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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昭 農
（左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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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優狀元。
圖為他與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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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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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多脂症患者 考前兩度休克

農仔一分勝十優
勵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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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的大女兒沈詠恩，是末屆會
考生之一，考獲八優佳績。昨日她
由母親陪同返拔萃女書院領取成績
單，表示如此 「漂亮」的成績，全
是意料之外。由於父母均為名醫，
她自幼對醫科有較多接觸，亦培養
濃厚興趣，不排除將來報讀醫科。

沈詠恩報考理科九個科目，除
經濟考獲B級，中文、英文、數學
、宗教、會計、物理、化學、生物
均得到A級或5*。她說，平日沒有
花太多時間讀書，臨近考試才加緊
溫習， 「喜歡玩樂多於讀書，自己
懂得處理壓力，凡事盡力而為已經
足夠」。

沈祖堯則表示，他和太太對女
兒考獲佳績十分高興，昨晚已一家
人外出用膳慶祝，他也為女兒送上
親吻。他透露，放榜前夕，女兒和

四位同學到他家留宿，互相勉勵支
持。至於女兒會否參加中六拔尖及
升學去向，他會讓女兒自行選擇，
不會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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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藍田聖言中學的陳智耀和觀塘
官立中學的黃頌然同為色弱學生，獲得考評局
特別安排，在末代會考同摘八優。智耀希望從
商，賺錢報答一直默默耕耘、 「揸巴士」養大
他的老父。

陳智耀自小看東西已分不出顏色，美術勞

作上色常常畫錯，到小六時才被診斷患有色弱
，每當上實驗課時也常看不出化學品的顏色。
他昨天接受訪問時，也要思考片刻，才答出飲
品紙包的包裝顏色。幸好老師在今年會考建議
他申請色弱特別考試安排，獲豁免部分考題，
才獲此佳績。

陳智耀所考八科均摘得 A 或五*，連一向
信心不大的中文和數學也登頂，令他喜出望外
。他計劃參加中六拔尖，現時最大興趣是商業
科目，只為了賺多點錢報答慈父， 「我父親是
巴士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每當我想到父親
駕駛巴士，辛辛苦苦養大我們，我便要努力讀
書，克服色弱，拿到好成績報答他。」

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色弱考生黃頌然，就
讀於觀塘官立中學，在末屆會考中亦摘取八優
，中、英文各卷均奪取五*佳績。他表示，天
生色弱令他不能分辨相近的顏色，如紅和棕色
、藍和紫色。

黃頌然坦言在學習生物和化學科時尤其困
難。 「色弱使我不能分辨實驗結果的顏色，惟
有每次問老師或者同學，把顏色化成文字，在
書本上標示。」他說，色弱不是一個阻力，反
而是一個推動力，提醒自己要考取好成績，期
望可拔尖入讀大學精算系。

兩色弱男生奪八優

女神童江卉君
立志行醫助人

▲
十二歲的江卉君考獲二十四分

佳績 本報攝

沈祖堯女兒獲佳績

▲

香島中學
三位同獲六
優的新移民
學生黎銘傑
（左一）、
羅偉特（中
）及吳偉杰
（右）

【本報訊】新移民考生在末屆會考再
創佳績。香島中學三男生同獲六優，來自
四川都江堰的羅偉特，更勤工儉學捐助家
鄉災民。沙田官立中學九優女生侯柏靜則
不做 「蛀書蟲」，肯定本港教育制度易啓
發學習興趣。

末代會考年，新來港的內地學生成績
突出。香島的羅偉特，○七年從四川都江
堰來港時成績一般，遂下定決心追趕。他
於中四開始 「逼迫」自己回家不看電視劇
，認真做題， 「多做一題，多進一步。」
考前一個月，每日回校溫書，一天做四份
試卷。做題時，更關上冷氣機在炎熱天氣
下鍛煉意志力。

羅偉特來港直升中三，空閒時於快餐
店打工。○八年得知家鄉地震，就將自己

賺得的三千元盡捐災胞。他說， 「從此，
學習生活的目標變明確，不再恍惚，知道
自己是多麼的幸運。」其夢想是考上香港
大學，之後去英國深造。 「我想開一家航
空公司，做一個CEO。」香島中學其餘兩
位六優生是吳偉杰和黎銘傑，皆來自廣東
省。

奪九優的侯柏靜就讀沙田官立中學理
科班。她中三時與母親來港，發現 「香港
的老師鼓勵自發學習，不像內地要強迫做
習作，同學也非常積極，這股濃厚的學習
氣氛，告訴我要更加努力。」她笑言，自
己不是埋頭學習的蛀書蟲，成功多少有賴
讀書的天分，平日愛看歷史書，又會上網
補充知識。

福建中學（觀塘）亦創佳績，所有科

目及格率都達百分之九十七點五，連續二
十九年超過百分之九十二。應屆考生陳嘉
盈奪七優，她對天文着迷，平時喜歡去天
文台看星，經常在圖書館閱讀太空書籍，
但遺憾忙於考試而錯失參加 「少年太空人
訓練營」的機會。

由於缺少分解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酵素而引發罕見的黏多脂症，使戴
昭農 「頭大身小」，脊柱側彎，身材矮小，此類病症患者大約五成有聽力
障礙與輕度智能障礙，而且一般生命不超過三十歲。但昭農懂得把握時光
，珍愛生命，於今年會考報考商業一科，以口授方式，讓老師代筆，只延
時了十多分鐘就完成該科考試，結果考得E，取得一分。

需全日戴呼吸機
在疾病影響下，全日二十四小時俱要戴着呼吸機的農仔，語文能力僅

相當於小四，思維能力則在初中水平，不但聽力較差，視力範圍更僅
限一尺內。照顧農仔三年的甘迺迪中心教師助理劉保來慨嘆，農仔
身體每況愈下， 「返學時間增多，身體變疲勞，臨考前兩個月，
肺活量換氧功能變差，時常因緊張喘不過氣。放學後更發生過
兩次突然休克，幸好他媽媽及時趕到用身體復蘇器將其喚醒。
之後他還要堅持參加會考，平均每日仍花一小時溫書。」劉保
來則協助農仔於醫院完成會考， 「將試題掃描給他看，然後農
仔講出來，我再幫他作答。」

戴太表示，兒子讀書時間不多，只希望他不要放棄，積極
參與。農仔出世便入醫院重症病房，後轉介根德兒童醫院再來
到甘迺迪中心。戴太喜極而泣表示，兒子曾多次進入急救
室掙扎在死亡邊沿，活到現在實屬不易， 「一科達到
合格比獲得十優還難，已經叻過十優仔。」

母喜極而泣讚叻
面對死亡，身處絕境，農仔仍願笑迎挑戰

， 「好想挑戰電腦科，但要先打好中英文基
礎，不敢說有十足信心，但會盡力而為。」
他亦不忘勉勵一眾考生， 「保持積極樂觀
心態，別弄到自己不開心。」劉保來透露
，農仔雖然不夠分升讀中六，但甘迺迪校
方已批准他留校多讀一至兩年。

末屆會考，全港共有九百四十一名會
考生申請特殊需要。本港唯一提供預科的
特殊學校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共有十二名
考生，成績最高的獲十五分，可原校升
讀預科，另有八人考取五分或以上。校
長張志安讚揚考生克服萬重困難，努力
迎考終創佳績，就算成績不理想亦是寶
貴人生經驗。該校今年將有七至八名學
生升中六，亦提供十個轉制重讀學額。

【本報訊】二十二歲的應屆會考生戴昭農是本港唯一罕
見黏多脂症患者，農仔呱呱落地便入重症病房，此後全日二
十四小時俱要戴着呼吸機，會考前更曾兩度休克瀕臨死亡邊
緣。惟他堅韌不拔苦苦支撐，以踏平崎嶇的獅子山下精神迎
戰會考。農仔雖然只報一科且成績僅僅 「及格」 ，但戴母已
是喜極而泣稱 「一科合格已叻過十優仔。」

香島三新移民摘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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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子健平日要以輪椅代步，但憑堅
定意志考得佳績 本報攝

【本報訊】對比十優狀元，身體殘障會考生則需灑下百倍汗水。紅十字
會雅麗珊郡主學校的應屆會考生麥子健，即使下半身癱瘓，以輪椅代步，仍
憑樂觀性格及堅定意志，考取二十分佳績，喜獲 「高考奪A工廠」之稱的沙
田恒生管理學院取錄，冀日後入讀大學會計系。

子健不足一歲時，因頸椎蛛網膜囊胞引致脊髓受壓，下半身癱瘓，兩歲
至今做過多次手術，右手寫字能力亦受影響，但身體缺陷無損其自信及鬥志
，今年會考勇奪二十分，數學科更摘A、會計科亦獲B， 「好開心！成績出
乎意料」。對於新學年入讀恒管須重新適應，子健相信， 「自己適應力強，
轉校問題不太，有競爭才有進步，會盡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以挑戰自我為
目標。恒管校長崔康常形容，子健有自信及樂觀，具備成功要素。校方會加
設配套，如在樓梯加設斜台，改建電腦室的桌椅等。麥太表示，為方便兒子
從九龍城到沙田上學，將申請復康巴士接載。

紅十字會轄下另一特殊學校甘迺迪中心的尹尚賢，會考中國歷史和中國
文學分別考取B和C，將以總分十五分原校升讀中六。懷抱文學夢的他身患
大腦麻痹症，希望升讀中文大學。

輪椅生憑高分入恒商【本報訊】香港中學會考產生史上最年輕的考生！繼十四歲資優生何
凱琳於三年前會考中創下八優佳績後，十二歲的江卉君更連跳兩級，並在
本屆會考獲取二十四分，英文科更是驕人的5*。

個子小小的卉君，曾在將軍澳一條龍直資學校就讀兩年小學，課程相
等於小六及中一程度，十歲時跳級入讀大埔三育中學中四。今年憑會考二
十四分的佳績，取得升讀中六資格。卉君的姐姐，年前在大埔三育中學中
五畢業，當年由中二跳讀中四，現已負笈澳洲。

江卉君坦言， 「曾為會考而放下心愛的鋼琴一年，每一科我都溫得好
辛苦，每一科都盡全力去溫。」她立志成為醫生，以助人為目標，暫未決
定原校升中六或是負笈海外。

談及學習心得時，卉君認為要學好英語便要多聽多看，並表示最愛聽
英文歌和看各類型英文小說。大埔三育中學校長余昌寧坦言，並無特別安
排額外資源栽培卉君，只讓她與其他各科前十名的學生一起參加校內拔尖
計劃，為她進行課餘補課， 「她以過人的天分和努力，用中四一年的時間

追回中二、三的課程，由中四初的前三名，在模擬考試時便躍升成為
全級第一。」他又稱讚卉君溫文有禮，平易近人，與同學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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