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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飛行夢 年齡金錢非障礙
青航3000元課程助入門 產品設計師成國泰二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寶儀)家家戶戶
能受惠的「電費補貼計劃」，雖在2015年
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消失了，但工聯會估
計，補貼的餘額尚有約9億元，料20萬戶
的電費戶口仍有餘錢，當中不少是節儉的
獨居長者。電費戶口還有錢，但用戶想留
着日後用可能來不及，因餘額須於來年6
月30日終止運作。對當局遲遲未公佈如何
處理這筆餘額，工聯會擔心政府收回餘額
至庫房，要求延長計劃限期，讓還未用完
津貼的長者，繼續善用款項。

王國興冀勿收庫房 讓長者續受惠
當局於2008年、2011至2013年度，四次

向住戶發放合共9,000元的電費補貼。根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文件，電費補貼總額共
有223億元，每個年度均有約一至二成用戶
未用畢補貼金額，以工聯會收集數據推算，
約有20萬戶持有平均4,500元的補貼餘額，
用戶或未能於下年6月限期前用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不少長者

戶或獨居長者生活節儉，耗電量低，因而剩
下大筆電費補貼餘額。他認為，「電費補貼」
是政府的既出之物，不需額外向財委會申請
撥款，希望當局不要收歸庫房，讓長者繼續
受惠。他表示，若政府收回餘額，變相懲罰
節儉的長者及支持環保人士。
居於東區的86歲的獨居長者梅姐每月只

需繳交平均40元的電費，戶口尚餘5,319
元的補貼，料足夠支付未來11年電費。她說，為了
省電，她會到市場「唞涼」；即使天氣炎熱，也會
忍着不開冷氣；風扇亦只會維持最弱的風力，「希
望剩餘的電費可以用到我離開的一日。」而同區的
70歲長者芳姐則沒有特別省電，平日會開冷氣、電
視及用電爐，每月平均交102元電費，預計剩下金
額可用4年，可見非特意省電的用戶也可能用不完
補貼。她說，希望政府寬限補貼的期限或把餘額折
現，退回給用戶，「我會用退回來的錢買家電。」

鄧家彪建議補貼限期延至10年
另一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建議，以現金發放

補貼餘額或把補貼的使用限期延長至10年，「近年電
費的加幅與私人樓價的升幅看齊，發電能源組合採用
較多乾淨的天然氣，令成本上漲，電費只會愈來愈貴。」
他希望這筆補貼可讓基層長者節省開支。
工聯會要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盡快回應電費補貼

計劃的安排，並會於本月底聯同受影響居民前往政
府總部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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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與鄧家彪表示，不少長者戶每月只需繳交
100元以下的電費，十分節儉。 何寶儀 攝

視障者見工困擾 憂說明視力礙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早前當局宣佈6月1日起
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延長退休5年，文職及紀律部隊職系
退休年齡分別為60及65歲，但於限期前入職者並未包括在
內，維持舊有退休年齡，若要延長退休則需經部門遴選及
評審。有基層公務員工會昨到金鐘政府合署大堂外靜坐請
願，促請政府劃一延長退休年齡。
大約40名食物環境衛生署的二級工人昨到場靜坐，並向

署方代表遞交請願信。工會表示，公務員事務管理局早前
草擬的繼續受僱機制執行框架，以「實際及運作需要，以
便完成重要而有時限的工作」及「利便續任安排，以培養
具備能力的人負擔更高職位」為準則審批延長退休申請。
工會認為這些準則不利基層公務員延聘，批評當局「假

延長」。工會表示，食環署二級工人不涉及有時限的工
作，也沒有晉升的機會，不符合政府延聘的條件。工會批
評政府一方面聲稱基於人口老化，要提高未來新入職公務
員的年齡，卻堅持維持在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是自相矛
盾的。

食環署二級工促劃一延退休齡

■自助洗衣店現聘用兩位視障者。 梁祖彝 攝

畢業學員陳雨坤現為國泰航空二副機
長，他回憶指，過去礙於家庭財政

負擔，就算飛行是兒時夢想，都未能隨
心追逐，並從事產品設計師一職長達9
年；直至近年家境日漸充裕，才毅然下
定決心追求夢想，「家人都有鼓勵我。」
年近30歲的他，在完全欠缺航空知識

的情況下，報讀HKYAA，之後前往澳
洲接受約一年半的相關航空訓練，回港
後獲國泰航空聘用，擔任二副機長一
職。他認為，因課程由現職於航空業的
專業人士教導，令他更了解行業需要及
要求，亦有助他找出真正的興趣和就業
方向。

90後堅決追尋自己「飛行夢」
90後的現屆學員洪凱珊坦言，自幼習琴，
素來對航空業不感興趣，惟在澳洲工作假

期的一次飛行經歷改變她的想法，「腦中
突然『叮』一聲，發現飛行不再是夢想」，
回港後遂加入香港航空青年團，並報讀
HKYAA，積極參與跟航空有關事務。她
承認親人對其決定表示愕然，更直言「沒
有錢給你報讀機師」，惟夢想非金錢可衡
量，所以堅決追尋自己的「飛行夢」，並
以機長為最終目標。
擔任學會課程指導一職的石漢金庭為第
一屆學會畢業生，認為教學互長，不但
成員在課程中得到最快最新的航空知識
及就業資訊，擔任二副機長的他也可從
中改善人際溝通能力。

年近40歲入讀亦可踏足航空業
學會理事張瀚聲表示，HKYAA 由一

群現職於航空業的專業人士所組成，自
2012年創會始，已培育逾200位學員，

當中有43名分別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
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等部門擔任機長職
位，「只要18歲或以上及對航空業感興
趣，就可以報讀課程。」他又說，曾有
一名年近40歲人士才初次踏足航空業，
而修讀為期12個月的HKYAA課程學費

只需3,000元，強調年齡及金錢都不是追
夢的障礙。他又說，現時科技發達，資
訊流通快速，人們可輕易獲得航空等相
關專業知識，惟不甚了解如何投身該行
業，認為課程可為任何有興趣投身航空
業的人士提供一條就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駕駛飛機，在天空中翱翔想必是不少

人的夢想，而追尋夢想，年齡從來都不是障礙。香港青年航空學會

（HKYAA）昨日舉行第四屆就職典禮，畢業學員向現屆學弟學妹一

一分享自己的追夢經歷。年約30歲的陳雨坤在9年前仍是一名產品

設計師，而現在的他，已在國泰航空擔任二副機長，展示何謂「年

齡從不是追尋夢想的障礙」。學會理事陳瀚聲指，曾有一名年近40

歲人士初次踏足航空業，而修讀課程只需3,000元，強調年齡及金錢

都不是追夢的障礙。

■學會理事張瀚聲表示，自2012年創會始，已培育逾200位學員，當中有43名擔
任機長職位。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廿多年來，她風雨不
改探訪原本不認識的在囚人士、他走訪大街小巷為無
家者治牙療心、她為末期癌症病患者提供善終美容，
他們無私的舉動，都為受助對象帶來心靈上的安慰。
他們都是香港紅十字會與香港電台合辦的「香港人道
年獎2015」得獎者。

林鑑貞風雨不改探訪在囚人士
由25年前加入「香港友愛會」開始，林鑑貞就風雨

不改、長途跋涉到遠離市區或位處離島的懲教院一對
一探訪那些無人探訪的在囚人士，「凡是預約了我就
會去，我不想令人失望」，高峰期每月會花8至15
天，朝九晚五，每日探訪8人。她不會攜帶任何「手
信」或是「禮物」探訪在囚人士，只憑耐心與關懷，
填補他們心靈上缺失。
她表示，在囚人士已得到應有的教訓，倘若他們
再失去別人的關懷，很容易會自暴自棄，因而希望
用時間和耐性關心他們，又會鼓勵他們自我增值，
為日後重投社會好好裝備自己，成功感化部分在囚
人士重拾書本，在院所內行為表現亦變得較以往為
佳。

羅春香為末期癌症患者善終美容
經營理髮及美容生意的羅春香，30多年前參與醫院

探訪服務時發現病人也很在意自己的儀容，決心以自
己的專長服務臨終病人，定期替癌症及末期病患者提
供義務的善終美容及理髮服務，「我希望用愛心讓他
們走得安樂點」。每接獲醫院通知有臨終病人需要美
容服務，她就會立即趕往為病人服務，幫助他們有尊

嚴地離開。2000年，她更成立「創美義工團」，招募
家庭主婦擔任髮型師義工，到醫院以外同時到老人院
義剪。

梁紹輝為流浪漢等義務牙科服務
牙醫梁紹輝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首名義

務牙醫，23年來定期到協會的牙科診所當值，為露宿
者、流浪漢、低收入人士、戒毒人士及精神病康復中
心的宿友等提供義務牙科服務，至今逾2,000人受惠。
他表示，政府的牙科補助只涵蓋脫牙，弱勢社群每遇

牙患問題只能脫去牙齒，卻會影響他們的社交生活及
工作機會，令自信心大為下降，故他期望透過提供更
全面的牙科服務讓他們拾回尊嚴。
「你的小恩，他的大慰。」香港紅十字會與香港電

台合辦第八屆「香港人道年獎」，表揚多年來無私扶
助弱勢社群的人士。今年共有7位得獎者，除了上述3
位，另外4位為走訪內地及海外牙科義診的牙醫趙汗
青、支援聽障學童學習口語溝通的龐劉湘文、關注心
臟病患者復康教育的醫生陳藝賢，以及推動紅斑狼瘡
症病人互助的文國斌。

人道年獎表揚7人「小恩大慰」
■「香港人
道 年 獎
2015」七位
得 獎 者 ( 右
起)：趙汗青
醫生、龐劉
湘文女士、
陳 藝 賢 醫
生、梁紹輝
醫生、林鑑
貞女士、羅
春香女士及
「香港人道
新力量」得
獎者文國斌
先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音樂是打破隔閡的良
方，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一班青年義
工帶着結他探訪獨居老人與老人院，義工自彈自唱懷
舊金曲，長者開心打拍子附和。有義工表示，從前視
音樂為個人興趣，沒想過可用音樂為獨居老人帶來歡
樂，自探訪後被老人家的歡笑感動，期望社會更關心
弱勢社群。

九龍東逾50次探訪惠2千長者
YMCA去年底舉辦《有歌同唱、有樂同享》社區關
愛計劃，招募逾 300 名愛好音樂的青年及企業義工，
在九龍東展開逾 50 次長者探訪活動，超過 2,000 人次
長者受惠，大會昨日舉行義工嘉許禮。負責計劃的
YMCA藍田會所程序幹事莊栢基表示，不少青少年對

探訪老人並不抗拒，但會擔心有冷場，
不知應該跟老人家聊什麼話題，於是想
到用音樂打開溝通的話匣子。
鄧麗君、陳百強、譚詠麟的歌曲，

都深受被訪老人的喜愛。莊栢基笑
言，甚至有老人家會拿出一疊參與社
區中心活動時得來的歌譜，要求義工
唱出來，「義工有時未必識，就會搵
Youtube，播出來跟住唱，老人家好
開心一齊打拍子，唔經唔覺就個多小
時。」
參與計劃的義工李澄熹表示，自小喜歡音樂，惟以

前認為音樂只屬個人興趣，參與義訪才發現音樂原來
可以服務弱勢社群。他說探訪時會先與老人家閒聊一

會，然後再拿結他自彈自唱哄老人家開心，「見到他
們歡樂的笑容與感激的眼神，我都同樣咁開心」，期
望喚起更多人關心弱勢社群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視障人士在搵工時往往
都遇到困難，有獲自助洗衣店聘用的視障人士表示，見
工時感到非常困擾，因為不知道應否向僱主說明自己的
視力情況，擔心會影響自己獲得聘用的機會。香港失明
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亦指，視障人士面對最大的困難是
僱主不願意提供工作機會，他建議視障人士「自救」，
如學習新技能、申請社企的工作及創業等。

洗衣店設施切合工作需要
24小時自助洗衣店Sunshine24現聘用了兩位視障人士

擔任視障員工培訓主任及服務大使，店舖與一般的洗衣
店稍稍不同，以切合視障人士在工作時的需要，店舖內
的電子顯示屏，會用較為強烈的對比，及洗衣機上的按
鈕會較凹凸，方便他們辨認按鈕的位置。
視障員工培訓主任陳妙嵐本身是視障人士，只剩下1

至2成視力，她的工作是培訓新同事了解舖面的營運及
工作流程，她指，職位是由幫助視障人士機構介紹的，
以往見工的時候，感到非常困擾，因為不知道應否向僱
主說明自己的視力情況，擔心說明後會令自己喪失獲得
聘請的機會，不少視障朋友都有同樣的難處。
陳妙嵐又稱，試過向僱主說明自己的視力情況，因為自

己的剩餘視力可應付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若遇到問題時，
會「一路做，一路諗辦法。」但如果解決不到，她只好辭
職。服務大使林少強則負責解答顧客的問題及洗衣工作，
他指，工作是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介紹，故見工不算困難。

莊陳有籲增值「自救」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表示，視障人士找工作

最大的困難是僱主不願意提供工作機會予他們，但近年
「有一啲亮點」，如有社企及立法會議員聘請失明人
士，可惜整體結構沒有改變；他亦發現，政府招聘失明
人士的數目減少。
莊陳有建議，公司若擔心視障人士未能勝任工作，可

考慮以實習形式聘請他們「試工」。他亦建議有就業困
難的視障人士不應只等待，應設法「自救」，如學習新
技能、申請社企的工作及自己創業等。

YMCAYMCA音樂義工送獨居老人歡樂音樂義工送獨居老人歡樂

■李澄熹（中）參與義訪後發現音樂可以服務弱勢社群。 陳敏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