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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提升路旁安全新措施
正試行使用
■減能護柱

商討中
■設置「讓巴士」的道路標記及交通標誌

■在巴士背部貼上「讓巴士」的標記

考慮引入
■熱塑凹凸紋路標

■滾輪式安全欄

■非減能量護柱

■非抵禦性結構柱

■鋼背木材安全欄

■資料來源：路政署及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在香港的日子，就像劉若英歌裡唱的「謝謝你讓
我明白，最失敗，是從來不知道我愛的偉大」。

2014年12月15日，警方完成銅鑼灣清場，看着
電視直播畫面，讓人百感交集。那個我們愛着的香
港，紳士一般整齊乾淨的香港，一片狼藉。不久後
的一天，我帶着兒子在維多利亞公園裡散步，在他
來香港的一個月後，終於補上了這次已滯後多時的
「談心」。我假裝隨口問他，「你喜不喜歡香
港？」他也乾脆俐落地答我，「不喜歡，老師講話
我聽不懂，小朋友也沒法兒跟我玩。」

那一刻我很內疚，也很難過。內疚的是，忙於適
應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我，竟然忽視了小小的孩童也
還在艱難的適應期中；難過的是，我沒辦法替他受
下這份苦楚，被丟進講粵語的幼稚園，整整三個月
沒在學校裡開過一次口，「就像一株安靜的仙人掌

（小朋友這麼描述自己）」；回到家
又整晚聒噪，半夜十二

點也不捨得入睡，還會被媽媽兇一頓，再含着淚委
屈地睡去。原來，在我的自顧不暇之下，一個五歲
半的小朋友，一直在默默地承受着這一切。見我紅
了眼眶、掉了眼淚，小家伙張開胖乎乎的小胳膊，
擁抱着我說：「媽媽別哭，只要和媽媽在一起，我
什麼都可以忍耐。」「忍耐」兩個字就像一把箭，
射在了我的心尖上。現實與生活為2014年末塗上了
一抹憂傷的底色。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工作依舊忙碌着，也用心
做好服務，結交朋友。終於，慢慢地拉近了距離，
融入了香港的快節奏中。這一年的9月，孩子升小
一。9月、10月、11月，三個月的適應期，我刷新
了好多項紀錄，老師在學生手冊上記載着「監護人
接送學生上下學，0次；參加家長會，0次；及時接
聽學校電話，0次」。所以，我並不知道，這個被
我一路放養着，連26個英文字母都認不全的小朋
友，陰差陽錯地進了一所英文小學，第一次英文默
書就直接「吃了鴨蛋（0分）」；不知道他坐在校
門外，小手攥着考卷，是怎樣地哭着不肯跟爺爺回
家；不知道看不懂、聽不懂也不識做全英文的數
學、常識和英語作業，一個小一生要怎樣面對老師

的責問；更不知道連普通話都講不好的老人，是怎
樣挨過如聽天書一般的家長會？那時的我，切實地
感受到了一種叫做「缺席」的疼痛。

記得2016年5月，我的工作尤其忙碌，總是披星
戴月、夜半歸家。有一晚，那個燒得迷迷糊糊的小
朋友，摟着脖子對我說，「媽媽，我都好幾天沒看
見你了。」前一秒，還在因為做好了本職工作，滿
心的成就感。這一刻，卻只覺得身為人母的我，失
敗得一塌糊塗。錯過了陪他開口講第一句粵語，錯
過了他英文默書考到滿分，錯過了他的滑冰課，錯
過的太多太多，就好像我們母子倆明明近在咫尺，
卻遠在天涯。劉若英在《我的失敗與偉大》中唱
着，「總有一個人，不管什麼時候都在那等着
我。」可沒人告訴我，那個等我的小孩，他總會長
大，而缺失的時光，也不會因為我的悔不當初而歲
月重來。

和每一個職場媽媽一樣，我也沒辦法把所有的精
力都交給孩子和家庭，甚至因為先生也一樣忙碌，
而覺得虧欠孩子良多。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糟糕的粗
心的母親，也願意帶着愛、帶着歉疚走在他前面，
給一個努力的、堅持的媽媽的背影給他。等他長大

時，可以給他講述那個屬於我們倆的故事。這個故
事，是關於忍耐，關於夢想，關於成長，更關於偉
大，它不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童話，沒有一丁點的人
間疾苦。它講的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關終屬楚；它講的是，苦心人，天不負，臥
薪嚐膽，三千越甲可
吞吳。

宣文部 付娜

今日是復活節假期
最後一天，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
發表網誌指出，勞福
局有一個大復活蛋跟

市民分享，就是由本月開始，持續進修
基金一系列優化措施已實行，當中包括
約71.5萬個已結束的基金賬戶可以「復
活」，以鼓勵市民幫助自己「升呢」。
羅致光介紹說，基金於2002年成立，

通過提供培訓資助，鼓勵本地勞動人口
持續進修，提升技能。特區政府於去年5
月向基金額外注資100億元，並就基金進
行優化措施。由於制度變化幅度大，準
備需時，故優化措施於本月開始實施。
羅致光指出，有關優化措施包括倍增

基金資助上限至每人2萬元、將申請人
的年齡上限由65歲提高至70歲、大幅擴
展基金課程範疇、加強對基金課程的質
素保證及保障申請人的措施等。
他續說，措施還包括將已結束的基金

賬戶「復活」，讓賬戶持有人可重新啟
動戶口，申請使用原有1萬元資助中仍
未用盡之結餘，以及新增的1萬元資

助。約71.5萬個已結束的基金賬戶中，
約42萬個賬戶在原有1萬元資助中尚有
未用盡之結餘。

4000課程納入基金範疇
基金課程範疇亦大幅擴展，羅致光
指，所有在資歷名冊上的合資格課程均
可申請登記為基金課程。在原有約7,800
項已登記基金課程之上，估計有最少額
外4,000項在資歷名冊登記的合資格課
程，可納入基金課程範疇。
該約4,000項額外課程大致可歸類於

資歷架構下的14個學習及培訓範疇，涵
蓋廣闊領域或技能，例如建築及城市規
劃、藝術、商業及管理、電腦科學及資
訊科技、人文科學等。
他提到，有一點值得留意，是優化措

施中引入新的學員共付比率（即學員本
身需負擔之課程費用的百分比）：首1
萬元資助的共付比率維持在20%，次1
萬元資助的共付比率則為40%。制訂兩
層共付比率的原因，是希望減少培訓機
構增加學費的誘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持續進修基金「加碼」逾71萬賬戶「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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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全球第三的國際金
融中心，近年與內地金融市
場互聯互通日趨緊密，為香
港的金融服務業和整體經濟
帶來龐大機遇。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是國家持
續改革開放、人民幣邁向國際化過程中的
「防火牆」和「試驗田」，擔當獨特而重
要角色；又強調確保香港金融安全，不單
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也是
守住國家金融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線。
陳茂波表示，一直努力提升香港在金融
服務方面的競爭力，要做大做強、不斷領
先。但在發展的同時，也必須妥善管控潛
在風險，以應對突然出現的挑戰。
但他直言，要做好香港的金融安全工
作，需面對多項挑戰，現實是不可能完全
消除所有風險，而是需要學習跟這些風險
「長期共存」，並把它管控好。當中關鍵
是建立一套穩健有效的監管制度和措施，
並以前瞻角度監察本港和國際最新政經形
勢，及早識別潛在風險的環節，按市場情
況調整應對。

陳茂波：強化金融抗震力
與此同時，陳茂波指出，還要不斷強化
自身金融體系的抗震力，建立市場和各持
份者對金融體系的信心，並加上充足的實
力作為後盾，來為這「信心」護航。
他提到，隨着科技發展，網絡安全在金
融業愈趨重要。銀行業方面，業界正分階
段執行金管局推出的「網絡防衛計劃」之
相關措施。證券業方面，證監會不時檢視
持牌法團在網絡保安方面的合規情況和抵
禦能力。保險業方面，為加強網絡安全方
面的抵禦能力，保監局正草擬業界指引，
將於今年底推出。

建「聯動」制 免被「監管套戥」
隨着科技創新及交易模式的不斷轉變，

跨界別的金融活動與日俱增，陳茂波指，
為免被人「鑽空子」或進行「監管套
戥」，香港已建立「聯動式」的機制，以
對市場進行更全面監察。
他表示，由他作為財政司司長親自主持

的「金融監管機構議會」，目標是加強各

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和協調，減少機構間
的工作重疊及避免出現「監管真空帶」。
他表明，政府要做好金融市場的「促進
者」和「監管者」兩個角色，在兩者工作
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要讓市場有積極發
展空間，同時亦須設置與市場變化相應的
監管框架，管控好系統性風險，並適當保
障投資者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保監局擬年底推業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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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近年香港多次發生汽車剷上行

人路的致命車禍，響起重大安全警號。為此特區政府花費1,700

萬元聘請海外顧問公司，去年中起勘查全港所有公共道路的路

旁安全情況，預計最快2020年底完成報告。路政署及運輸署亦

率先落實部分改善措施，包括於巴士站設置「減能護柱」，並

計劃與巴士公司商討於巴士站及巴士車尾設置「讓巴士」標

記，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識。

▲滾輪式安全欄 路政署及運輸署供圖

◀巴士未來或在車尾貼上「讓巴士」的標記。
路政署及運輸署供圖

■左起：許學東及禤家愉向傳媒介紹改善路旁
安全的各類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陳茂波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
研討會上致辭。 網誌圖片

■■香港仔海旁道一個巴士站設有香港仔海旁道一個巴士站設有1111
根減能護柱根減能護柱，，減低汽車剷上行人路的減低汽車剷上行人路的
風險風險。。 路政署及運輸署供圖路政署及運輸署供圖

汽車於鬧市中失事剷上行人路時
有發生，導致途人無辜受傷甚

至喪命，其中2017年9月於深水埗發
生的奪命車禍，肇事城巴更將多名途
人捲入車底，釀成3死30傷的慘劇。
為改善路旁安全，路政署及運輸署
透過海外顧問公司，於去年5月起，
對全港所有公共道路進行勘查研究，
範圍覆蓋約4,200公里的行車道，計
劃將於2020年底完成。
該研究除了檢視及評估全港所有公
共道路的路旁安全，同時會參考海外
國家路旁安全設施、技術與經驗，根
據緩急狀況制定針對性的路旁安全措
施。

裝「風琴式」防撞欄優化
顧問公司以行車錄影形式作勘探，
目前已完成60%道路的錄影工作，而
政府也加強了部分道路的安全優化措
施，例如設置風琴式防撞欄、路旁防
護欄及安裝活動鋼護欄等。
而針對汽車剷上行人路的風險，路
政署及運輸署率先於香港仔海旁道的
一個巴士站試行設置11根約1米高的
「減能護柱」。路政署高級工程師許

學東表示，由於該處車速較高，過往
也曾發生車輛撞上行人路的意外，故
選為實驗點。護柱的地基內設有聚氨
基甲酸乙酯海綿，即便一輛7噸車輛
以時速50公里的速度撞上護柱，亦能
夠「卸」走大部分衝力，大大降低司
機、乘客及行人嚴重受傷，甚或死亡
的風險。
運輸署工程師禤家愉則表示，為提

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識，特別是巴
士埋站出站的時刻，將於巴士站前設
立「讓巴士駛出巴士站」的道路標
記，並計劃與全港巴士公司商討，於
巴士車尾貼上「讓巴士」的標記，提
醒後方司機留意前方車輛。

擬引凹凸路標 提司機勿分心
此外，政府亦正積極考慮從海外引入

其他路旁安全技術，例如熱塑凹凸紋路
標，司機若偏離車道，車道邊界上凹凸
的紋路會令車輛產生振動，有助提醒因
疲憊或分心而駛離車道的司機。
此外，也會積極考慮在彎道使用滾

輪式安全欄，以引導失控車輛返回車
道，降低衝出懸崖、撞向牆壁的機
會。

■香港的一所國際學校。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