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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盲犬「本地化」造福視障者
港首個訓練基地下月啟用 有望提高供應配對

張建宗：研增婦女就業拓勞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直致力青年發展事務的青年廣場
昨日獲頒由《南方都市報》主辦的
「2014深港生活大獎」中的「年
度公民（組織）獎」，表揚其於
2014年度深港兩地履行公民義務
方面作出突出的貢獻。

鼓勵年輕人文化藝術多元發展
青年廣場一向以培育及發展青年

潛能為任務，提供平台及主辦活動
鼓勵年輕人於文化、藝術等方面作
多元化發展。去年的年度重點活動
「全民街舞2014」鼓勵年輕人燃
點心中舞火，並資助兩名「青年廣
場舞蹈大使」到首爾或紐約深造舞
蹈，擴闊他們視野；「漂書節
2014」鼓勵年輕人以環保的方式培
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及進行文化交
流，並成為全香港大型書本交換活
動之一。
「深港生活大獎」由《南方都
市報》於2007年首次舉辦，至今
已舉辦過八屆，是目前國內唯一
以「人文生活」為評選標準、在
深港兩地擁有跨界影響力的頒獎
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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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80後兄弟檔陳韋侖和陳韋杰出自中醫
世家，卻自小與龜結下不解之緣。兩
人2013年起直接向外國養龜繁殖場
購入心儀龜種，同時再轉售予同好
者，至今賺逾60萬元。兩人目前共
同擁有一對白化擬鱷龜，即基因缺乏
黑色素，而全身呈白金色的鱷龜品
種，曾有買家出價80萬元，但兄弟
矢言一對愛龜屬「非賣品」。

嗜好變財路「白化」龜苗外國搶手
兄弟二人小時候最喜歡流連街市

魚檔看龜，魚檔老闆是其啟蒙老
師，教他們賞龜、養龜，飼龜。哥
哥韋侖憶述，老闆那只有200呎的
公屋單位，放滿一個個裝了龜的魚
缸，儼如小型海洋館。飼龜25年，
由玩家變成專家的二人，不再滿足

本地出售的有限龜品種，前年決定
到外地搜羅靚龜，一擲40萬元購入
6隻極罕有的白化擬鱷龜苗，透過
將部分轉售予同好，補貼昂貴的嗜
好，結果成功掘出一條財路。

不開設門市 兄接棒中醫祖業
祖父和父親同為中醫，兄弟二人
目前幫忙經營家中中藥店，明言不
打算開設門市。韋侖解釋，香港對
「白化」龜種感興趣的人有限，而
且白化擬鱷龜苗價值不菲，由2011
年至今升值逾3倍，由4萬元倍增至
13萬元，主要買家為外國人。韋侖
去年剛完成香港大學「中藥藥劑學
學士」學位，希望接棒家中祖業。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昨日起舉辦

「實至『名龜』大型珍稀品種展
覽」，至2月15日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
就香港人口政策的未來方向其實墨不少，其中一項重點
政策是釋放本地勞動潛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
表示，本港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於男性勞動參與率有相
當增長的空間。有見及此，港府正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
包括培訓、支援和就業配對，各方面積極探討如何加強婦
女就業。

增幼兒照顧令婦女安心進入職場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女性是本港勞動力重要的
一部分，當局現正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積極探討如何加
強婦女就業，如婦女事務委員會正透過「資助婦女發展計
劃」撥款200萬予婦女團體及相關非政府組織，舉辦促進
婦女就業的項目；當局亦積極探討加強幼兒照顧，令婦女
能更安心地進入或重返職場。
在支援中、小學生的課後託管服務方面，張建宗稱除了

現行的各種服務，當局亦預留了二億元，為「攜手扶弱基
金」提供配對資金，鼓勵商界和團體與學校合作，為基層
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就此，社署
已經邀請學校和非政府福利機構提交申請，期望於2015/
16學年起推行計劃。
張建宗續說，勞工處透過13所就業中心、兩所行業性
招聘中心、電話就業服務熱線、「互動就業服務」網站，
以及設於全港多處地點的空缺搜尋終端機，為求職人士包
括婦女，提供多元化及免費的就業服務。最新一所位於東
涌逸東邨的就業中心，已於去年10月底投入服務，並將
於下星期一正式開幕。

再培訓局助中年婦女入職「護理員」
另外，僱員再培訓局在2015/16年度，將開展「先聘

用、後培訓」試點計劃，協助40歲或以上的婦女及料理
家務者入職為安老院舍的「護理員」。此外，再培訓局亦

設有「零存整付證書計劃」，讓學員在成功修讀數項指定
的半日或晚間制課程後可換取等同於全日制課程的證書，
方便因工作或家庭關係未能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學員，可彈
性安排時間進修及獲得認可資歷。

■張建宗表示，港府積極探討如何加強婦女就業。圖為他
昨日參與健康操環節活動。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於2012年成立，提供導盲犬的培育及訓練，以
及將培訓成功的犬隻免費提供予有需要而又合適的視障人士使

用。中心同時培訓本地導盲犬訓練員及導師，希望最終使導盲犬「本
地化」。中心主席張偉民表示，中心自成立以來，尚未有固定的地方
訓練導盲犬及為導盲犬訓練員作培訓，如今終於有佔地約1,100多呎的
「自己地方」，感到非常高興。

港屬起步階段培訓需時 盼年配6犬
張偉民稱，現時香港約有17萬名視障人士，若以國際導盲犬聯盟的

資料推算，約有1%視障人士使用導盲犬，本港則需要有1,700隻導盲
犬，惟現時香港只有約10隻導盲犬提供服務，步伐相差很遠。張表
示，「本港導盲犬的數目少是正常的，因為本港仍屬起步的階段，導
盲犬不是錢就可以買到，因訓練一隻導盲犬需要有人去教，而人也需
要接受訓練，所以要有心有力去做，不是只用錢就可以。」
對於終於擁有固定的訓練基地，張偉民指最希望能藉此把導盲犬
「本地化」，提高本地導盲犬的供應量及維持於穩定的數目。他說，
「最理想的情況，我希望平均每年可以有6至10隻導盲犬幼犬出生，
其後經過挑選及訓練後，每年平均能有6隻導盲犬成功配對。」除此之
外，張表示中心亦會開放給公眾及視障人士，進行參觀及交流。

冀訓練員港培訓 街市遛狗助適應
在導盲犬「本地化」方面，張偉民指，「我希望犬隻於本港出生，
導盲犬訓練員亦於本港進行培訓，不需再到外國，然後由本地的導盲
犬訓練員與導盲犬進行訓練，再由中心把『畢業』的導盲犬配對。」
對於中心早前表示將為導盲犬於本港進行配種，張表示已挑選了2雄1
雌的導盲犬進行配種，現正等牠們到發情期。
張偉民稱，把導盲犬「本地化」有很多好處，他指「香港訓練的狗
適應香港的環境是很正常，例如我們說的廣東話，或是我們會帶導盲
犬到傳統的街市進行訓練，要牠們習慣劏雞殺鴨的聲音，有『血流成
河』的影像，這些也是香港的生活一部分。」
張續指，「我們並不知道導盲犬將來的主人會帶牠們到哪裡，所以
甚至要帶牠們去殯儀館，若牠們毫無經驗就會出現問題，這些都是導
盲犬將來發展的重要步伐。」

糾正視障者對導盲犬誤解
張偉民認為除了要為本港長遠導盲犬的供應下功夫外，還需要糾正
視障人士對使用導盲犬的一些誤解。首先，張表示申請導盲犬並不是
先到先得，需要考慮犬隻與視障人士互相是否合適，因為各人及各狗
也有不同的性格。他續指，「舉個例說，如果一隻導盲犬每分鐘走50
步，而牠的使用者每分鐘走60步，那麼就要判斷一下他們互相是否適
合。」另外，有些視障人士又會害怕自己居住的單位小，不能容納一
隻狗，張偉民稱其實導盲犬只會佔很小的地方，只需有讓牠們休息及
進食的地方便可，所以居住於任何地方的視障人士也可以申請導盲
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導盲犬是視障人士的

「GPS」（導航儀），牠們引領主人在街上避過障礙物、

安全橫過馬路及找尋目的地等，所以又被稱為「盲人的眼

睛」。然而，本港導盲犬的數目太少，而且沒有「全本地

生產」的導盲犬，削弱了視障人士使用導盲犬的機會。致

力把導盲犬「本地化」的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首個位於

葵盛的導盲犬訓練基地將於下月3日正式啟用，有望提高

每年導盲犬的供應量，惠及更多視障人士。

你曾試過在街上看到一隻穿寫有「訓練
中」背心的犬隻嗎？牠們跟隨一位訓練員，走
過大大小小的路，嘗試了解周邊的環境，就是
為了服務視障人士。訓練一隻稱職的導盲犬不
是一時三刻的事，不僅要投放金錢及時間，過

程中也需要無限的愛心。
導盲犬訓練員李苑甄指，當市民在街上遇到導盲犬

接受訓練時，大多也會感到很好奇，想和犬隻玩。然
而，李說，「如果在訓練時騷擾導盲犬，牠們會分
心，若是遇上一些拖寵物犬的主人，他們會讓犬隻
接近導盲犬，其實這也會影響到導盲犬的訓練。」
每當遇到這些情況，李苑甄表示會感到尷尬，因

為不能太直接拒絕市民向導盲犬的問好，所以她希
望市民明白。

出生到「畢業」花費40萬
另外，訓練一隻導盲犬由出生到「畢業」，李苑甄

表示約需40萬港元，主要用於糧食、藥物、身體檢查
及打針等；然而，李認為，「訓練導盲犬最大的成本
其實是愛心、耐性及時間，特別是寄養家庭，要把導
盲犬幼犬『撫養成犬』並不是一件易事。」
雖然導盲犬需要接受嚴謹的訓練，但牠們也需要
有放鬆的時間。李苑甄稱，若果發覺導盲犬行得較
慢或是尾巴向下垂，那就代表牠們不開心；若果發
覺導盲犬經常舔鼻及嘴，那就代表牠們感到緊張。
被問及如何讓導盲犬放鬆，李苑甄笑言「讓牠們
玩之外，就是讓牠們去一趟小便，牠們便能放鬆緊
張的情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佩妍

要成為導盲犬訓練員需經歷多重的考驗，
更需要無限的愛心，讓牠們日後成為一隻有
承擔、有領導才能的導盲犬。香港導盲犬服
務中心訓練員李苑甄約1年前已成功培訓2
隻導盲犬「畢業」，現時又正訓練Yahoo及
Yoyo，她表示導盲犬訓練員是一份很有意
義的工作，既能滿足自己愛狗的慾望，又能
幫到視障人士。

狗BB 2月大送寄養家學「家規」
一隻導盲犬出生後，就要從最基本的日

常生活開始接受訓練。李苑甄表示，導盲
犬BB約於出生後7星期至8星期，便會送
到事前挑選的寄養家庭，讓牠們學懂「家
有家規」。直至約1歲，導盲犬便要接受
心理及生理評估，若是合格便可開始接受
導盲犬的訓練，若是非常高分便會成為配
種犬。
在導盲犬的訓練方面，李苑甄指主要是引

導訓練，讓牠們學懂帶主人走路及尋找東
西。導盲犬每日的訓練由早上9時開始，李
苑甄表示，首先是要遛狗約30分鐘至45分
鐘，讓牠們發洩一下，然後再到較少人的地
方走數回，讓牠們熟悉該路線的人流量及障
礙物，從而學懂避人及避障礙物，約訓練1
小時至2小時。

了解犬隻性格舉動 設計適合訓練

看似容易的訓練，其實也需要花心思，要
了解犬隻的性格及留意牠們的舉動。李苑甄
稱，「我們要了解犬隻的性格及體能，設計
適合牠們的訓練，而且訓練不可以太劇烈，
否則犬隻會覺得好大壓力，因為訓練中如果
犬隻做錯了，牠們便要重複做多次或是我們
會拉一拉牠們作提示，牠們可能會因此而不
開心。」
成為導盲犬訓練員約1年多，李苑甄認為

這是一份投資多及漫長的工作，因為要成為
有國際資歷的訓練員，要先成功訓練6隻導
盲犬後，才可以出國考試，因香港仍未成為
國際導盲犬聯盟的成員，未能自行訓練。李
續指，若要成為國際導盲犬聯盟的成員，需
要成功配對最少10對導盲犬及使用者，才
有資格成為成員。

身擋障礙免受傷感窩心
說到最難忘的訓練經歷，李苑甄指最深

刻的就是犬隻對人類的那份感情，「之前
訓練的其中一隻導盲犬Walker，有一次牠
帶不到我避開障礙物，牠就寧願自己擋在
前面，避免我受傷。另一次就是Yoyo，我
們走一條很窄的路，牠為了
保護我避免撞到牆，牠便自
己擦牆走，那刻真的覺得
很窩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佩妍

&
�

悉
心
照
顧

▲張偉民表示，希望基地啟用後，能
提高導盲犬供應量惠及視障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李苑甄現訓練導盲犬Yahoo，她表
示導盲犬訓練員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白化的擬鱷龜，但病變無不
良影響，反令寵物更具觀賞性
與藥用價值。 翁麗娜 攝

◀陳韋侖（左）及陳韋杰（右）
憑嗜好另闢財路。 翁麗娜 攝

愛龜兄弟搵靚龜 轉賣兩年賺60萬

愛狗訓練員 助人自助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