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途啟航」為聽障自閉患者做評估
提供助聽器及後續支援跟進 首階段優先服務50個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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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林村谷小區
關愛隊自去年持續跟
進區內一個家庭個
案。41歲的男戶主原

先任職貨車司機，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與太太
育有一女。這名男戶主本身患有家族遺傳性疾病，
在2023年年中身體開始轉差，疾病導致他喪失工作
及自理能力，只能依賴輪椅活動。太太因而需留在
家中照顧患病的丈夫及年幼的女兒，無法外出工
作，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此外，由於男戶主須
定期前往醫院覆診，而他們一家三口租住的居所沒
有升降機，只有樓梯，每次出行對病患及其照顧者
來說均極其艱難，甚至存在安全隱患。面對沉重的
經濟負擔以及疾病帶來種種生活上的困難，一家人
感到彷惶無助，身心均承受巨大壓力，迫切寄望早
日獲派公屋，以減輕一家人的經濟負擔。
居於附近的關愛隊成員得悉這個家庭的情況後，

獲事主同意轉介給林村谷關愛隊跟進。除了進行多
次家庭探訪，了解他們的即時需要及協助提供適切
的支援服務外，關愛隊了解到一家三口迫切需要一
個無障礙及安全的居住環境後，與區議員林奕權攜
手合作擔當溝通橋樑，協助他們向房屋署詳細說明
個案情況。近日輪候多時的一家三口終於獲派公

屋。他們十分感激關愛隊持續的關愛及支援，關愛
隊也替他們感到高興，並祝福他們樂觀積極迎接新
生活。
透過這一個案。我們覺得十分鼓舞，在各方攜手
努力下，令社區上有需要的家庭獲得適切的支援，
亦讓大家明白到鄰里互助的重要性。展望未來，林
村谷關愛隊會繼續發揮關愛助人的精神，讓更多有
需要的居民感受到社區的溫暖與支持。

●大埔區林村谷關愛隊隊長 張育文
（標題為編者所加）

家庭支柱患病陷困境 關愛隊助速「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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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文（右二）在區內介紹關愛隊服務，推動鄰里
互助。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去年
在新界東北水域赤洲發現恐龍化石，經過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專
家初步鑑定，屬白堊紀時期大型年長恐
龍，而香港文物探知館因此設置「恐龍會
客室」，讓市民和遊客可近距離觀看專家
和工作人員清修恐龍化石。特區政府發展
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恐龍會
客室」開放短短兩個月，已吸引超過4萬
人次參觀。
古蹟辦聯同古脊椎所及漁護署在赤洲發

掘了約30塊含恐龍骨骼化石的岩石，最
大長約70公分。發展局與中國科學院古
脊椎所去年10月簽署《關於深化地層古
生物及史前時期遺址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
議》，以開展古生物、古人類及舊石器遺址的科學
研究、樣本整理和鑑定、培訓、交流等多方面合
作。恐龍化石發掘及研究是框架協議下首個合作項
目，相關研究發現將進行專家論證，最終研究成果
會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研究有助建構灣區恐龍故事
甯漢豪在網誌中邀請古物古蹟辦事處人員，以及

香港與內地恐龍專家講解發現恐龍化石詳情，並介
紹「恐龍會客室」設施和公眾活動。其中香港中文大
學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棋指出，這次在香港

發現恐龍化石，可將廣東省的恐龍化石發現延伸至
最南邊，期望繼續做好恐龍化石清修和研究工作。
古脊椎所化石修理技術員張鵬傑則說，這次研究有
助建構香港以至大灣區的恐龍故事，包括了解遠古時
代大灣區一帶生活的恐龍品種、習性和生活環境。
古蹟辦總文物主任蕭麗娟介紹，古蹟辦在香港文
物探知館庭院搭建的「恐龍會客室」，溫度濕度和
照明亮度均有特定要求，並設置「清修區」讓市民
近距離觀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專家和工作人員清
修恐龍化石，在香港是首次有這樣的機會。「恐龍
會客室」並設團體預約導賞服務，並於周末及公眾
假期提供公眾導賞服務。

「恐龍會客室」兩月吸逾4萬客

◀古蹟辦、古脊椎所及漁護署
在赤洲發掘恐龍化石。

甯漢豪網誌圖片

▲赤洲的恐龍化石（紅圈範圍
示）。 甯漢豪網誌圖片

香港聽力學會前會長、峰力香港聽覺中心資深
聽力學家甘炳基昨日在發布會上表示，根據

香港自閉症聯盟2023年的普查，估計香港約有19
萬至23萬名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而歐美最新研
究顯示，每54名自閉症兒童中，便有一人患有聽
力障礙，推算全港有三四千名兒童同時患有兩種
病症，往往令治療難上加難、事倍功半。

幼年未獲支援 影響未來成長
語聲社企聯合創始人及董事長李月裳指出，聽

障問題可靠儀器測出，惟幼童對聲音無反應，很
多時被判斷為自閉症的社交行為導致，忽略了本
身有內在聽力問題，往往出現診斷延遲或服務錯
配情況。研究指出，未能在幼年期獲得適切支援
的聽障兒童，將面臨言語發展遲緩、情緒管理失
衡、學習障礙及社會適應困難等多重挑戰。
甘炳基表示，曾接觸到確診自閉症3年後才發

現聽障的個案，其間孩子被錯誤安置於純自閉症
教育機構，錯失聽覺言語治療黃金期，更因長期
溝通挫敗產生嚴重行為問題，「有個案出生後一

個月已佩戴助聽器，而一般有聽力障礙的兒童於
兩歲前仍未佩戴，對其成長有很大影響。」

兩兒誤診自閉 錯失「黃金時間」
周太昨日在發布會上分享表示，其兩名兒子正
峰與正朗兩歲許仍未懂得說話，異常行為亦屢次
被誤診為僅與自閉症有關，未發現有聽障，導致
言語發展遲緩，三歲半才獲配助聽器並接受聽覺
及言語治療訓練。
其實，兩名小孩只是有自閉行為傾向，非患自
閉症，卻曾被醫生建議接受協康會的特殊教育，
她慨嘆兒子「錯過了許多黃金時間」。
周太說，兩名兒子小一時連一句簡單英文都講
不了，到現在於主流學校就讀小五的他們分別考
得全班第二及第三（全級計成績中等）故感到欣
慰。她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不少家長接受不了子
女患有聽障而逃避，不願尋求協助，寄語他們及

早識別問題，讓子女接受適切跟進服務。
基於不少家庭面對子女有聽障卻難以被發現的
困境，甚至因經濟壓力無法負擔合適的助聽設
備，由峰力香港聽覺中心發起、顧積善堂慈善基
金會贊助的「聲途啟航計劃」會為患有聽障的自
閉症患者/照顧者進行免費聽力篩查與全面聽力
評估服務，並提供個性化的助聽器配備與兩年維
修保養及覆檢服務，以及轉介他們往相關機構跟
進聽覺言語治療訓練。
若參加計劃者的家庭總收入不超過2024年第一
季度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150%（其中二人
家庭為 32,400 元、7 人或以上家庭為 123,300
元），可免費享有個人化助聽器與後續跟進服
務。
計劃的首階段將優先服務50個低收入家庭，並
會於今年底作中期檢討。計劃詳情可致電2311
2928，或電郵至info@phonak.com.hk查詢。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聽力日」，

2020年一項權威期刊的研究指出，自閉症

兒童患有聽力障礙的機率，是非自閉症兒

童的4.7倍，惟聽力問題往往被自閉表徵

蓋過而難被發現，容易導致診斷延誤與服

務錯配 。峰力香港聽覺中心昨日推出為期

約兩年的「聲途啟航計劃」，為有聽力障

礙自閉症的人及照顧者提供精密的聽覺評

估、個人化助聽器，以及後續的家庭及學

習支援跟進服務，首階段將優先服務50個

低收入家庭，符合條件者更可免費享用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想成為合資格
護士，除了在高等院校就讀相關課程，還可以
選擇報讀醫管局轄下三間護士學校的護理學專
業文憑課程。由今日起至8月8日，這三間學
校接受報名，合共提供300個學額，學生修畢
後即符合資格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申請成為註冊
護士（普通科）。有報讀其中一間護士學校課
程的學生表示，在產房的實習經歷中，見證為
人母的堅強及生命的偉大，決定進修做助產
士。
明愛醫院護士學校三年級學生梁佩珊就讀
相關課程前，曾在醫院門診從事助理工作多
年。她表示DSE成績未符資格考上大學，但
受任職護士的朋友鼓勵，她在醫院覓得門診
相關工作，增進對醫院及護士工作的認識。
她後來結婚產子，仍騰出時間報讀相關課
程，並曾在產房實習的過程中見證為母則強
的道理，「聽到BB哭，看見媽媽們的笑容，
感覺做護士是很有意義的事。」梁佩珊續指
透過這些年的實習，感受到做護士的不簡
單。她準備繼續進修當助產士，在整個生育
的歷程中陪伴媽媽們，見證新生命的誕生。

年招300生 暫無意擴學額
根據醫管局數據，截至去年10月底，護士流
失率為7.7%。明愛醫院護士學校校長羅韻詩表
示，由2021年起，醫管局在三間護士學校提供
3.5年全日制護理學專業文憑課程，每年招收300
名學生（每間學校100名學生）。
她介紹，課程特色包括理論教學及臨床實習，
例如安排學生到公立醫院的內科、外科、兒科
等不同病房和部門實習，累積各方面的臨床經
驗。羅韻詩指出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都考慮在公
立醫院工作，畢業生有一半以上累計臨床經驗
後，再修讀學士、碩士學位課程。
至於會否擴充學額，羅韻詩表示需要與醫管局
等部門進行溝通及商量，暫時仍然為每間學校招
收100人，政府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亦對招生計
劃無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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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力香港聽覺中心推出為期約兩年的「聲途啟航」計劃，為有聽力障礙自閉症的人及照顧者提供精密
的聽覺評估、個人化助聽器，以及後續的家庭及學習支援跟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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