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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歸愛共融 殘疾人笑迎人
曾建平：政府力推殘障設施 不少外國大城市未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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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香港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倫敦帝國學院

牛津大學

國家或地區

瑞士

瑞士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英國

現年約64歲的曾建平是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12歲時因患上視網膜色變而逐漸

喪失視力，30歲時完全失明。不過，這無阻
他退休後投身義工事業，為處於弱勢的殘障
者發聲，並成為在港引入導盲犬的發起人，
現時更擔任香港導盲犬協會副主席，以及國
際病人組織聯盟管治委員會成員。
他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初時逐漸喪
失視力時，「由睇到變睇唔到」，心理及生
理均需要時間適應及調節，曾經有3年至4
年時間不太接觸外界。他指出，回歸約20
年間，香港關顧殘疾者方面有很大進步，社

會對殘障者認知大增，相應設施及配套愈發
迎合需要。

失明人搭電車被視如傳染病
曾建平回憶指，過去外出時均使用「盲公

竹」行走，有時難免不慎「督」到旁人，有
人會回以難聽說話。曾聽聞有失明者搭電車
時，坐在旁邊的乘客猶如「避傳染病咁，即
時彈開」。他認為，當時社會對殘障者有誤
解，且缺乏認識，因而出現這些不愉快場
面。
縱使失去視力，但曾建平未有絲毫認為

自己較常人遜色，更露出一臉笑容表示
「我日常與普通人沒有分別」，剃鬍子、
洗澡、使用手提電話等日常細節均可自
理，不需旁人協助亦可獨自外出。他直
言，除了特定需要視力的工作外，自己與
普通人無異，有信心「沒有自己做不到的
事，去不到的地方」。

遭倫敦地鐵職員揶揄「不如搭巴士」
曾建平指出，過去20年間，社會及政府
日益重視殘障者需要，這是回歸前所未有
的。他舉例指，除了增撥資源加建各式無障
礙通道，巴士、港鐵等交通工具都分別引入
低地台巴士，以及在列車內設置輪椅位，方

便輪椅使用者，政府亦推行兩元乘車優惠，
提高殘障者踏出家門、接觸社區意慾。
他又指，曾與一名需要使用輪椅的朋友前

往英國倫敦，但想乘坐地鐵時卻「搵極都搵
唔到升降機」，尋求工作職員協助時卻得到
以下回覆：「咁樣唔好搭地鐵啦，搭巴士
啦」。他稱讚香港政府大力推動殘障設施等
硬件，令社會日益共融，認為不少外國主要

城市尚未做到。

盼政府帶頭增聘殘障者
雖然如此，曾建平卻指出，現今殘障者參

與社會事務等軟件配套似見倒退。曾建平
指，回歸前，港英政府會聘用殘障者出任政
務主任、高級行政主任等高級公務員職位，
估計佔當時整體公務員人數1%至2%。但現

在卻鮮有殘障者在政府機構內工作。
他直言，雖喜見現時社會對殘障者的

支援資源、機構服務，以及市民觀感與
接受度均大獲改善，社會日漸共融，但
殘障者其實「殘而不障」，工作能力未
有受身體缺陷或疾病阻礙，希望政府起
帶頭作用增聘殘障者，讓他們一展所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殘障

者可能因為身體缺陷或疾病而被旁

人質疑工作及日常生活能力。失明

近35年的曾建平從不妄自菲薄，深

信自己與普通人無異，「沒有自己

做不到的事，去不到的地方」。作

為在港引入導盲犬的發起人，香港

導盲犬協會副主席曾建平表示，回

歸20年間，看到社會及政府日益重

視殘障者需要，這是回歸前所未有

的。他讚揚政府大力推動殘障設施

等硬件，令社會日益共融，認為不

少外國大城市尚未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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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我的故事
周 年

新空管連續11天 日處理2000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溫仲綺）國際化可
加強大學競爭優勢，
不少院校視之為重要
發展策略。英國大學
排名機構「泰晤士高
等教育（THE）」昨
日公佈最新 2017 年
「全球最國際化大學
排名」結果，其中排
行首兩位的均來自瑞
士，分別是蘇黎世聯
邦理工學院及洛桑聯
邦理工學院；至於第
三的是香港大學，屬
亞洲排名最高的院
校，另一所入榜院校
是香港中文大學，位列二十七。
排名以THE世界大學排名為基礎，以其中5項評核
指標之一的「國際化」排名；國際化主要涉及3個範
疇，包括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教職員比例及與其他國家
合作發表研究論文比例，於世界大學排名2016/17位列
前500名的院校，均納入是次排名。

力壓新加坡國大膺亞洲一哥
2017年「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名」涵蓋來自22個國

家及地區150所大學；排首位的是來自瑞士的蘇黎世聯
邦理工學院，第二位則是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港大排名
第三名，是亞洲眾多大學的「一哥」，排名力壓第四名
新加坡國立大學及英國多所名牌大學，如倫敦帝國學院
（第五名）、牛津大學（第六名）、劍橋大學（第八
名）及倫敦大學學院（第九名）；澳洲國立大學則排名
第七。至於中大則是另一所排行首三十位的本港大學，
並排名第二十七。

THE編輯Phil Baty指出，香港有兩所大學排在首三
十名是好消息，國際化是香港院校成功吸引最好學生、
學者和員工的元素，並創造最有效率的教學環境及「出
產」最好研究。
是次排名中，經常與本港比較的如台灣地區、日本和

韓國，均未有大學進入排名榜頭五十位，新加坡只有新
加坡國立大學入榜。
排名榜新聞稿亦提到，經常打入大學排名的美國，

是次未有任何大學進入首二十名。美國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指出，其
他大學會以超越美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創新為目
標。
港大發言人回應時指出，該校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

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知識交流等多方面力求卓
越。
中大發言人表示，不同排行榜各有不同評分準則，因

此產生不同排名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航處去年底啟用的新航
空交通管制系統，安全性引起市民廣泛關注。民航處指
出，這個農曆新年期間，新系統連續11天每天處理逾
2,000架次航班，比平日約1,900班為多；其中，年廿八
更處理939班只飛越本港飛行情報區的未升降航班，創
出歷史新高，認為數字反映市民對新航管系統的信心，
又強調近期系統運作穩定，人員亦已有足夠反應處理系
統指令。

民航處副處長：系統運作穩定
民航處副處長蔡傑銘昨晚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

新航管系統全面投入服務已踏入第80天，因航管人員
分5隊提供服務，每10日是一個工作周期，每隊已經過
8個工作周期使用新系統，現時可能對新系統更熟悉，
對系統指令已能作出適當反應，新系統運作亦很穩定。
他指出，近期數據已反映市民對新航管系統的信心，

如去年聖誕期間，新系統平均每日處理包括在本港機場
升降以及飛越本港飛行情報區航班共1,980架次航班，
比前年同期增加6%，亦比平日處理約1,800至1,900班
為多。
他續說，自今年年廿二至大年初二連續11天，新系統
每日處理逾2,000班航班；其中年廿八處理939班只飛越
本港情報區而未有在機場升降的航班，創下歷史紀錄。
蔡傑銘表示，明白公眾對飛行安全的關注，因為民航

是本港支柱產業，航管人員會保持專業，並有足夠經驗
應付突發情況。處方希望前線人員反映問題，讓處方改
善及優化系統運作。

將檢討規管航拍機無人機
另外，對於近日網傳一段航拍機在商場內高速飛行，

穿梭人群及吊飾的片段，蔡傑銘在節目後表示，航拍機
及無人機發展迅速、種類繁多，處方會與時並進，參考
海外做法，檢討現行規管法例及架構。
他強調，如有航拍機及無人機導致意外，導致有人受

傷或財物損失，現行《民航條例》亦有規管，處方會與
警方及私人物業公司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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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澳洲國立大學

劍橋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國家或地區

澳洲

英國

英國

英國

香港

■■最新最新20172017年年「「全球最國際化大學全球最國際化大學
排名排名」」結果結果，，港大排名第三名港大排名第三名，，是亞是亞
洲眾多大學的洲眾多大學的「「一哥一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導盲犬Deanna帶路，曾建平昂首闊步，與常人一般。 趙虹 攝
■曾建平希望政府起帶頭作用，增聘殘障
者。 趙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