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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周俊昌 

 

「協進同行 60 載，平等自助創未來」今年是本會創會 60 周年，我們很高興能見證

這個重要時刻。千禧年前後，我們出版會訊。起初，「會訊」無名無姓，直至 2005 年

才命名為「享明天」。由最初以會員投稿的方式，到後來內容日趨豐富，我們便成立

編輯委員會，由傳訊委員和本會職員一同協作負責「享明天」的編輯工作了。 

 

今期「享明天」將會介紹三位會員：俊昌(編者本人)、阿芝和恩傑。三人的學習和事

業道路都非平步青雲，但憑着個人的努力和協進會從旁給予的支援，最終都能在各

自的崗位上發光發亮，破繭而出，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詳細的故事可閱讀「視

障者求職不易 求理想工作更難」。 

 

近年一些企業積極提升 ESG(環境、社會、與企業管治)的水平。協進會一直以來都相

信：若果新舉措、新產品、或新服務並非為殘疾人士帶來便捷，最終的效果只會事

倍功半。執委會成員睿知會和我們探討一下 ESG 推行的狀況。他提到：企業實有需

要考慮與相關群體的連結，如此才能達致豐碩的成果。如何能達致商界、慈善團體

及社會三贏的局面，可參閱他的「做好 ESG，由彼此連結開始」。 

 

職員黃勁文 Frankie 早前隨同平等參與社會委員會的成員到日本交流，了解當地的視

障人士如何提升和實現自己。究竟今次行程之後，Frankie 有何啟迪，又看見當地視

障人士如何實踐和超越自我，並為社會上有需要的視障人士爭取到更多的關注和幫

助，那就不容錯過這篇「願我們成為敲鐘者」的文章了。 

 

在過去 60 年我們遇上社會急速的轉變，但有賴各善長、支持者和友好伙伴的信任，

協進會的發展依然屹立不倒。在往後漫長的歲月，盼望繼續有您，與我們一起砥礪

前行。 

  



題：視障者求職不易 求理想工作更難 

文：何灝源 

 

現今人們找工作，不一定要收入穩定，有時更多考慮工作是否合乎自己興趣，能否

向夢想更進一步。雖然視障人士求職遠比普通人困難，但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希

望在職場上追求理想。本會在過去 60 年一直從就業到職涯發展，協助視障求職者。

筆者在此分享三位視障朋友在不同年代的經歷。 

 

俊昌是嚴重弱視的會員，他在 80、90 年代開始求職，當時科技不及現在發達，工作

往往分工較仔細，弱視的視障人士較容易找到工作。俊昌的態度積極進取，即使嚴

重弱視，多年來也獲得不少工作機會，除了曾在協進會任職，還做過補習老師，出

納員及老人院文職等。他曾經有志成為社工，又對語言學有興趣，先後進修相關課

程，可惜都未能轉化為工作。 

 

另一位會員梁惠芝，她接近全失明，任職前台接待工作接近 30 年，看似失去了追夢

的動力。回想 1997 年，她曾在本會職教中心，參加領袖訓練計劃「破繭行動」，10

多位參加者投入了大量時間心血，為本會舉辦一連串活動，凝聚其他會員，努力的

程度不輸大學生「上莊」了。阿芝在過程中提升了自信心，改善了性格和溝通技巧。

多年後，阿芝在疫情期間失業，她放手一搏，參加本會的視障咖啡師培訓。全失明

人士沖咖啡全憑手感，難度極大，但阿芝回想當年領袖訓練的經歷，衝破障礙，最

後成功畢業並在本會咖啡店「休 CAFE」任職咖啡師。由此可見，除專業技能外，培

養自信心也是本會提供職業訓練的重要元素。 

 

如果一位視障朋友可以寓興趣和學習於工作，工作還可以改善自己和其他視障人士

的生活，那就一石二鳥，最好不過了，施恩傑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是本會的年青

會員，讀中學時積極參與會務，協助向政府爭取社區無障礙設施，數年後他更加入

協進會成為職員，接聽和跟進會員對社區無障礙設施的投訴，為視障人士爭取權益。

另一方面，恩傑自小醉心話劇表演，現時工作是促進藝術表演的無障礙服務，結合

了他的技能和興趣，同時讓其他視障人士更容易享受藝術。在本會工作中累積的成

功經驗，令他最終能勝任自己理想中的工作。 

 

本會一直努力為視障人士提供全面就業支援，儘管求職過程艱難，不少會員屢敗屢

試，但我們深信，視障人士的工作不應該只限於特定工種，而是應該和普通求職者

一樣，有權追尋自己理想中的工作。 

 

  



題：做好 ESG 由彼此連結開始 

文：何睿知 

編者按：作者為本會財務秘書，曾任職人力資源行業。 

 

相信讀者對 ESG（環境，社會與企業管治）的概念應不會感到陌生，就企業為提升

ESG 水平所作的努力，媒體也多有提及。但正如協進會經常強調服務單位不能取代

自助組織的原因，乃是後者最清楚其所代表弱勢群體的需要。同理，企業在推行各

種 ESG 舉措時，若忽略與相關群體的連結，則會事倍功半。本文嘗試整理一些彼此

連結的成功例子，作為讀者規劃 ESG 策略時的參考。 

 

彼此連結，從栽培人才開始。筆者對企業將聘請殘疾人士作為推展 ESG 的策略深表

贊同，但“聘請”並非雙方連結的起點或終點。中度視障的 Jonathan 現任職於一所工

業機械採購公司，他慶幸上司一次偶然的嘗試，安排他跟進較複雜的採購，使大學

主修語文的他竟主動拿起放大鏡閱讀草圖。如今他已能獨立擔起客戶與生產商之間

的橋樑角色。倘若視障員工能獲得僱主的信任，被賦予具挑戰性的任務，這樣既促

使僱員的進步，反過來也為內部培育新的人才。 

 

連結，是共同進步的過程。一項產品的設計，上市，顧客反饋然後返回設計的良性

循環，原來也包含 ESG 的元素。全失明的 Tim 受僱於一所創科企業，他的職責是測

試企業的新產品是否適用於視障消費者。他的工作，為仍在起步階段的公司業務擴

充了客源。正如協進會的無障礙網頁顧問服務，既協助客戶的網頁滿足最新的無障

礙設計規範，同時也栽培了無數視障資訊科技專才。 

 

連結，是角色的交換。企業採購視障或其他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從生產者變成消

費者，是拉近彼此距離的良方。本會轄下的社企休 CAFE 雖因為租約期滿而暫別實體

店鋪，但很多企業仍繼續邀請視障咖啡師以“流動咖啡加油站”的名義登門獻技，結

合外展按摩服務，為工作繁重的都市人提供放鬆身心的選擇。企業員工站在消費者

的角度，也會對視障人士的心路歷程有另一番體會。 

 

筆者經常接觸不同企業或捐款者，聽取他們與視障社群合作的構想。筆者相信，只

有彼此連結，共同付出的合作模式。才能讓 ESG 舉措的效益最大化。期盼筆者往後

撰寫同類文章時，將有更多達致企業和視障群體雙贏的 ESG 方案與讀者諸君分享。 

 

 

 

 

  



願我們成為敲鐘者 

文：黃勁文 

 

人生就是要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選擇！去年 11 月，平等參與社會委員會成員前住日本

東京與當地的視障團體交流，筆者是隨團的健視職員；在這裡筆者跟大家分享一些

日本之行的人和事，而這些勵志和成功故事的背後，就是故事主人翁一連串的人生

選擇而煉成。 

 

不少日本之行的見聞，包括當地的視障人士就業情況、點字圖書館的經驗等，早前

已透過不同渠道與本會會員分享，在此不贅。 

 

是次日本之行，我們在交流的過程中，見到很多不同界別的視障朋友，包括組織領

導、殿堂級運動員、創業家及公關人員等等，筆者在這想分享其中兩人的成功故事，

希望為香港的視障朋友打打氣。 

 

年青時為視障泳手的日本的殿堂級運動員河合純一，曾參與四屆殘疾人士奧運會，

共贏得 21 面獎牌，包括 5 金、9 銀、7 銅。而他的傳奇故事是「志與願的交煎」，因

他於 15 歲那年視力出現問題，但沒有放棄游泳和人生，最終更完成大學課程，成功

當上教師實現兒時夢想，其後更擔任日本殘疾人士體育協會和日本殘奧委員會的要

職，為殘疾運動員爭取福祉。 

 

失明者望月優沒有因殘疾而放棄人生，大學畢業後一直致力於失明人閱讀權運動。

他於 1989 年創立視障科技公司 Amedia，締造了「聽與讀的交織」的成功故事。其

公司推出文字閱讀讓視障人士學習和吸收知識，又開發了閱讀地圖為視障群體開拓

便利生活之路。在我們到訪期間他一直侃侃而談，並滿滿熱誠地分享開發產品的過

程。 

 

筆者擔任政策研究及倡議的工作，日常就是為視障群體爭取福祉，而今次交流除擴

闊了筆者的視野外，更深深感受到何謂不放棄精神。 

 

本會向來十分重視倡議工作，筆者承前人種下的大樹，能在良好根基上繼續努力為

視障群體爭取權利；今次的日本之行令筆者作出了一個重要的選擇─「願我們能成為

敲鐘者，喚起社會關懷視障群體之心」，讓本會與有心人一起創造真正的共融社會。 

 

 

 

  



活動回顧 

 

2024 年 1 月 6 日 

港島區賣旗日 

協進會港島區賣旗日已於 2024 年 1 月 6 日順利完成。當天賣旗義工共有近 700 人，

其中包括會員逾 100 人。經點算後，旗袋的籌款額約 38 萬元，連同認購金旗及其他

捐款 21 萬元，今次賣旗日共籌得款項逾 61 萬元。今年賣旗日能有此佳績，全賴所

有參與會員和義工們付出的共同努力。 

 

2024 年 1 月 21 日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4 

協進會有幸獲邀參與渣打馬拉松慈善計劃，招募一批視障跑手及領跑員參與半馬及

10 公里賽事，並為協進會籌募經費。他們當中有全失明、嚴重視障，中度弱視，有

部份參加者跑步多年，甚至去過海外參加馬拉松；有人因為工作停跑多年，因為這

次活動，再次聯絡以前的領跑員一齊開始練習，一個機遇令他們都熱血起來。賽事

雖然結束，但我們與視障朋友同行的腳步不會停下。 

 

2024 年 1 月 21 日 

服務中心 45 周年慶典暨協進樂韻贈知音 

為慶祝服務中心成立 45 年，特意舉辦「45 周年慶典暨協進樂韻贈知音」，活動內容

豐富，包括有由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的視障人士粵曲拍和訓練計

劃學員、中樂組成員、西樂組樂隊分別獻唱、愛笑瑜珈班表演、即場按摩體驗、攤

位遊戲及標語創作比賽參賽作品展。當日活動得到眾多會員及公眾人士到場支持，

現場氣氛相當熱烈，在此感謝各位多年來對本會服務的支持，期望將來再跟大家與

眾同樂，一齊實踐社區共融。 

 

2024 年 1 月 27 日 

協力共進義工嘉許禮 

協進會早前舉辦「協力共進義工嘉許禮」，邀請一眾義工到休 CAFE 相聚、享用由視

障咖啡師沖調的咖啡，互相交流過去的義工經驗。席間，執委及同事感謝義工對會

員及協進會工作的支持，介紹各單位服務及未來發展。如大家都有興趣成為協進會

的義工，不妨聯絡我們！ 

 

2024 年 3 月 14 日 

賽馬會「開聲體」體育口述影像服務 – 帆船初體驗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RHKYC) 香港遊艇會帶領一眾視障朋友，坐上由著名騎師

何澤堯先生借出嘅帆船 Dufour 390，由前港隊帆船運動員 - 謝劭傑（Stanley / 叉燒)

掌舵，一同暢遊維港。過程中 Stanley 向會員分享了帆船的基本結構、賽事玩法、及



以往代表港隊參賽時的一點一滴。透過講解及體驗，參加者認識到帆船係一項需要

與天氣及環境高度配合嘅體育項目。希望我們未來有更多機會安排視障朋友體驗多

元化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