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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周俊昌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已於本年 1月 28日在港島區舉行賣旗籌款活動，雖然義工人

數連同本會的會員合共只有 300多人，但最終的籌款結果令人喜出望外和感到鼓

舞，平均每個旗袋籌得善款接近 800多元。縱然那天天氣嚴寒，但大家群策群力

的熱誠都締造了佳績，更創造了奇蹟，將都市裡的寒流驅走了。 

 

能達致這樣，當然有賴健視朋友的幫忙。然而，視障人士的互助和自助，也是不

容忽視的。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自 1964年創會迄今，一直致力推動視障人士自助

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視障人士可以自行上班、上學，甚至乎擔當家中的照顧

者，同事趙啟彤(Victoria)會為大家介紹：視障人士不是健視朋友的包袱，而是大

家工作上的好夥伴。 

 

娛樂方面，視障人士又是否只局限於收聽收音機呢？今時今日視障人士，亦可以

和健視的朋友一起「睇波」（欣賞球賽），執委會成員秉東在這方面會有詳細的敘

述。 

 

我們除了講求自助，亦不想被邊緣化：過去三年，社會上大眾一起抗疫，出入一

些處所如食肆，我們都要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然而，有部份視障人士於使

用智能手機時仍未夠純熟，致使無法進行掃描。即使如此，視障人士是否就不能

在抗疫中盡一點力和發一點光嗎？執委睿知在這方面有詳細的介紹。 

 

2024年 9月便是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創會六十週年的紀念了，期望我們繼往開來，

讓香港成為一個更共融及無障礙的社會。我們仍需要各界好友的支持，讓視障人

士能於社會上發揮本會倡議的獨立精神和享有平等及機會。期望往後的歲月，繼

續有大家的支持。 

 

 

 

 

 

 

 

 

 

 



 

「掃安心」已成過去 三要點官民應記取 

文：何睿知 

 

執筆之時，本港大部分與新冠肺炎有關的防疫措施已被撤銷。隨著社會邁向復常，

各界對抗疫政策的回顧及反思亦應運而生。筆者以其中一項主要政策——「安心

出行」為切入點，指出不同持分者值得借鑒之處。 

 

筆者建議政府政策必須以社會各界需要為考量，由於使用「安心出行」需依靠智

能手機，本會曾擔憂部分視障人士，尤其長者因此而無法進入某些處所。幸而政

府最終決定為若干群組作出豁免。在此措施執行期間，亦曾有顧客因填寫錯誤資

料而被執法人員檢控。有見及此，本會要求視障人士應被容許自備登記表，相關

意見其後亦獲採納。筆者認為，縱然政策制定時間倉促，政府亦必須從細節著眼，

才可顧及不同群體，特別是弱勢社群的需要。 

 

本著自助精神的宗旨，以用家角度出發解決難題。「安心出行」推出初期，本會

的資訊科技團隊已著手測試其無障礙程度，並就此持續向當局反映意見。及至在

強制使用程式的階段，由本會會員組成的平等參與社會委員會亦廣泛收集會員在

使用程式或進入各類處所時遇到的困難，商討對策。常見於處所門外貼上「安心」

二維碼的透明觸感膠套，亦正是本會因應會員實際需要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

抗疫三年，本會一直發揮自助精神，成效也是有目共睹。 

 

大眾守望相助，能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平等及更共融的城市。曾有會員表示，當部

分處所因不清楚視障人士可填寫表格代替『掃安心」而不讓他們入內，旁人挺身

而出幫助解說至為重要。也曾有會員在難以找到場地二維碼時，獲熱心市民伸出

援手。本會在此感謝曾經協助過視障人士的香港人，你們的協助，為無情的疫症

添上點點溫暖。 

 

雖然「掃安心」已成為過去式，但筆者盼望政府在進行抗疫政策的檢討時，不忘

反思日後如需短時間制定社會政策，可如何顧及各界需要，也盼望大眾謹記這三

年發揮的守望相助精神，共同建設無障礙社會。最後，筆者與本會同仁定必共同

為視障人士的平等、機會和獨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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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作印記開展新篇章 「開聲睇」為視障人士「睇」現體育樂趣 

文：吳秉東 

 

隨著時間流逝，經歷了三年被疫情洗禮的時光，我們生活終於大致恢復正常。筆

者下筆之際，協進會的賽馬會開聲體體育口述影像服務（下稱「開聲睇」）亦剛

好走過三年的光境。由 2020年 1月份於疫情初期時計劃正式展開，而當時亦正

正是體壇的休賽時期，大部分體育比賽因疫情而被逼暫停。其後，部分賽事陸續

得以重啟，我們亦能持續為視障人士提供專業的體育賽事口述影像服務，讓他們

與大眾一樣可無障礙地欣賞賽事，盡情投入其中。 

 

在此，承蒙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的繼續支持，賽馬會「開聲體」已經再次開展未

來三年的服務。團隊除了希望可以繼續把體育口述影像服務做得更加到位之外，

我們更期望在社會逐漸復常的情況下，更多不同種類及多元化的賽事能夠再次復

辦，例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令「開聲體」服務可以延伸到更多的體育

項目中，從而豐富視障人士的觀賽體驗，讓視障群體亦能平等參與及欣賞體育賽

事。 

 

此外，「開聲體 2.0」將會更積極推動視障人士親身「做」運動，我們將積極開拓

體育義工網絡，從而配對合適的義工予視障人士，透過彼此鼓勵及作伴，達致共

同運動的理念，一起建立健康生活的目標，長遠亦有望締造一個更共融的社會。 

過去三年全賴公眾以及「開聲體」的幾位顧問一直以來的支持，其中包括香港足

球評述員李德能先生、體育評述員兼主持人馬啓仁先生(Keyman)以及香港運動科

學學者及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德博士。感謝一眾評述員，

體育口述影像服務，顧名思義他們精彩的評述是「開聲體」服務的精粹。除此之

外，一班無私付出的義工及同事亦功不可沒，在過去三年時間一直與我們的視障

球迷同行，期望未來三年我們共同努力，繼續為「開聲體」開創更多發展空間及

取得更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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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助人 公眾教育消誤解增滿足感 

文：趙啟彤 

 

「視障人士竟然能夠自己獨立處理生活上的所有煩瑣事情，實在太不可思議！」 

 

「想不到視障人士看不到亦能自理生活，為自己打點好一切。」 

 

「視障人士亦能上班嗎？他們能勝任怎樣的工作？」 

 

如上各項疑問的確是筆者於社區進行公眾教育工作坊時親身遇到公眾人士的提

問，大眾對於視障人士的能力存疑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公眾普遍認為視障人士

眼睛看不到固然長期需要旁人協助，其中包括無微不至地貼心照顧日常生活所需，

長久而言會變成家人的負累。視障人士就業問題一直亦為協進會所關注的議題之

一，大眾或仍存有誤解，認為視障人士於職場上不能被委以重任。 

 

於社區廣泛推廣公眾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協進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協進會創會接近

60年，是首個由視障人士組成及管理的團體，多年來一直秉承自助組織的精神，

實行「自己公教自己做」，堅持以視障會員為公眾教育大使，並為他們提供培訓，

到訪不同中小學、專上學院、社福機構、私人企業及政府部門，鼓勵他們分享自

身的經歷實現協進會獨立自強的理念，讓公眾更能了解到視障人士的能力。 

 

以下節錄一段公眾教育大使頌安的感受： 

 

「近年不同學校及機構均盼望透過視障人士分享，讓參加者設計輔助工具給我們。

此類分享跟勵志講座不同，學生更為主動提問，專注聆聽，而從其設計可見，他

們的確能夠初步掌握到視障人士的需要和期望。我深信，點點滴滴的分享就如澆

水，有朝一日，共融的花朵將會盛放！」 

 

協進會於去年得勞工及福利局贊助拍攝三位視障人士真實的一天，系列名為「跟

拍你一天」，他們分別為在職人士 – 頌安、學生 – 樂詩及家庭主婦 – 細妹。 

 

歡迎掃瞄二維碼欣賞。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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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2022年 10月 15日 

國際白杖日 2022 – 心睇力行 

去年 10月 15日的國際白杖日，協進會繼續以「自己籌款自己做」為目標，共有

10 位視障會員成為我們的白杖日大使，聯同委員、義工及同事於早上 10 時 15

分由不同地方出發，途經不同路線步行 10.15公里到達協進會旗下的社企休 CAFE，

共籌得 14 萬元善款。活動不單體現國際白杖日的精神 -- 視障人士用白杖可以

獨立出行及生活，更宣揚機構平等、機會、獨立的理念。  

 

2022年 12月 1日 

正義迴廊口述影像電影欣賞 

一眾會員及同行者到戲院入場欣賞膺港產三級片票房第 1 位的電影<<正義迴廊

>>口述影像版本，除了獲美亞電影公司安排，邀得導演何爵天先生及主演之一蘇

玉華小姐親身到場之外，口述影像員王瑞琳亦有到場出席座談會，與會員共同分

享觀後感及於錄製口述影像時的點滴。 

 

2022年 12月 3日及 4日 

賽馬會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職教中心)50週年紀念「職教回憶雜貨店」開放日  

協進會自 1972年成立學生中心，一直關注視障學生及青年人的就業需要。經過

多年發展，本會轄下的賽馬會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已踏入 50 週年，並於早前舉

辦為期兩天的「職教回憶雜貨店」開放日。透過展覽、遊戲及書信交流形式分享

職教中心過去 50年豐碩成果的喜悅，並共同邁向新里程。 

 

2022年 12月 5日 

齊來普慶賀聖誕 - 三三金融聚餐 

本會得到三三金融服務有限公司贊助會員活動，九西、港島、新東分區-齊來普慶

賀聖誕活動，除與會員共同享用自助餐外，亦帶同會員逛逛百貨公司。  

 

2023年 1月 28日 

港島區賣旗日 

協進會港島區賣旗日已於 2023 年 1 月 28 日順利完成。當天賣旗義工共有超過

三百人，其中包括本會會員約 110位。經銀行點算後，旗袋的籌款額約 25萬元，

連同認購金旗捐款 30萬元，今次賣旗日共籌得款項約 55萬元。今年平均每個旗

袋有接近$800的捐款，全賴所有參與會員及義工積極為協進會賣旗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