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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聽障母做翻譯
逆境成長志更堅

王皓文：更懂弱勢群體困難 盼執教鞭助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訊 申訴專員陳積志率領的訪京
代表團昨日（28日）結束為期三天的行程。
代表團於27日上午到訪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
公室，與室務會成員向斌會面和交流。陳積志
闡述部門最近的主要工作概況，以及未來的策
略性方向，特別是着力調解工作及推動跨部門
協作。
向斌認同申訴專員公署在處理市民投訴及監

察政府行政的角色及工作，認為申訴專員公署
對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可以產生獨特作用。他勉
勵公署繼續以民為本，更好發揮優勢，協助市
民解決困難，改善政府的公共行政，同時擔任
好市民和政府的橋樑角色。
代表團於26日抵京後，先到訪國家監察委

員會（國家監委），與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
國家監委副主任傅奎及多位領導會面。在會談
中，傅奎表示肯定公署的工作及使命，多年來
一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致力促進高效、良政善
治的公共行政。代表團亦到訪國家監察委員會
信息中心了解網絡舉報工作。
27日下午代，表團參觀北京市政務服務中

心，考察當地的政務服務運作，亦到訪北京市
自動駕駛示範區創新運營中心考察自動駕駛科
技最新發展。
昨日上午，代表團參觀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

館，深入學習和感受中國共產黨的卓越成就，
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軌跡和奮鬥故事，以及二十
屆三中全會精神。

申訴專員率團訪京 分別與國家監委及中央港澳辦領導會面

◆申訴專員陳積志（左）在北京與中共中央港澳工
作辦公室室務會成員向斌（右）會面。

◆申訴專員陳積志（左）在北京與中共中央紀委
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傅奎（右）會面。

「給媽媽聽話」是孩子頑皮時最常聽到的警告之一，但在

應屆文憑試考生王皓文的成長路上，這番說話卻有着截然不

同的意思。成長於基層家庭的皓文是聾人的子女，本身聽力

正常，從小就肩負給聽障媽媽「聽話」和翻譯的重任，是媽

媽與外界溝通的重要橋樑。即使成長環境有別他人，皓文卻

不自怨自艾，反而覺得這是加深母子關

係、促使自己更早熟和獨立的人生經歷。

剛過去的大學聯招放榜，皓文更是實現了

媽媽對自己的最大期望，順利考上大學，

新學年他將升讀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課程，

未來希望成為老師，幫助面對成長挑戰的

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今年
10月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立法會議員
陳祖恒聯同香港紡織業聯會及香港紡織商會
代表，於前日（27日）與特首政策組見面，
並遞交紡織及製衣界2024年施政報告聯合建
議書。建議書圍繞「新型工業化」、支援工
商業及中小企發展，以及構建亞洲時裝紡織
樞紐，提出逾70項政策倡議，包括建議政府
成立時裝及紡織發展局作為法定機構專責統
籌行業發展，以及積極透過「文創產業發展
處」，着手與香港時裝協會及業界持份者緊
密合作，為往後每年舉行的時裝周做好長遠
規劃等。

會見特首政策組 交施政報告建議書
建議書中指出，香港是享負盛名的時裝之
都，擁有「走出去」的豐富經驗，可加強國
家及香港與海外業界的聯繫，推進國家品牌
建設、協助「中國製造」品牌擴大國際影響
力。為推進業界高質量發展，紡織及製衣界
建議，政府應調整及改組製衣業訓練局（CI-
TA）為時裝及紡織發展局（FTDC），從創
新科技、品牌發展及時裝設計、供應鏈管

理、可持續發展和培育人
才五大領域，作為法定機
構專責統籌行業發展，更
有效整合支援業界發展的
政策及資源，引領行業改
革，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時
裝紡織樞紐，對接國家紡
織服裝業發展，貢獻國家
新質生產力發展。

年底首辦香港時裝設計周
香港時裝設計周將於年
底首度舉行，香港時裝協
會（HKFC）即將成立。
業界建議，特區政府應積極繼續透過文創
產業發展處，着手與香港時裝協會及業界
持份者緊密合作，為往後每年舉行的時裝
周做好長遠規劃，並期望繼續以創意智優
計劃支持協會及業界工作，舉辦各大時裝
盛事、匯聚國際不同品牌，構建香港成亞
洲時裝品牌交流中心，以品牌建設加快激
發新質生產力。
在推進新型工業化層面，業界指出，紡織

製衣等傳統優勢產業，於推進新技術、新
材料研發和應用表現突出，建議政府應更
善用傳統產業的優勢，多管齊下推進傳統產
業高端化、智能化和綠色化轉型。業界亦建
議政府着力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的競爭力，如
吸引更多企業及品牌來港作智能製造和供應
鏈管理的基地，結合科技、市場及品牌帶動
新型工業化進程，以創新科技帶動產業創
新。

倡建亞洲時裝紡織樞紐 業界提逾70項倡議

易現語言發展遲緩 失聰者子女盼增支援
特稿特稿

◆紡織及製衣界會見特首政策組，遞交施政報告聯合建議書。
業界代表供圖

◆作為聾人
的子女，皓文
坦言會有跟
別人不一樣
的家庭，但他
不認為這是
負面事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攝

◆香港聾人
福利促進會
為聾人的子
女提供一系
列不同服務
及活動。圖
為趣味英語
生活活動。

香港
聾人福利
促進會
圖片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輔導中心會為聾人的
子女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左起：伍天羽、
王皓文、簡綺鑾。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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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並非不能說話，或者完全聽不到。她雙耳中至深度聽
障，有佩戴助聽器，但有戴不代表就聽得清楚，尤其疫情時口

罩阻擋了聲量和口型，媽媽就更難聽懂別人的話。」皓文表示，自己從
小開始就給媽媽充當翻譯，「小時候看到媽媽要用電話進行預約，我已
經識得拎起電話代勞，做得太多，都忘記了實際是從幾歲開始了。」

小時曾感自卑「為何她聽不到」
幫媽媽打電話預約醫生、家長日協助媽媽與老師溝通等，都是皓文

成長路上的「家常便飯」，「但以前試過打去診所，對方一聽見是男
人聲就懷疑我，覺得我呃人。至於一般父母在家長日都會跟老師有好
多嘢傾，我就要幫忙翻譯，每次見家長前都要提醒老師講大聲點及慢
點，以便媽媽聽清楚一點。」
除了要幫助外界了解媽媽的意思之外，協助她接收外界訊息，也是皓
文這名「翻譯員」的重要工作，哪怕是商場做折扣優惠之類的小事，皓
文都要通過智能手機以文字作詳細解釋，才能幫助媽媽了解狀況。
「小時候都有過自卑感，心裏曾經問過『為什麽她聽不到？』『為
何講極都講不明白？』之類的問題，但漸漸成長就覺得自己在家中有
一份使命，希望早些獨立幫輕媽媽。」皓文憶述，小一開始已學會炒
蛋、炒飯之類的簡單料理，閒時會主動幫忙拖地吸塵，加上自己習慣
跟媽媽「行孖咇」充當生活翻譯，母子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好，有時甚
至「不出聲都知大家在想什麽」，充滿默契。

壓力變動力 讀書更勤力
作為聾人的子女，皓文坦言會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家庭，但他不認為
這是負面事情，反而是充實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媽媽聽不到，會令
我覺得『讀唔成書就真係搞唔掂』，而這是很大的動力。」
皓文特別記得，在放榜當天收到成績單的一刻，知道考獲26分，立

刻拍照並傳給媽媽分享，「最初她看不太明白，直至我補了一句『入
到大學』，她就相當開心。」
雖說皓文考獲了穩入大學的成績，但在選科期間也感到迷惘，「主

要是覺得自己無樣擅長，不知道應該讀些什麼。」皓文媽媽看見兒子
苦惱，於是主動聯絡聾福會輔導中心協助，安排社工提供升學指導，
最終皓文決定升讀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系，未來則希望成為一名老師
或社工。
「我覺得自己會更明白幸福家庭不是必然，也更懂得關心不同人的
需要，理解社會不同弱勢群體的困難。」皓文認為，老師或社工可以
直接回饋社會、幫助他人的工作，期望自己的成長經歷，有助鼓勵更
多年輕人積極面對人生。

為皓文母子提供支援服務的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輔導中心
主任簡綺鑾及註冊社工伍天羽
表示，所幸皓文父親是健聽人

士，對兒子學習說話方面仍有一定支持。不
過，對於父母雙方都是聾人的其他家庭而
言，教導子女說話普遍會遇上較大困難，子
女從小在缺乏語境的家庭中成長，容易出現
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然而「聾人的子女」
並未納入特殊學習需要類別，以致他們在言
語治療方面並未獲得足夠支援。個別聾人的
子女甚至會因長期照顧聽障父母而受到過多
壓力，情況值得社會更多關注。
「皓文的情況比較幸運，因為爸爸是健

聽，小時候起碼可以向他學習講話。」伍天
羽表示，中心有不少個案是父母均屬聽障，
難以教導小朋友講話，孩子在3歲至6歲期間
容易會出現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如果出

世是聽障的孩子，他們可以獲資助接受言語
治療，但聾人的子女是因環境缺失而出現語
言問題，目前社會仍未意識到這方面的需
要。」

長期受壓 有人曾想與父母脫離關係
簡綺鑾進一步指出，曾與聽障父母進行家
訪，「見到家裏開了電視，但沒有開聲，他
們的孩子就一直看着無聲的電視節目。可見
聽障父母（管教上）難免會有遺漏，較難掌
握孩子的發聲或表達是否正確，因此幫忙他
們調節管教技巧、安排學習指導等，都是比
較切身的需求。」
伍天羽特別提到，個別聾人的子女未必能
接納自己的身份和家庭，曾有案例是子女由
於長期獨立承擔過多責任，一度想與父母脫
離關係，「如果能像皓文，成長路上有親朋
戚友的介入，聽障者又願意主動尋求社工幫

忙，積極學習不同知識和技能，讓整個家庭
能跟社區、學校、醫院等不同單位聯繫，家
庭氣氛往往可以變得更加正面和積極。」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3名漁護署職員昨日
在酷熱天氣下登大帽山採植物標本，其間高級農林助理
員林建偉昏迷，由直升機送院搶救不治。據了解，該男
子有中暑跡象，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環境及生態
局局長謝展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黎堅明，對林建偉
離世深表哀痛，並向其家屬致以最深切慰問，會繼續與
林建偉的家人保持緊密聯繫，並提供一切適切的支援及
協助，幫助他們渡過艱難的時刻。
男事主林建偉（46歲），生前在漁護署服務超過13

年，主要負責在野外採集植物標本及植物鑑別的工作。
昨晨11時許，當時林與兩男女同事到大帽山郊野公園
採集植物標本，其間同事發現林突然跪於地上，右手觸
地及呼吸急促，報警後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送往東區醫
院經搶救，惜證實不治。
據稱，有人曾見死者手心有紅印，加上林有敏感症，
一度誤以為其被昆蟲咬到。但飛行服務隊為死者急救
時，認為死者有中暑跡象。據了解，警方未發現林身上
有可疑傷痕，其真正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家庭醫生關嘉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夏天是蛇蟲鼠蟻出沒季節，事主上山採取樣本
可謂存在不少危機，加上山林間存有大量物種，不
要說「蚊叮蟲咬」，甚至植物也可能含對人體有害的
毒素。她建議，有過敏的市民無論上山活動或工作，
更要較普通人做足防禦措施，包括穿着有保護性衣
物、戴手套及蚊紗網頭套等，以免不慎接觸到過敏物
質發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