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統計處前年的數據顯示，全港約95萬

名兒童當中，平均每5名兒童，就有一童生

活在貧窮境況。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

注會昨日發表報告表示，現屆政府在精準扶

貧方面有所改善，為近5年來最高，但仍低

於合格線。不少兒童住板間劏房7年仍未獲

安置，還有不少家庭節衣縮食。社協建議政

府推出針對兒童貧困的新措施，包括向貧困

學生提供免費早、午餐，為租住不適切居所

有小朋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和臨時房屋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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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曾固執堅持己見 反省悟團隊精神

社署於2001年推出「創業展才能」計劃，透過撥款資助非
政府機構開設小型企業，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德

仔2004年在復康中心社工的推薦下，加入參與計劃的其中一
間社企「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時間一晃就是20個寒
暑，德仔一直勤勤懇懇工作。憶起剛加入社企工作的那段時
光，他表示：「我從最基本的清潔工作做起，然後學習給蔬
果刨皮、切蔬果、加工、跟車送貨等各種技能。」德仔坦
言，剛開始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與人溝通，無論是日常和同
事的交流，還是與訂蔬果的客戶溝通，對他來說都是一大難
題。「我並不是一個很合群的人，我喜歡安靜，不喜歡人多
嘈雜的感覺，也不擅長與人合作。有時候我的想法還比較固
執，不願意接受身邊的人給我的建議。」
為了改變心態，德仔常常自我反省，「我漸漸地意識到團
隊合作在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明白一個人無法完成所有的事
情。在公司，大家就是一個團體，需要互相幫助。我開始虛
心接受上司的工作安排和指導建議，主動與同事溝通，慢慢
地適應，堅持練習。」德仔逐漸克服溝通障礙，工作時更加
得心應手。

克服溝通障礙 成長收穫豐碩
德仔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做事便更有動力。他

每天凌晨兩時半起床，乘搭通宵巴士上班。「我上班後第一
件事就是檢查供應商的貨品，確保貨品的質素和數量。如果
有問題，我會立即聯絡供應商跟進。然後，我會根據客戶的
需求，精心挑選貨品，確保客戶能夠及時收到滿意的貨
品。」面對重複性的工作，他從不覺得煩悶，始終認真對
待。目前，德仔擔任二級生產指導員，除了一些基礎的工

作，他還要指導新學員。然而，面對同樣患有自閉症的學
員，本身不擅長溝通的德仔指導起來並不容易。但他將心比
心，耐心講解，用自己的方式去溝通和理解他們，從而順利
完成工作。
德仔的記憶力特別好，他能夠準確地記着每個客戶的需求

和喜好，確保在挑選貨品時做到準確無誤。這個優點不僅幫
助他自己，也幫助了其他同事。他們常常向德仔請教，如何
更好地記住客戶的需求。
當談到未來的計劃時，德仔的眼神充滿期待：「我希望能
夠學習更多技能，運用在工作上。我也希望社會能夠給予我
們更多的機會和包容，讓我們能夠更好地融入社會，貢獻自
己的力量。」他認為外界可多傾聽自閉症人士內心的想法：
「自閉症人士的內心是很豐富的，只是不懂得表達自己。在
工作中可以耐心地對待我們，讓我們慢慢消化和理解工作安
排，我們同樣有能力完成。」德仔用自己的經歷充分證明，
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和挑戰，殘疾人士只要勇於面對、堅持
不懈，一定能夠走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社署創業展才能計劃資助成立社企 為殘疾人士創造職位

自閉症德仔廿載勤耕
打破溝通障礙實現人生價值

和德仔一起共事長達20年的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業務
經理黃志聰與德仔亦師亦友，
相處的時間甚至多過家人，這
一路走來見證了德仔的成長和
進步。他坦言，自閉症患者在
情緒管理和與人溝通方面比較
弱，他們未必能夠即時理解指
導人員的意思，但只要耐心一
點，講解多次，他們都能夠完
成工作。「德仔剛開始工作時
會因為溝通不順利而情緒失
控，但他會反思自己，非常努
力改進，現在在情緒管理和與
人溝通方面有很大進步。」
他續說，德仔很有上進心，
對待工作非常認真。「我有時
候問他，這樣一直重複工作會
不會覺得煩悶，堅持不下去？
他總是笑着回答不會。我很欣
慰德仔憑藉自己的努力當上了
二級生產指導員，希望他未來
會更好，也希望社企能夠幫助
更多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實現
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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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於2001年推出「創
業展才能」計劃，旨為透過以市場
導向為主的方式，以及直接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
情況。計劃透過撥款最高三百萬元
作為種子基金，資助申請機構開設
小型企業，資助可用作應付開業時
的必要開支，例如裝修和購買器材
的費用，及應付開業首三年的營運
虧損。申請的企業僱用的職員須最
少有半數為殘疾人士，以期為他們
創造更多就業及在職培訓機會。計
劃至今已資助超過140項不同性質
的業務，包括清潔、飲食、專業服
務及零售服務，為殘疾人士創造了
約1,000個職位。

●德仔在「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
服務」工作超過20年。

●德仔介紹蔬果加工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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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展才能創業展才能」」計劃計劃

為殘疾人士
創造約千職位

自閉症讓

許多患者封閉自我，不易

融入社會。但自小患有自閉症的

德仔從未放棄學習和工作，他加入

由社會福利署（社署）「創業展才

能」計劃資助成立的社會企業「創毅

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工作超過 20

年，從最初的實習生，一步一腳印，

現在已晉升至二級生產指導員，不僅

打破溝通障礙，成為新人導師，而且憑藉

自己的努力成功「上車」，擁有自己的物業。

「堅持工作不僅讓我實現了人生價值，也讓家人為

我感到驕傲和自豪。」德仔靠自己努力和堅持，證

明自閉症患者同樣能夠自力

更生、為社會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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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精準扶貧表現5年最高
惟不少兒童蝸居7年未獲安置 社協倡向貧生供免費早午餐

根據統計處資料，2023年全港共有95.5萬名18
歲以下的兒童，當中21.5萬名兒童生活在住戶

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貧窮家庭，有5.3萬名15歲
以下的兒童領取綜援，香港兒童貧窮率為22.5%，
較2013年24.5%兒童貧窮率為低，反映兒童貧窮情
況在過去十年只有輕微改善。

貧童關注政策 蝸居排首位
社協與兒童權利關注會昨日發表報告，兒童權利

大使作為民間兒童權利專員，檢討過去一年香港兒
童問題，分別探討各項兒童政策，並於2024年底透
過兒童權利關注會內5,000多名會員（6歲至18歲）
的討論及投票，投票選出2025年十大貧窮兒童關注
政策。
十大議題及排位如下：一、貧童蝸住籠屋板房劏

房問題嚴重；二、門診預約困難；三、教育承擔不
足，學生資助不足；四、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
困苦；五、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
決；六、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七、缺乏整體
處理兒童貧窮政策；八、申請內地媽媽來港團聚問
題；九、沒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十、新來港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

社協提多招扶助貧童家庭
社協提出系列扶助貧窮兒童家庭建議：一、徹底

解決兒童貧窮問題；創造10萬個適合基層的就業機
會、提高最低工資及立法規管最長工時等；二、推
行扶助貧窮家庭及兒童的補救措施；向中小學生貧
困學生提供免費早餐或午餐、改革兒童發展基金及

先導計劃，持續
跟進貧困兒童成
長進度等；三、
全面支援貧童學
習需要；包括確
保每位兒童有足
夠的網上學習設
備、增加學生資
助金額及涵蓋範
疇等；四、制定
貧窮指標及搜集
兒童貧窮數據；
五、檢討綜援金
額及制度；六、
設立獨立及法定
的兒童事務專
員。
其他建議包括：檢討醫療制度，確保貧童健康

受到保障；改善房屋政策及社區設施；就兒童權
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加強基層兒童照顧，包括

在學校為貧困學童提供全面課後託管及功輔支援
服務，改善社區保姆及課餘託管服務；協助分離
單親家庭媽媽來港團聚；立法禁止歧視新來港人
士。

卓永興巡區 試用「洗街盤」清潔街道
香港文匯報訊 每逢聖誕假期狂歡過後，市面不少地方總
遺留下不少垃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
表示，他於聖誕假期後先後突擊視察走訪尖沙咀彌敦道、佐
敦廟街、旺角花園街、黃大仙盈鳳里及龍翔道和沙田坳道一
帶，還有大埔墟四里（廣福里、大榮里、大光里、大明里）、

灣仔莊士敦道及附近的大王東街、汕頭街、廈門街、石水渠
街、交加里、灣仔道和巴路士街等過往的衞生黑點。該些地方
在特區政府推行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逾兩年後，經改善的環
境衞生都能得以保持，且街道的清潔更勝從前。
卓永興表示，街道潔淨光鮮的背後，食環署同事其實做了
不少工作。他提到日前特地到灣仔港灣道，在不妨礙路過行
人的情況下觀看食環署職員操作高速清洗盤（簡稱「洗街
盤」）清潔街道，更親自落場試用洗街盤 。食環署署長吳文
傑表示，洗街盤的去垢效果顯著，現時已在各區採用，食環署
按街道的行人流量和潔淨程度等因素，制定使用洗街盤進行深
層清潔的優次和密度。
為卓永興等官員示範的芬姐，在開動洗街盤後不消一會，灰
黑的地磚便回復原來的紅色黃色，連路邊的石壆都現出原來的
石色，清洗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再用水沖去起出的污垢殘餘後，
路面變到像新的一樣，清洗前後的對比很大。卓永興稱：「見
到洗街盤如此有效，我也使用洗街盤清潔部分路面，體驗一下
操作的情況。」他指，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是農曆新年，已囑咐
食環署同事用心做好街道清潔，讓市民開開心心地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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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倡過渡屋增丙類入住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 告別劏房行動召集人兼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前日偕同20多名社福
機構負責人或代表，與房屋局副局長戴尚
誠會面，就簡樸房規管制度及過渡性房屋
未來發展，交換意見。與者會關注日後實
施簡樸房制度，如住戶有安置住屋需要，
特區政府會讓他們選擇入住過渡性房屋，
故此建議過渡性房屋增設丙類入住資格。
交流會上，有與會者關注簡樸房日後租
金會較劏房為高，特區政府是否會考慮在
過渡性房屋增設一個類別入住資格，專門
讓因新制度下，沒資格申請公屋並負擔不
起簡樸房租金居民入住。對個別過渡性房
屋項目已有四成住戶已流轉至公共房屋，
有與會者指出，個別新界的過渡性房屋項
目，仍然需要租客入住，其他已入住的項
目，面對甲類住戶將陸續減少，特區政府
除了需要再放寬住戶甲乙類比例外，應該
設立機制，並與營辦機構溝通，以一個較

快的方法，讓簡樸房制度下有住屋需求的
租戶，流轉到過渡屋單位。
過渡性房屋方面，目前已落成的項目已
達48個，提供的單位達1.8萬個，未來兩
年還有近2,800個單位供應。有與會者反
映個別項目的土地，來自發展商，租約期
還有一兩年，過渡屋發展將何去何從，是
否要籌備租戶調遷。另有意見指個別項目
出租率未去到100%，機構要自負盈虧，
要支付差餉地租，當簡約公屋出台後，空
置情況可能更為明顯，要求特區政府檢視
過渡屋的功能定位，必要時考慮給予額外
支援。
鄭泳舜在會面後總結時表示，在過去數
年，不同的過渡性房屋營運機構都做得很
好，除了住屋，還為租戶提供了不同的社
會服務，這類的社會房屋有必要走下去；
期待透過簡樸房制度出台，特區政府可對
營運機構作適度支援，讓他們做得更好。●卓永興日前到灣仔港灣道親自試用「洗街盤」。卓永興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