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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老太：若獲遺產盡捐做善事
律政司今年5月以慈善事務守護者身

份入稟，對於龔如心2002年遺囑如何
詮釋尋求法庭指引，以決定遺產扣除
喪禮及遺產管理開支後如何分配，案
件將於12月17日聆訊，審訊約需3天。
由於龔如心丈夫身故，無遺下子女，
倘若法庭裁定遺囑完全或部分無效，
現年過百歲、龔如心母親施福英將可

根據《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繼承遺
產，故龔老太已被律政司列為答辯
人。據悉，龔老太不會委聘律師抗辯
或出席聆訊，她早前亦透過基金律師
表明，萬一獲得遺產，會全數捐出做
善事；龔如心弟妹也無意爭奪遺產。

建議田承剛任遺囑執行人
龔仁心昨日在華懋慈善步行活動時

表示，已去信中央政府，建議由國務

院前副總理田紀雲兒子、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執行會長田承剛，擔任已故華
懋集團主席龔如心4名遺囑執行人之
一。
他強調，他們的願望是遺產「每一

分每一釐用於社會」，無論法庭判決如
何，龔如心遺產會全數用作社會用
途，倘若遺產落入任何私人口袋中，
慈善基金定會鬥爭到底：「所有華懋
遺產絕不會落入私人口袋中，包括我

們姓龔的。」

家人早知龔如心遺願
龔仁心又強調，龔如心2002年遺囑

由妹妹（龔如心）起草，家人早知悉
龔如心遺願，支持遺產用作慈善，成
立基金造福社會。他指「人在做，天
在看」。他相信公眾及傳媒會有效監
督，但暫未決定會否成立機構監督基
金運作。
龔如心遺產安排擾釀多年，由龔如

心2007年4月因病離世後，爭議一直未
停止。龔如心逝世後，華懋出示龔如
心2002年立下遺囑；商人陳振聰亦聲
稱持有龔如心2006年簽署的遺囑，至
前年高院裁定華懋勝訴。

龔如心遺產全作慈善
下月聆訊詮釋條文 龔仁心：「絕不落入私人口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律政司早前入稟高等法院，要求詮釋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2002年

遺囑條文，以決定誰是遺產繼承人，案件將於12月聆訊。龔如心胞弟、華懋慈善基金主席龔仁心昨日

表示，無論法庭判決如何，遺產將全作慈善用途，絕不會落入私人口袋，包括龔家成員。龔仁心又透

露，已向中央建議由前副總理田紀雲兒子田承剛擔任遺囑執行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政府近年一直提
倡義工服務，為表揚義工
的積極參與，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每年舉辦「程
序服務義工獎勵計劃頒章
禮」，向熱心服務社會的
義工致敬。有26年義工經
驗的梁女士，去年義工服
務時數高達591小時。她
認為，義工服務開拓了視
野，「施比受更有福」。
現年56歲的梁女士，自

小因細菌感染患心臟病，
1986年初次參加義工服務，至今逾26年。她去年義工
服務時數高達591小時，昨日獲頒最高義工服務得分
獎。

梁女士直言，剛開始做義工時，只為了尋找不需要
花太多金錢的活動，並以「消磨時間」的心態參與，
後來才漸漸投入。由於她的身體逐漸無法應付以青少
年為對象的義工工作，故2004年開始，她積極投入長
者服務，幫助有需要長者，陪伴他們求醫及解決他們
生活困難。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頒章禮致辭時，提

到自己的義工經驗。他表示，曾於中五畢業後回母校
幫忙教授師弟師妹，亦曾陪伴一些因家庭問題無法回
家的青少年外出娛樂。

高永文：首次露營因做義工
他第一次露營經驗，也是緣於義工工作。他又稱，

有人問及他加入政府對自己帶來甚麼損失時，他答
道：「最大損失就是沒有時間做義工。」他表示，日
後會在假日盡量抽時間投入義工服務，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港 聞 拼 盤

1年做591小時義工 心臟病婦獲獎

社福中心員工 投訴被扣起增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不少新來港人士因環
境轉變面對不少壓力，專門協助新來港人士的「新家
園協會」去年成立「世茂新家園助學金」，以紓緩新
來港家庭經濟壓力，今年共向1,000名學生每人派發
2,000元助學金。有獲獎學生表示，家境清貧，家中未
有能力讓他上補習班，故會把助學金用於補習，以改
善英文能力。

張鐵夫張震遠等主禮
「新家園協會」去年首次推出「世茂新家園助學

金」，以資助新來港家庭開學時應付學生書簿、文具
等雜項開支。本屆助學金今年9月開始接受申請，共
收到申請逾千份。經評審委員會甄選後，1,000名學生
獲獎，每人獲2,000元助學金。昨日舉行的「世茂新家
園助學金頒發禮」，邀得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

夫、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
貞等人主禮。
「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昨日致辭時表示，基金

希望為新來港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亦期望對他們表達
關心。張震遠表示，新來港人士為香港帶來新動力，
勉勵他們把握機會，努力裝備自己，在香港創建「新
家園」。
現在屯門一間中學就讀的獲獎學生樊友麗，去年從

深圳移居來港。她表示，初時感到十分孤獨，英文科
未能追上本港學校程度，上課感到吃力，但在老師及
同學協助下，已可融入學校生活，上英文課終聽明白
老師指令。她表示，現時假日會與同學一起做義工回
饋社會。
另一名獲獎學生呂賢博指，由於家貧，未能負擔補

習費用，故打算善用2,000元助學金報讀補習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香港通脹持續上
升，政府每年均調整公務員及資助社福機構員工薪
酬，但有工會投訴指，麥理浩夫人中心扣起員工2011
年4月至9月增薪，直至2012年6月才發回全體員工。不
過部分已離職員工不獲發增薪，要求中心即時發回差
額。

稱虧蝕不發增薪 離職無補發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幹員邱智恆昨日表示，政

府2011年4月1日起，把公務員及資助社福機構員工薪
酬上調6.16%，但麥理浩夫人中心以虧蝕為由，沒有
對員工發放4月至9月增薪。
直至2012年6月，該中心才向當時全體員工發放追補

增薪，但5月前離職員工增薪卻不獲發回。工會又接

獲5名前員工求助，指他們2011年10月後離職，理應可
獲發4月至9月追補增薪。
他續稱，2005年及2006年政府削減公務員及津貼服

務員工6%薪金，該中心非津貼服務員工同樣即時減
薪，是次卻以員工已離職為由不補發增薪，「輸打贏
要」。正追討4,000元增薪的前員工夏女士指，金錢只
是其次，只希望討回公道。

中心籲循法律途徑處理
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沃馮嬿㠒回應指，僱傭合約

上已列明員工自行離職後將不會補發增薪或其他福
利，中心只是尊重合約精神。她建議工會向勞工處或
循法律途徑尋求協助和處理，讓第三方以公平原則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在融合教育安排下，視障學生在主
流學校接受新高中課程時原來仍遇
到不少困難。調查顯示，視障學生
很多時被拒絕參加「其他學習經歷」
（OLE）活動，尤其是「體育發展」
活動，被拒率高達五成半。七成視
障學生表示，參加通識科校本評核
遇到最多障礙。調查機構促請教育
局檢視支援計劃，正視問題。

體育發展活動 55%被拒參與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與港大融合與

特殊教育發展中心，早前以面談形
式訪問25名已就讀一年或以上的新
高中視障生，發現部分受訪學生未
能參與「其他學習經歷」所有範
疇；分別有五成半和近一成受訪學
生曾被校方以不合理理由拒絕參加
「體育發展」和「社會服務」活

動。不過部分活動如賣旗、踢足
球、跑步等項目，視障學生根本有
能力應付。校本評核方面，七成受
訪學生表示，通識科最多障礙；其
次是中文科，五成人覺得有困難。
3年新高中課程須完成405個小時

OLE，有視障問題的首屆文憑試學
生Sam（化名）表示，老師多次以
「安全」、「活動無助視障生學習」
等理由拒絕他參加，如企業參觀和
到新加坡交流等，最終他只做到不
足100個小時OLE，大感無奈。
視力剩餘不足一成的應屆文憑試

學生Mark（化名）表示，做通識獨
立專題研習時，較其他同學吃力，
「老師給所有同學一份資料，吩咐
兩星期後交，我也不例外；但我卻
要先花3天至4天時間自行翻譯資
料，已較其他同學少了時間完
成」。

或違歧視例 促檢視支援計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毅行者職業及

教育資源中心主席何家樑表示，只
要有適切支援，視障學生也可與一
般學生般正常學習；但在新高中課
程推行過程中，教育局忽略視障學
童面對的困難和需要，或違反《殘
疾歧視條例》。何家樑建議當局重
新檢視已推行40年的「視障學童支
援計劃」，加強在職教師培訓，支
援有需要視障學童。

通識校本評核 七成視障生嘆難參加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建議當局重新

檢視已推行40年的「視障學童支援

計劃」。

■「新家園協會」舉行「世茂新家園助學金頒發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呂賢博善用助

學金報讀補習

班。 黃偉邦 攝

■樊友麗做義工

回饋社會。

黃偉邦 攝

■梁女士獲頒最高義工服

務得分獎。記者王維寶 攝

■龔仁心表示，無論法庭判決如何，遺產將全作慈善用途，絕不

會落入私人口袋。 資料圖片

新家園助學金 惠千新來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