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3日（星期四）

2018年5月3日（星期四）

2018年5月3日（星期四）

A26 ■責任編輯：陳啟恒、甄智曄

周
伯
展

赴柬助民「掃盲」
獻力「帶路」民心

周伯展自幼便立志成為一名醫生，1977年獲得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醫學士後繼續深造，並於1981年獲得愛爾蘭皇家內科醫學院及

外科醫學院眼科文憑，1985年至1996年先後獲得英國愛丁堡皇家外
科醫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眼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眼科）、香港眼科醫學院院士等專業資格，多年的實踐經驗為他日
後參與各類慈善工作奠定基礎。

10年「消滅」疾眼逾500萬隻
1997年，周伯展獲邀以「特邀復明大使」的身份，參與由國際獅子

總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及中國衛生部聯合開展的「視覺第一中國行
動」，該行動包括兩個「五年計劃」，以甘肅為起點，覆蓋至內地多
個省市，為當地白內障患者進行治療。
周伯展帶領團隊於10年間共「消滅」疾眼超過500萬隻，被世界衛
生組織稱為「最大型、最成功的掃盲運動」。
周伯展在訪問中指，「我們最初選擇甘肅，是因為當地較貧窮落
後，缺醫少藥。」他介紹，不帶設備是「視覺第一中國行動」的特
色，讓香港和內地的醫生能更直接地作技術交流，互相取長補短。
周伯展在內地的善舉備受肯定，遂獲當地政府邀請，於2008年成
為甘肅省政協委員，繼續為當地服務。他憶述在「視覺第一中國行
動」運行的第八、第九年，逐漸浮現出不少後續問題。
「每台手術都係做完就走，但新增病例又愈積愈多，醫生人手不
足，後續個案無人跟進，為了讓醫學的善舉能持續，遂計劃成立『亮
睛工程』項目，並在政協小組討論中提出此建議。」周伯展說。

啟動「亮睛工程」助內地育人才
在各方推動下，周伯展與一眾志同道合的醫學界朋友於2008年啟
動「亮睛工程」，通過捐贈眼科設備，提供手術培訓，幫助醫院培訓
眼科人才，發展可持續的防盲復明工程，打造「不走的扶貧醫療
隊」。
「亮睛工程」至今已在甘肅、內蒙古、陝西等地設立了「亮睛
點」，每個點捐資100萬元，培養優秀的眼科醫生，周伯展身為「亮
睛工程」副主席亦捐出100萬元，於甘肅省白銀市建立眼科中心。他
分享指，「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能透過專業培訓，讓善業
得以延續，生生不息。」
周伯展最近仍不忘參與各類醫療慈善活動，去年11月更參與了
「『一帶一路』柬埔寨磅湛省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該行動由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擔任主席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辦，
幫助當地民眾消除白內障，實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
的慈善工作。

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江智匯會長周伯展是香港著名眼

科醫生，以專業知識服務大眾，同時不忘回饋社會，

1997年便到甘肅進行義務「掃盲」運動，與各醫療團隊

通力合作，10年間消滅白內障疾眼超過500萬隻。去年

他到柬埔寨，為因白內障致盲的當地民眾提供免費手術

治療，為國家「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獻力。周伯展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分享他的醫療

善舉，更以其專業角度與年輕人分享未來發展之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摯

有見近年香港社會雜音不
斷，不少年輕人抱怨難向上
流，周伯展認為，「香港年輕
人若想力爭上流，就一定要
『走出去』。」他以自己柬埔
寨之行為例，「我們看到當地
不少基礎設施正待完善，許多
地區正醞釀發展，上升態勢明

顯，可謂蓄勢待發。」他指，不少
團體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推動
下，與沿線國家展開合作，香港青
年可直接聯繫當地經商、工作的華
人，尋找新的創業、實習機會。

周伯展在訪問中指，「基礎設施
建設、醫療等都只是其中一個領
域，倘若日後在『一帶一路』的合
作實踐中存有任何爭議，香港亦可
充當國際仲裁中心的角色，充分發
揮專業法律服務的優勢，相信也能
為香港年輕一代創造大量創業、就
業機會。」

「帶路」利港中醫「走出去」
除此之外，周伯展十分看好香港

中醫藥產業的發展，他指，隨着國
家「一帶一路」的戰略推進，香港

的傳統中醫藥定能藉國家發展「走
出去」。「香港擁有一流的醫學研
究團隊及研發資源，可發展成為中
藥評估中心，做中藥鑒定、藥品研
發，這就是香港可深入研究的命
題。」
醫生職業備受社會尊敬，身為醫

生的周伯展卻認為，職業無分貴
賤，鼓勵年輕人應按照自己的興趣
選擇學科。他表示，「近年會考尖
子都選擇讀醫，讀醫確實有助醫學
界承傳發展，不過宏觀來看，則不
利香港多元產業的發展。我希望香

港開拓多元產業，如藝術、體育
等，培養具有本地特色的體藝、創
科等各行各業人才，真正做到百業
興旺。」
然而，未必個個年輕人都有志

「走出去」，周伯展對此稱，「如
青年想留在香港發展，不想出國，
就一定要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獨特優勢，背靠祖國、立足
香港、放眼世界，找準自己的定
位，實踐夢想。」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摯

港青爭上游「帶路」創新路

周伯展除行醫外，亦關心社會時事，
近年與一班志同道合、熱心社會的專業
人士推動成立香江智匯、香港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協會，旨在匯聚香港各專業
界別的資深人士，涵蓋不同立場、觀
點，以理性、客觀、公正原則，就香港
和大中華地區的政治民生議題發表評
論，並發表研究報告。

周伯展現任香江智匯會長、香港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時常以專業人士的
角度為現今社會「把脈」，不定期在本港各
大中、英文報章撰文，表達個人對時政的看
法，抨擊反對派及部分年輕人的激進行為。
他去年更與會內友好商議，决定將曾刊登

的文章集結成書，取名《眼醫看香港》。
周伯展謙稱，自己是以「書生之見論
政」，「我身為眼科醫生，希望病人有良好
的視力（Eyesight），更希望香港市民讀者都
有準確的視覺（Perception），達至有清晰的
視界及前景（Vision）。」

學生識國情 利個人社會
眼見過去幾年大學生頻頻發起衝擊、抗議

事件，周伯展認為，香港現時的大學氛圍大
不如前，校園裡缺少了當年的熱誠，他憶
述：「自己當年讀大學時，校園裡有『放眼
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
理念，作為香港的學生，放眼世界、認識祖
國是必須的。同時希望大家真正懂得爭取權
益的內涵，皆因要真心為社會大眾謀求利
益，才能更好地實踐個人夢想。」
有見近年不少成績優異的學生選擇從

醫，周伯展認為，隨着內地市場的進一步
開放，將有利香港與內地醫學界的學術及
實踐交流。他指，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的推展，擴大了香港醫生到內地執業、就
業的機會。

灣區益業界 實踐機會增
他表示，「CEPA協議的簽署促進了香港

與內地醫學界的交流互融，內地病例、個案
較香港多，實踐機會自然就多，以往每每與
內地醫生討論治癒案例時，對方常常指『我
哋比你哋多一個零』，由此可見，香港可透
過CEPA條款提供的便利，在內地執業、交
流、實踐，提升醫療水平。」
對於香港與內地醫療體制的不同，周伯展

認為，任何的地區都有其獨有的制度、方
法，相互間可取長補短，但不能照搬模式，
不然只會「水土不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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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展熱心本地醫療慈善事業，
於2014年創立睛彩慈善基金，匯聚
一眾熱心公益的眼科醫生，為不同
族裔的基層人士、弱勢社群提供有
效率和系統的眼睛護理服務及相關
醫療援助，更定期探訪獨居長者、
智障人士及露宿者，減少他們因跨

區不便、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長、個人經
濟狀況等因素而耽誤診治的可能。
常言道「醫者父母心」，醫生的工作可

謂勞心勞力，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在處
理好繁複醫務的同時，抽出業餘時間投
身慈善事業，則更是「難上加難」。周伯
展說，「要處理好平日的診治工作，同
時參與各類慈善活動，真是要做到『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更要出心、出
席』」。

出錢出力 出心出席
「醫生是『手作仔』，在香港的私家

醫生更是『睇一個、收一個』，若離開
了，診所的燈油火蠟、員工的人工都要
照出，確是唔容易。」
周伯展語帶欣慰地笑指，自己當時幾

乎每隔兩個月便要到內地一次，幸好家
人一直給予關心支持，讓他的醫療善業
能不斷發光發亮。
為調和平日繁忙的工作，周伯展喜歡

在閒暇時打壁球放鬆身心，更喜歡吟誦
古詩，他的書架上收藏了不少古詩詞書

籍，唐詩宋詞更是出口成章。對於背誦
的秘訣，他說，多讀、多唸古詩詞，自
然能朗朗上口、出口成章，又笑指，
「知識是別人偷不走的，入了腦便是你
的，想入腦就要加強練習。」
周伯展的兩名女兒都做了律師，周伯

展分享教女心得，就是從小培養她們做
運動、彈鋼琴，啟發她們的學習興趣。
「我會鼓勵她們把時間花在自己喜歡的
事情上，要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領域，
專心地做學習研究，才能做到實踐出真
知，真正經營好人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摯

醫療慈善兩邊走 全家力挺傳關愛

■周伯展貢獻突出，2014年獲國務院第
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頒發榮譽
證書。 ■周伯展與妻子育有兩名女兒，家庭和睦。

■周伯展善業備受內地基層人民肯定，與家人一同獲當地居民致送感謝狀。

■周伯展分享多年的眼科義診經歷，善業照亮神州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周伯展（右一）為「亮睛工程甘肅白銀周伯展眼科中心」揭牌。

■ 周 伯 展
(中)獲2012
年感動香港
年 度 人 物
獎。

▲周伯展（右一）2004年於雲南會澤縣與興奮的康復者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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