流程管理與提升工作效率，並可加強各專業間的一致性及
整合性，達至知識共享，確保服務連貫性。

至於協會的前線服務單位，其科技裝備也不斷升級，就以去年
底開始投入服務的小欖青輝園為例，更引用了各項科技器材。
由於舍友與學員眾多，加上佔地甚廣和服務類別繁多，箇中的
自動化藥物包裝系統、床上感應及監測系統和人面辨識防遊走
系統，正好大派用場。此外，協會轄下感覺統合訓練及專業培
訓中心新近研發的「感覺統合智能監測系統」，可藉監測兒童

皮膚上的微細變化，從而數據化地分析他們的情緒起伏，有助
研究箇中原因和適切的介入策略。由此可見，協會不但是資訊
科技的積極用家，而且更邁向開發層面，延續界別中的先行者
位置。

而協會持續復健中心最近亦引入了家用版外骨骼機械腳
Keeogo，配合原有用作治療訓練的Ekso外骨骼機械腳，全方
位協助患者鍛鍊肌肉力量、減少萎縮，保持關節活動幅度為
本，冀能提升服務使用者的步行能力及其生活質素。兒童及家
庭支援服務轄下的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兒中心和家長資源
中心等多個單位，亦已採用了智能互動投影系統、言語機械人
和 iWall等教學輔助器材，增加學習趣味性。簡單而言，協會
由內至外均已積極地利用科技提升服務質素及成效。

科技在康復與教育工作上的確潛力龐大，但成本之大也非比尋
常，有幸協會自成立以來，多得有關當局、各方善長和合作機
構大力支持，尤其在科技應用的項目上，屢屢得到教育局優質
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社會福利署的社會福
利發展基金和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獎券基金、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萬瑞庭慈善基金和李嘉誠基金會等慷慨捐輸，協
會才得以在科技路上走得更前，讓各類服務無論質與量都可發
揮最大效益。

如果說人類文明源自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的火種，那麼資訊
科技就是21世紀的文明之火，尤其是在可見將來人工智能的
泛用性和延續性，一經點燃，便會照亮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協
會在科技應用的態度上將會繼續保持前瞻性，努力發掘及大膽
採用合適的新穎軟、硬件外，更重要是保持虛懷若谷的心態，
了解、學習相關的新資訊，並吸納箇中人才，讓科技的火種在
協會內長旺不衰，服務使用者的身心靈都可得到溫暖。

宣國棟
行政總裁

承先啟後 迎接新世紀智慧火種
協會的企業文化，一向崇尚集思廣益，而且要與前線同呼吸，讓各項政策都切

合實際需要。為此，協會定期安排董事會及管理委員會成員到訪前線單位，
今年1月19日便去到白田幼兒中心與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參與者包括董事會
主席彭徐美雲女士，BBS, MH（下圖左六）、副主席梁詠詩女士（下圖右六）、董事朱
呂慶欣女士（下圖右三）與審核委員會委員林穎志女士（下圖左四）等等，視察之餘
並聽取同事匯報單位近況，對往後的政策制定和目標規劃更加有據可依。

另一方面，每年一度的企業管治研討會已於4月19日順利舉行，共有19位董事、服務管理委員會及顧問委員會委員，以
及24位管理層同事出席（上圖）。今次題目是Quality Assurance︰Internal Control and Staff Training，參加者在2個多小時的
會議中深入了解協會的內部監控措施及程序，以及其他服務的監察工作，確保協會服務質素達到優良水平，而重新建構
後的職員培訓機制也是重要議題，讓協會文化與知識得以傳承下去。

企業管治 多聽多看多交流

幫助服務使用者投身職場，自力更生，是協會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故此協會
以「見習無限歧」作為 5月3日在會展舉行的「S+高峰會暨博覽」參展主題，

向入場人士介紹協會的多元化職業康復服務，包括賽馬會共融 •知行計劃特別學習
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真色珍我」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輔助就業服務、綜合
職業康復服務等等，相關同工與服務使用者更親身到場，為入場人士現身說法。同
場也重點介紹了「企業夥伴計劃」，鼓勵企業團體與協會作多方合作。

S+高峰會暨博覽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兒童是協會近十年的
重點服務對象，並且自2019年起協會成為「賽馬會喜

躍悅動計劃」協作機構，便以小組訓練改善ADHD兒童的學
習、情緒管理、社交關係、自我控制、解難和執行功能。去
年12月，5間計劃協作機構聯同香港大學研究團隊舉行分享
會（左圖），向教育及社福界同工分享計劃成果與發展方向，有近300人參與，包括協會副行政總
裁葉惠儀女士、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總監廖鄧淑芬女士和副總監黃秀珍女士。會上有家長憶述子女參與小組訓練外，自
己也加入計劃內的家長小組，多方聯手促進子女進步，故此期望計劃可以延續，讓更多ADHD兒童及家庭受惠。

另一方面，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得到華永會閃亮人生基金（下稱華永會基金）資助參加「走進 •融和」計劃（右圖），目
標是提升社會對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及其家長的關注和支持，在華永會基金資助下更製作了兩條短片，其中《沙
動奇韻》在歌曲配合下繪製沙畫，而《筆動聲畫》就以不同畫作創作成定格動畫，展示SEN兒童的才能，以及他們在日常
生活中所遇到的挑戰，期望大眾對SEN兒童有更多了解，並且認同他們的能力及其家長的付出。

支援兒童 有教無類

引導式教育（下稱CE）一直是協會的「中心思想」，轄下特殊學校也不例
外。今年3月，高福耀紀念學校、羅怡基紀念學校與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合辦了聯校教職員發展日，CE分享會是箇中核心，參與人數接近200人，大會
先由協會副行政總裁葉惠儀女士發言，概述三校現時採用CE的狀況，之後到
三校的15位教職員代表在CE in Classroom、CE in Routine、CE in Outing、CE in 
Rehabilitation和CE in Management等5個範疇上，分享各校貫徹CE的經驗和心
得，最後由總程序主任/高級物理治療師簡建顥先生作出總結，期望會中的交流內容成為三校提升教學質素的重要參考。

三校 CE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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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專 題

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
情緒變化有數計
運動員藉佩帶心跳帶、運動手錶來記錄心率、步頻和步幅
等生理變化，原來偵測兒童的情緒狀況，都有同樣科學化
的方法。協會早前獲得李嘉誠基金會的捐助，研發出「感
覺統合智能監測系統」，當外在環境出現變化或發生了預
期以外的事情，皮膚便會產生「膚電活動」（Electrodermal 
Activity，EDA），例如自閉症兒童聽到電鑽聲而心生恐懼，
不但會心跳加速，甚至手心冒汗，EDA水平便會上升。

感覺統合智能監測系統由分析軟件，以及監測器、接收器
和外型酷似智能手錶的感應器組成，後者的底部電極板藉偵
測皮膚上汗水的絲微變化，並轉化為數據，便可科學化地分
析和評估兒童的情緒狀況，幫助職業治療師決定介入時機，
從而預防和處理兒童的情緒爆發狀況，對於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兒童尤其有用，事關他們的語言和情感表達能力較弱，難
以讓外人明白他們的即時感受。新系統既有即時顯示功能，
而且由此建立的EDA數據庫，有助職業治療師追蹤兒童在不
同環境下的情緒狀況，藉此分析箇中成因及部署治療策略，
將無形的情感化為實質的數據，可望增加治療時的客觀性和
泛用性。

特殊教育
沉浸式學習體驗
為期 3年，專為智障學童而設的賽馬會「智歷奇
境」學習計劃2.0，羅怡基紀念學校亦參與其中，以
別於常規而且多元化的學習方法為主軸，而且注重
學童的投入過程，他們從中累積的學習經驗，對其
全人發展有莫大裨益；而當中採用的主要教法，分
別是歷奇為本（ABL）和虛擬實境為本（VRL）兩大
類的學習方法，後者正以資訊科技為構成骨幹。

VRL是以電腦類比產生一個三維角度的虛擬空間，當中整合了電腦圖形、人工智慧、
感應、顯示及網路並列處理等技術，讓學童有如置身真實環境中，並且移動位置時，
電腦會透過實時運算調整三維影像，藉此維持臨場感受。至於所營造的環境和氣氛，
是因應各科的學習內容及治療課的訓練元素而定，故此追求像真度來增加學童的學習
興趣外，亦顧及不同範疇和程度的教學需要。

在科技應用的步伐上，協會不但勇於求新，並同步擴闊使用領
域，目前協會四大核心服務範疇︰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特殊

教育、成人服務和社區支援服務都統統走上科技之路，讓各類別的服
務使用者都得到及時和有效的支援。今期〈專題〉便重點介紹四大服務
的最新科技應用狀況，具體展示科技應用對推動社福事業的效益。

四大服務 科技開路
籌備多時的小欖青輝園，於去年12月底正式投入運作，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孫玉菡先生，JP（左三），以及該局的政治助理傅曉琳女士與助理秘
書長（康復）林亦晴女士在啟用前一同到訪，並由協會董事會主席彭徐美雲女
士，BBS, MH（右三）、行政總裁宣國棟先生（左一）、副行政總裁洪淑娟女士（右
一）和小欖青輝園院長李嘉薇女士（右二）代表接待。小欖青輝園不但空間廣
闊、設備完善，而且引入智能管理系統及治療器材，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
成效，孫局長亦在是次探訪中，盛讚協會的服務做到以人為本，助人自助。

協會在去年成立了「成人家長資源部落」，重點支援轄下成人服務使
用者的家長及照顧者，提醒她們照顧殘疾至親之餘，亦要照顧自

己的身心靈。早前更製作了「守護照顧者的心靈」系列短片（上圖），藉
3位照顧者︰兆勛媽媽、偉耀媽媽和梓華媽媽現身說法，當他們成為部
落成員後，部落如何透過形形色色的活動，例如每月1次的「照顧者閃耀時光咖啡
室」，讓他們重拾私人時間，讓身心得以紓緩外，更可結識同路人，做到助人自助，
互相扶持，學會肯定自己、欣賞自己。除此之外，賽馬會「樂在照顧」計劃——香港
耀能協會照顧者支援服務亦在母親節前發布了新短片（下圖），透過多位服務使用者
合唱《真的愛你》，向照顧者憑歌寄意，片尾更向母親送上鮮花致謝，期望讓身為照
顧者的母親明白，他們的辛勞絕不枉付，而且別具意義。

現時每年逾29,000個家庭，接受協會提供的常規支援服務，當中有不少好人好事，得到傳媒注意及報導，為社會傳
達正能量，以過去半年為例，就有以下多則主要報導︰

勞福局長到訪小欖青輝園

傳媒報導服務成果

短片系列聲援照顧者

報導內容

禾輋工場學員及青年發展平台的服務使用者參與
 「多杯羹工廠：與謝淑婷的陶泥互動實驗」
羅怡基紀念學校徐寶晴同學分享追夢經歷
高福耀紀念學校師生參與香港共融健球盃
電視節目《睇得見 •聽得到》訪問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臨床心理學家黃志茵博士 
   及服務使用者
協會慈善步行籌款

言語治療師梁翊嵐女士接受兒童語言教育專題訪問
電台節目《生活存關愛》介紹
   賽馬會「樂在照顧」計劃——香港耀能協會照顧者支援服務
電視節目《流行都市》介紹感覺統合智能監測系統
高福耀紀念學校校友朱穎恩女士接受電視節目《一個好人》訪問介紹輪椅武術
高福耀紀念學校學生於「第五屆十大傑出關愛學生」獲獎
母親節專題——隆亨幼兒中心服務使用者僑僑母親受訪
高福耀紀念學校師生參與「傷健合Big」運動日
外骨骼機械腳專題報導——持續復健中心一級物理治療師梁永佳先生
   與服務使用者張普東先生受訪
協會特能跆拳道競技大會報導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一舉成龍」隊龍舟賽8連冠報導

媒體

星島頭條網

我家HoMemory
明報、香港01
香港電台

星島日報、星島網 、
HOYTV娛樂頭條、HKET.com 、
經濟日報、Upbeat Media悅傳媒、
明報、香港01、Cam 2 Sports、
Timeable、 Healthies社交平台
 《媽媽寶寶》雜誌
香港電台

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
香港01、明報
明報、now新聞
星島頭條網、on.cc、體路
明報周刊

星島頭條網
星島頭條網

感覺統合智能監
測系統將兒童的
情緒狀況數據
化，讓職業治療
師可以作出更客
觀的判斷。

新系統由協會轄下感覺統合
訓練及專業培訓中心研發，
並將應用於協會轄下特殊幼
兒中心的試驗計劃。

「智歷奇境」的學習方法注重經驗累
積，而學童透過VRL「親歷其境」，正
好直接地實現教學目的。

外型酷似智能手錶的EDA
感應器，藉測量使用者
皮膚表層的微細變化，
轉化為分析情緒狀態的
數據資料。

VRL的三維影像可以增加學
童的投入度外，並可以打破
時間、地域和氣候的限制，
讓教學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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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成人服務
自動化高效環境
由去年底正式運作起，小欖青輝園便採用了多項新穎的資
訊科技設備，藉此提升服務效率，以及加強對服務使用者
的保護，這些新系統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當中包括自動化藥物包裝系統，其自動包藥機會按學員檔
案資料及醫生處方自動進行配藥、包裝及印刷藥包資料等
工序，每次出藥前，自動包藥機既會核實資料，還有護士
在派藥前再以平板電腦覆核，將日常繁瑣而重複的
藥物派發步驟自動化，又可確保過程中的準確性與
安全性。此外，在保安上，還有床上感應及監測系
統和人面辨識防遊走系統，前者既可監測學員是否
離床，又可收集學員的呼吸率及心跳率等資料；後
者透過監察區的鏡頭，檢測經過的學員面貌，如屬
防游走名單之內，便會發出警報，有關出入口亦會
同時自動關上，待職員到場處理。以上種種，都能
有效地提升護理和保安水平。

社區支援服務
腳踏實地重啟人生
無論天生或後天意外所至，失去下
肢活動能力，身心所受挫折之大可
想而知。源自美軍科技的外骨骼機
械腳，可望成為患者重啟人生的一
把鑰匙。

外骨骼機械腳原是一套外置可動承重
裝置，協助士兵負重執勤，近年來延
伸到醫療界轉化為康復訓練工具，主
要對象包括因中風、脊髓損傷和腦創
傷等症狀，導至下肢癱瘓或嚴重削弱
活動能力的患者。這類康復器材在港
尚未普及，只有少數的公營醫療機構
和非政府組織（NGO）應用。

協會自2019年引入外骨骼機械腳，並與時並進持續更新型號，透過轄下持續復健中心提供相關治療及訓練。
以往專為下肢癱瘓或活動能力嚴重受損人士所設的訓練，無論由物理治療師協助攙扶，或是患者以欄杆借
力，外力介入程度都甚微，患者單憑個人力量難以平衡之餘亦容易疲倦，訓練效果事倍功半，甚至出現發力
方向和力度有誤的問題。外骨骼機械腳以鋁合金、鈦合金和碳纖維作主材料，輕巧又堅固，容易穿載，並足
以支撐使用者站立時的重量，而且髖關節和膝關節都裝有馬達輔助發力，協助使用者轉移重心，做出標準步
姿；一雙「腳骨」還會連接背後的操控裝置，讓物理治療師可以即時接收患者的步態姿訊，以及調整馬達的
介入程度，切合不同使用者和不同訓練階段需要，加上整套器材可以長時間使用，讓使用者把握康復期的黃
金時段。恆常進行外骨骼機械腳訓練，除了讓下肢的活動能力有機會逐漸回復，幫助使用者重拾生活自主權
外，心肺功能、腸道功能以至情緒狀況都可望得以改善。協會亦已引入家用版本的輕便裝外骨骼機械腳，讓
使用者可以在家延續訓練，甚至在社區自行使用。

多元裝置趣味盎然

自去年9月投入服務的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可說是協會另一所「科技重鎮」，當中應用了多項新穎的資
訊科技訓練裝置，包括︰

以上只是中心的部分資訊科技裝置，大多以遊戲形式進行，比起傳統訓練有趣得多，增加使用者的練習意
欲，而且可以即時展示訓練效果，從而及時、靈活地調整練習內容。

床上感應及監測系統

學員是否在床，系統都可一目了然，如
有異樣更會發出訊息提醒當值職員。

空間位置傳感裝置

以體感遊戲形式進行雙手康復訓練，使用者既可使
用握把式操控桿，或像圖中在手腕戴上感測裝置（箭
嘴示），以雙手做出不同動作達成遊戲目標。

運動處方在線系統

以線上形式指導使用者進行各類型的康復動作練
習，無論在中心或家中都可連貫進行。

手部運動復健系統

使用者操作握把形感測器，按指示在大屏幕上做出
不同動作，例如上下移動、橫掃或畫圈等，透過不
同動作鍛鍊手部的活動能力。

擴增實境復康訓練系統

使用者按屏幕和物理治療師指示進行訓練動作，並
會隨鏡頭實時、準確地呈現在屏幕上，讓使用者和
物理治療師可以即時觀察出練習成效。

自動包藥機

兼具包裝和核實功能，配合
派發藥物軟件系統，提升藥
物處理的準確度。

人面辨識防遊走系統

藉人面辨識技術，防止
學員游走，確保安全。

整套器材以輕巧又堅固的鋁
合金、鈦合金和碳纖維作為
主材料，內藏驅動和信號裝
置，是目前高端的康復訓練
器材。

無論是前方負責「開
路」的康復導師，或是
後方監控操控裝置的物
理治療師，都並非借力
所在，事關機械腳本身
已有驅動馬達，輔助使
用者發力。

使用者的步態資訊，會
即時傳送至背後的操控
裝置屏幕上，讓物理治
理師可以進行實時調
整，改變馬達的介入力
度外，並提醒使用者下
一步的注意事項。

後  記
科技帶來的助力無可限量，幫助協會施行更多、更專業的服務，而服務使用者也可愈來愈易應用得
到，從而提升生活與學習水平。不過，善用科技背後往往成本不菲，成為社福機構推行科技化的一大
阻力，協會在此衷心感謝多個贊助單位及善長，包括獎劵基金、李嘉誠基金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和萬瑞庭慈善基金等一直以來的信任和支持，讓協會和服務使用者能夠在科技路上繼續前行，並
且希望與各方繼續相扶相持，一起走得更闊更遠。

感謝支持 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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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人 物

機      構會員數目逾 520 個的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下稱社聯），與會員一直通誠合作，

致力提升香港的社福服務水平，科技推廣正是其

中一個重要方向；協會作為會員之一，與社聯在

科技上合作的例子亦多不勝數。今期有幸請得社

聯業務總監陳文宜女士，分享社聯在推動樂齡科

技上的工作成果，及從當中所累積的心得。

推動科技應用 開拓社福前路

專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陳文宜女士

因勢利導 化危為機
在社聯的組識架構中，設有長者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
會、樂齡科技平台及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
賃服務督導委員會等多個與科技有密切關係的管治委
員會，為相關工作發展掌舵。「善用科技」正是社聯三
大發展策略之一，當中陳總監正是推動「長者創新及
科技」的大旗手。她指出疫情期間限制了人與人的接
觸，讓業界的不同持分者都有更大迫切性，加強對科
技應用的了解和實踐︰「例如醫療方面，透過視頻諮
詢、遠程監測和診斷等技術，打破地域限制，加上智
能指環等穿戴式裝置，能夠實時監測和分析使用者的
健康數據；至於復康服務上，無障礙設計的手機和軟
件，還有語音控制、人臉識別等智能助理技術，都可
改善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教育上，藉着個性化的線
上學習及結合人工智能的線上心理諮詢服務，可為弱
能兒童提供更多學習機會及支援。」

善用科技可以明顯提升社福服務的質與量，但先要克
服若干問題，陳總監歸納為資金來源、數據分析能
力，尤其是信息系統銜接和人才供應最為關鍵，社聯
為此成立了督導委員會專責應對外，並鼓勵各機構會
員互相分享服務數據，讓數據得以整合，對提升服務
效益有莫大幫助。陳總監續說︰「社福界和科技界可
以攜手探討未來發展，包括協助機構整合數據和培養
人才，亦同時鼓勵公眾提供數據，讓相關的分析工作
有更大參考價值。」

求新求專 同業尖兵
推動科技應用，為社福界發展帶來契機，陳總監認為
協會正是箇中的先驅者，除了在疫情期間為社聯提供
遙距及家居訓練意見外，在復康訓練上亦大力投放資
源引入新技術、新裝置，而會內的專業治療師亦對科
技產品所知甚深，他們在選擇實證為本的產品上，對
業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就以社聯從2017年起舉辦
的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下稱GIES）為例，協會從
首屆起便是骨幹參展單位，展示會方與時並進的新器
材，可說是社福界、科技界和輔助醫療界別三方聯乘
的好例子；上一屆GIES於去年11月舉行，協會便展
示了空間位置傳感裝置、便攜式手部治療系統和虛擬
實境訓練系統等多款新復康裝置。

群策群力 人人樂齡
陳總監特意提到樂齡科技並非只為長者而設，而且有
長遠目標，她說︰「樂的真正意思，是指樂齡科技的
使用者在應用後會感到快樂，中心思想是Technology 
For All Ages，對象理應遍及所有年齡層。我們更希望
藉推廣樂齡科技建立生態鏈，社福界是需求方，供應
方則由學術界、商界和研發中心等組成，雙方會有緊
密聯繫，增進了解，加快相關科技的應用速度。」

她續指，例如在過去數年，坊間曾有顧慮一般人是否有
經濟能力應用樂齡科技，「因此我們推行了樂齡科技教
育及租賃服務，讓長者、照顧者或有需要人士租借樂齡
科技產品在家使用，這種安排令使用者有足夠時間選擇
和熟習產品，減少經濟上的風險；而且租賃服務正好

填補待貨的時間縫隙，這是由樂齡科技延伸出來的新
服務模式。再加上，政府自去年起以「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形式資助服務對象租借輔助科技產品，我們
開拓了更多與服務單位的合作計劃。社聯期望加快新
科技在社福界的應用步伐，讓有需要人士不分階層都
可受惠。」

研發宗旨 以人為本
與社福界相關的科技項目五花八門、多不勝數，由深
入民心的平安鐘，到協會積極推廣、幫助殘疾人士站
立行走的外骨骼機械腳，以至資訊科技範疇的無障礙
手機程式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陳總監指出各類研
發都必須以人為本，她從三個角度解說︰「科技只是
一種方法，並非取代人類，任何應用於社福服務的新
科技，研發時必須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的實際需要，將
同理心注入設計當中，社福機構亦應鼓勵服務對象參
與設計過程，表達用家意見，讓成果實實在在回應使
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整合各界資源，
包括政府、企業、慈善組織和社區等，以協同合作突
破單一界別的局限性，發揮各方專長。」

AI世代 寄望殷切
在可見將來，人工智能（AI）將會滲入到生活中的各個
層面，陳總監亦期望AI可為業界帶來多方面的好處，
她說︰「AI的長處之一是能分析海量數據，讓我們更
容易、更準確地預測使用者在使用服務後的狀況變
化，讓工作流程變得更有效率。此外，AI可以幫助我
們深入理解服務對象的特點和需求，從而提供個性化
援助，這些技術或裝置甚至能夠無人化操作，例如智
能發聲、聊天機械人，以至遠程監測功能都合用。再
者，AI亦可執行重覆性工作，以至輔助性質和資源整
合的工作上。」陳總監亦建議業界可以及早制訂圍繞
AI的完備政策，為迎接AI普及化做好準備。

採訪及撰文︰
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劉怡菲同學、譚芷軒同學

今期《焦點人物》得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
陳文宜女士應邀擔任受訪嘉賓。

陳總監（中）撥冗受訪之餘，過程中也多次鼓勵擔任記者賽
馬會田綺玲學校的劉怡菲同學（左）和譚芷軒同學（右），由
事前準備、臨場訪問到分工撰文，都處理得頭頭是道。

去年11月的「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23」，作為參展單
位之一，協會隆重其事以多項新科技設備加上專業團隊
駐場示範和解說。

在科技應用上，
協會一向走在前
端，圖為與業界
合作推廣的「樂
希復康手」機械
裝置，有助提升
患者在家中應用
患肢的熟練度。

陳總監（左）在訪問中闡述了
科技與社福界的關係之餘，更
向同學們剖析了學術界、商界
以至政府當局在推動社福界科
技應用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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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任 務 展 耀 潛 能

服務當自強 工場新氣象

《看見》是話劇團參加2023/24香港學校
戲劇節的作品，演員方面共有

7人，當中的區偉堅同學、詹詠欣同學和陳澤森同學，
還有作為劇團舵手的馬漢銘主任，早前他們齊齊接受
了高福耀紀念學校的小記者同學訪問，暢談他們的演
出經歷。

真人真事 打動人心
無論對觀眾或演員而言，《看見》能夠打動人心，因為
夠真，尤其是劇情沉重的故事，若然失真，只會予觀
眾「賣慘」的失實感覺，而今次劇本主軸是以一位校友
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只有個別情節屬藝術創作，馬主
任解畫說︰「主角杜杜自小與爸爸相依為命，原本他是
運動健將，後來患上肌肉萎縮症，要以輪椅為伴，更突
然與爸爸失去聯絡，到了特殊學校作寄宿生。遭逢巨變
的杜杜，一度想自尋短見，但在好友、同學的勸勉和
扶持下走出死胡同，並加入學校的話劇團，重新找到
生命火花，最後大團圓結局。」參賽過後，《看見》原 
定在屯門大會堂作公開演出，飾演欣欣的詹詠欣同學
說︰「我們可以到大會堂，在一個偌大的環境下演出，
那裡還有專業器材，讓我們演出時加倍投入，令我感到
很開心、很難忘。」

琢磨演技 修練人生
好劇本與好演員，都是好劇作必備的基本條件，而且單
是排戲已要接近半年時間，對同學們的努力付出和演
技，作為舵手的馬主任也很欣賞：「同學們很努力投入
角色當中，再在台上展現角色的掙扎，令角色變得更立
體、更有說服力，演員當中有寄宿生，他們在長假期都
會勤力對稿、綵排。我還記得男主角之一，飾演杜杜爸
爸的李逸梵同學，這個角色既重要，而且演繹難度很
高，既要面對自己患上癌症的苦痛，又要牽腸掛肚擔心

杜杜，沉重得很。長假期後他的表現有點生疏，由於參
賽在即，所以我告訴他如果準備不足，會影響整個劇團
表現，後來他努力排戲追上進度，讓我們在台上有好表
現，沒有浪費大家一直以來的付出，還記得在故事後
段，他甚至演出至『眼濕濕』，入戲得很。」

最令馬主任欣慰的地方，並非獲獎與否，而是每位同
學在劇團中都成長不少，尤其在溝通、交流和團隊合
作上有深入體會，他即場讚揚區同學、詹同學和陳同
學的表現︰

常言道︰戲如人生，不論高矮肥瘦、健全與否，只要好戲，
便能觸動人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的話劇團，演員陣容全是校內
十多歲的同學們，看似青澀，但在應屆香港學校戲劇節連奪傑出
演員獎（謝智敏同學、李逸梵同學、區偉堅同學）、傑出合作獎和
評判推介演出獎，到底他們是如何演好這台戲？

全情投入
凝聚好戲勢協會擴展服務範圍之餘，亦持續更新及提升現有服務單位

設施，白普理德田工場和天耀工場都是好例子；工程完成
後，兩者將會以全新面貌示人，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技能培訓都有所裨益。

白普理德田工場 大功告成
白普理德田工場（下稱德田工場）位於九龍藍田德田
邨，學員在此可學習工作技能及自理能力。德田工場
有幸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從去年9月中開
展翻新工程，到今年5月竣工，工程內容包括改善環境
設施、重鋪地台、更換洗手間設施，以及擴闊治療部、
護理部和洗衣組空間等等。學員、家長及職員對煥然一
新的工場環境都感到雀躍，認為新環境、新設施，例如
復康床、樂齡科技儀器、沉浸式延展實境訓練系統、天
花吊機和掛牆式輪椅升降架等等，都有很大
的實際作用，尤其讓學員有更大動力參與各
類活動。就以擴充後的治療部為例，可以提
供更多不同形式的治療服務，讓年長或體弱
的學員都能接受訓練，有助減慢其身體機能
退化，亦可增強年輕學員的體能。另一方面，
工場區域經重組後，騰空的地方可以容納更多
生產器材，包括3D打印機及陶瓷窰爐等，讓
學員學得更多，進一步提升工作能力。

天水圍天耀工場 全新面貌即將面世
位於元朗天水圍天耀邨的天耀工場，早於1993年起營運至今，一直為15歲
或以上弱能人士提供多重服務，包括工作技能訓練、治療服務、基本照顧
及健康護理等。由於使用日久，場內環境與設施都有翻新必要，故此工場

將於今年 9至 10月起進行提升工
程，為期約4至5個月。就與德田
工場情況相近，天耀工場亦得到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藉此修葺工場環境、更換現代化
護理設施，以及添置訓練器材，
期望完工後為學員帶來更多不同
種類的工作技能訓練，以至治療
和護理服務水平都可同步提升。

預想圖中的天耀工場新接待處，
揉合簡約和實用風格。

工作區的空間有明顯擴充，就連
相關的照明和布局設計，也更切
合學員的實際需要。

主角杜杜（右，謝智敏飾）經歷人生
低潮，幸有阿堅（左，區偉堅飾）的
開解，令他豁然醒悟。

李逸梵同學「跨世代」飾
演杜杜父親，演來頭頭
是道，給予觀眾十足說
服力。

洗衣組換上新設備、新布局，
工作效率更勝從前。

為了善用空間，今次工程特意
添置了掛牆式輪椅升降架。

新布局加上新設施，期望讓學員
享有更優質的治療和護理服務。

新布局的陶藝空間，方便工作
之餘，還為學員的作品預留展
示角落。

撰文︰
羅怡基紀念學校 俞成浩同學及黃皓煬同學

區同學是一個很乖的學生，與他飾演的「阿
堅」很相近，阿堅在天台說服杜杜改變主意，
重新振作一幕，大家對其演出都很滿意。區同
學不但勤力排戲，而且花了很多心機，認真思
考角色的狀況和感受，為角色構想出具說服力
的形態和表現。

「欣欣」一角原是另一位同學演出，後來出現
變故，改由詹同學飾演，但因此重新設計欣欣
一角已不可能，詹同學努力投入原有設定，例
如盡力調節唱腔，我們也在音域上作出改動， 
結果詹同學不負眾望，演得好、唱得好。

今次劇本有很多對白，又有很多燈光和走位等
細節，需要演員一一牢記。陳同學不但統統
記到，還要一人分飾多角，包括田徑教練、醫
生、親戚、強哥和阿Sam等等，且要在角色
轉換之間極速更衣，陳同學都成功做到沒有失
準，實在表現出色。

入形入格
區偉堅同學

靚聲還原
詹詠欣同學

可塑性高
陳澤森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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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我 情 心展 耀 潛 能

由輪椅到拐杖 重獲行動自由

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是新開辦的服務單位，屬於
由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撥款的試驗計劃，為殘疾人士
提供連貫的社區支援服務，在硬件上協會更獲萬瑞庭
慈善基金資助，添置了不少高價值科技康復儀器。

去年12月開始，黃玉清先生成為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希望透過中心的康復服務，減輕因中風後對身體的影
響，尤其是右邊身體的活動能力。黃先生在中心最常
用的設備，除了步行機和室內單車，還有不少高科技
儀器，例如沉浸式虛擬實境訓練系統，內有多項場景
選擇，包括到巴士站候車、到醫院取藥等，用者的手
腳戴上感測器，置身其中按指示活動手腳達成任務目
標，將康復身體機能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至於便攜
式空間位置傳感裝置和觸控式互動桌面，透過手握控
制器或感測裝置，以電玩形式進行手部康復訓練，又
可改善手眼協調能力，而且比起傳統的訓練模式有趣
得多，讓用者有更大動機重覆訓練。

經過近半年時間，黃先生已將以上儀器用得很純熟，
手腳活動和協調能力都有明顯進步︰「中風後，我的
右手、右腳都不聽使喚，事無大小都要坐輪椅。來到

中心，做了近半年的康復練習後，已經不用依賴輪椅
代步了，只需柺杖便步行得到，比以前方便得多，能
夠自行外出，現時只是右手的發力狀況，尚要多花工
夫改善。有了這些儀器，練習時更有信心、更易進
步，比起純粹在家獨自練習有效得多。」

現時黃先生除每星期有3日到中心接受康復訓練外，
還會與其他服務使用者進行小組活動︰「我們會做小
勞作，又會練習不同的生活技能，例如洗菜，讓我
們可以重新具備自理能力，對我們的將來是很重要
的。而且在活動中會與其他服務使用者、中心職員
溝通、交談，讓頭腦變得靈活，尤其是中風患者，
我們的『轉數』有時不太靈光，所以到中心接受訓
練、與人交流，對我們的復康之路有很大助力。」

天工開物 耀我身心
科技本身予人硬蹦蹦、冷冰冰的感覺，但對協會的服務使用

者而言，可以從中得到鼓舞，重拾生命的熱度！去年9月
起開始營運的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便引入不少高科技康復
儀器，至於石峽尾的持續復健中心，更早已引入嶄新外骨骼機械
腳，近期更引入家用版。今期《寫我情心》訪問了箇中的服務使
用者，了解新科技如何讓他們再站起來，身如是，心亦然！

製作人員表
 監製 馬漢銘（主任）
 導演 馬漢銘（主任）、何浩源（導師）
 劇作者/改編者 馬漢銘（主任）、何浩源（導師）
 舞台監督 馬漢銘（主任）
 執行舞台監督 馬漢銘（主任）、謝詠斯（職員）
 助理舞台監督 甘寶珊（職員）、吳兆峯（職員）、
 梁肇勳（職員）
 布景 甘寶珊（職員）、吳兆峯（職員）、
 梁肇勳（職員）
 音響 馬漢銘（主任）
 道具 馬漢銘（主任）
 服務 馬漢銘（主任）
 現場音樂 余曼晴（職員）、馬漢銘（主任）
 音樂創作 馬漢銘（主任）

演員表
 杜杜 謝智敏
 杜杜（小時候） 謝宗霖
 杜杜爸爸 李逸梵
 阿堅 區偉堅
 欣欣 詹詠欣
 醫生、親戚、導演、集爺 蔡榮集
 田徑教練、醫生、親戚、強哥、Sam 陳澤森

今次演出大獲成功，全賴台
前幕後齊心努力所至，每位
都值得掌聲鼓勵！

今次訪問由高福耀紀念學校的譚智揚（後排左三）、李尚豪（後排
右三）、蔡卓知（前排左一）和劉貝妍（前排左二）同學進行，並
有莊廉明（後排左一）和鄒文敏（後排左二）老師協助；受訪者為
劇團骨幹，包括陳澤森（後排右二）、區偉堅（前排右二）和詹詠
欣（前排右一）同學，以及身兼多職的馬漢銘（後排右一）主任。

陳澤森同學（左）在劇中戲份相
當吃重，馬漢銘老師（右）在訪
問中為他一一細數，一人分飾
田徑教練、醫生、親戚、強哥
和Sam等多個角色。

黃玉清先生大半年前來到新
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接受
康復訓練，現時已可用拐杖
取代輪椅，行動方便得多。

除了器材，黃先生
認為包括社工任展
康先生（左）在內
的中心職員的專業
協助，都增加了服
務使用者迎接未來
的信心。

沉浸式虛擬實境訓練系統設有
不同任務場景，將肢體活動與
日常生活連繫起來，圖為到醫
院取藥場景。

除了謝智敏（左一）和
區偉堅（中）同學有精
彩演出外，飾演欣欣
的詹詠欣（右）同學亦
以歌喉贏盡掌聲。

馬主任補充說，原來劇團自 2009年成立起，一直得到
新域劇團的資深舞台工作者何浩源先生（Mill Sir）的專
業指導，讓劇團內每個崗位都獲益良多，而且樂隊之
中還有一位校友余曼晴小姐負責彈奏鋼琴，令今次演
出別具意義。

劇團經歷 躍躍欲試
今次訪問，除了讓劇團的老師和同學好好回味之餘，也
啟發了小記者同學對話劇的興趣，例如劉貝妍同學表示
將來若能參與其中，希望負責後台操作，馬主任回應
說︰「你可嘗試當執行舞台監督，台前的燈光和音效變
化，都是由他指揮切換，需要高度專注、細心，還要反
應快，否則一旦出錯，就會影響幕前演出，是一個很有
挑戰性的崗位，我鼓勵你把握機會勇敢嘗試。」

後記︰排除萬難 爭取演出
由於參賽成績出眾，除了傑出演員獎、傑出合作獎和評
判推介演出獎，還成為傑出舞台效果獎得主，故此劇團
獲邀在今年5月31日到屯門大會堂重演《看見》。當劇團
下午到埗進行準備和綵排不久，天氣迅速惡化，主辦當
局考慮到特殊學校在3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時需要停課的
關係，於是勸喻劇團取消當晚的表現，劇團上下當然感
到失望，為免失去演出機會，於是改行折衷方法，在下
午作閉門演出並攝錄下來，於當晚在大會堂播放。雖然
同學們未能感受現場反應，但據報入場人士對同學的演
出大表讚賞，掌聲未有因錄播的關係而打折扣；在本月
初的聯校畢業典禮上，劇團亦再度粉墨登場。馬主任亦
提到，明年是賽馬會田綺玲學校的45週年，劇團將會為
此準備新作，大家要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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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支 持寫 我 情 心

得道多助 感激支持
除了每年一度的大型籌款活動，一直以來協

會得到不同機構支持，無論是人力、財
力或物資上的支援，對協會的營運都是悠關重
要，就以今年1月至4月為例，以下機構形形色
色的捐助，都讓協會的服務使用者獲益匪淺，
協會對此感激不已︰

孩之寶香港
捐贈 2,258件玩具予石圍角幼兒中心、橫頭磡幼兒中心、鴨
脷洲幼兒中心、石硤尾幼兒中心、象山幼兒中心、白田幼兒
中心、賽馬會方心淑引導式教育中心、隆亨幼兒中心與安泰
幼兒中心，還有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與東九龍家長資源中
心、「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懷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德田早前教育及訓練中心，以及「學趣滿園~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第2、4、5和6隊的兒童。

曼秀雷敦香港
送出800支除菌蘆薈修護潤手霜派予新界東家居支援服務、新
界東日間社區康復中心、天耀工場、賽馬會新頁居、安泰幼
兒中心、學趣滿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第3及第5隊）等單
位的服務使用者。

香港海洋公園
送贈400張門票分派予高福耀紀念學校、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賽馬會「樂在照顧」計劃——香港耀能協會照顧者支援服務、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和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的學生與服務使
用者。

商業電台
2月16至19日《有誰共鳴》節目選
定協會為當日的 SMS捐款受助
機構。

Aesop
捐贈108瓶護膚用品予東九龍家
長資源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以上排名按英文字母或依筆劃序，未包括不願記名的善長及企業。）

凝聚眾志 千人齊步慈善行

告別意外 我要站起來

持續復健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張普東先生，到中心接
受外骨骼機械腳練習已近1年了。張先生是一位退休
人士，一直身體健康，每星期有4天跑步鍛鍊，直到
2022年除夕，他在家中做了一個簡單的伸展動作後感
到腰間劇痛，事後送院診治時，下肢已失去知覺和活
動能力，留院3個月情況也未有明顯改善，於是決定
出院。在居家休養期間，既要到醫院進行物理治療，
又有針灸輔助，並且自去年5月起到持續復健中心接
受外骨骼機械腳練習，每星期1次，每次為時約1小
時，直至現在從未間斷。

張先生表示，最初使用外骨骼機械腳時確有一定難
度，畢竟自病發後都要依靠輪椅，鮮有雙足着地的機
會，但花了短時間適應後，現時練習起來，動作都變
得靈活了，「我最初只可做到4次來回步行，現在可
完成6次了！」張先生再補充說，無論是第一次或現
在，每次練習都會消耗不少體力，但對下肢癱瘓的人
士而言，正是難得的運動機會︰「每次練習前都會怕

辛苦，但事後都會感到很舒服，所以堅持次次都要
到！這種練習讓我重新感受到步行時的力度和姿勢，
讓下肢肌肉不再萎縮下去，亦有助防止骨質疏鬆，而
且讓下肢重新運動後，就連腸道健康都得到改善，事
關長期坐輪椅的話，會令腸道機能變弱。」

到底外骨骼機械腳有多大功效？張先生說︰「我現時
三管齊下，既會做練習，又會進行物理治療和針炙，
雙腿由從前近乎零活動能力，到現在可以抬起，我相
信是三者共同發揮效果所至，非單一因素構成，而我
堅信外骨骼機械腳練習有很大貢獻，也令我對未來有
更大期望。我見過其他服務使用者進行練習時，他們
的家人都會很高興，重拾希望。」

回顧這一年多到持續復健中心練習的日子，張先生評
價說︰「這裏的服務非常好，我未敢形容為excellent（優
秀），但已經close to excellent（貼近優秀）！中心經理
廖Sir（廖志恆先生）看似樣子嚴肅，實情很會關心別
人，懂得與服務使用者溝通，不時以讚賞鼓勵服務
使用者投入練習，幫我們打氣！」

張普東先生對外骨骼機械腳
的功能予以高度肯定。

日子有功，張先生進行外骨骼機械
腳訓練的來回次數，已由當初的4次
增至6次。

在外骨骼機械腳訓練中，中心經理廖志恆
先生（右）一邊操作器材，一邊提示服務
使用者，並為他們打氣，讓張先生記在心
頭，感激不已。

衷心感謝以上的捐款者外，是次活動的籌募委員
會聯席主席︰周瑋瑩女士（下圖左一）、梁詠詩女
士（下圖右二）和徐靄妍女士（下圖左三），以及兩
位委員︰鄺紫凌女士（下圖右一）和曾偉豪先生（下
圖左二），加上星級嘉賓栢天男先生（下圖右三）、張
敬仁小姐（下圖右四）和鄭麗莎小姐（下圖左四）也
是功不可沒，讓今次活動辦得有色有聲。至於各
路傳媒，包括《香港 01》、《香港經濟日報》、《星
島日報》、《明報》、《HOY TV》和《悅傳媒》等等的
落力推廣，吸引更多市民認識協會及參與今次盛
會，亦令協會銘感五內。

至於今次所得善款，將會作為協會轄下多元教育
及康復服務的經費，幫助不同年齡及類別的殘疾
人士展現潛能，增強自信和提升其獨立能力，以
便裝備自己融入社會，正如協會董事會主席彭徐
美雲，BBS, MH女士（下圖右五）在活動上致詞所
言︰「協會的每一步，都有大家同在、同行，讓協
會能夠一步一腳印，為本地的康復與特殊教育事業
作出貢獻，將來亦會走得更好、更遠。」

「香港耀能協會慈善步行2024」在今年1月27日早上在大
埔白石角海濱長廊圓滿舉行，有近1,000人參加，多

謝各位善長與友好機構大力支持，當中包括︰

冠名贊助 • 王趙青女士
鑽石贊助 • 周國峰醫生
 • 蔣學源先生
企業贊助 • Casetagram Limited
 • CGL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Limited
 • MCL Partners Holdings Limited
 • Mr. Bernard Wai
 • OOTO Productions Limited
 • Skechers Hong Kong Limited
 • 太平山扶輪社
 • 行樂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 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
 • 紹榮鋼鐵有限公司
 • 港利資本有限公司
 • 萬眾智能生活有限公司
 •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 豪劻國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家庭或組別贊助 • Gourmet Dining Group Ltd.
 • Iijin Limited
 • Mrs. Janice Lee-Chapman
 • Ms Michelle Chow
 • Neurodiversity Club HK
 • Roland C Jewelry
 • 一木飲食集團
 • 朱呂慶欣女士
 • 梁利劍虹女士
 • 梁廷勳教授
 • 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薛靜雯醫生
支持機構 • Meko Pure Water
 • 金記餐飲集團
 • 位元堂
媒體贊助 • Healthies
 • Upbeat Media HK

（鳴謝按英文字母或依筆劃序，如有遺漏，謹此致歉。）

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