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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方啟良先生

序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2



政府的康復政策旨在發展殘疾人士的潛能，促進他們參與社交生活，全面融入社群，達

致社會共融。何金容基金亦懷着同一宗旨，在得到善心人何厚鑅先生、何厚鏘先生及何

敬錕先生的慷慨捐助，資助殘疾人士購買復康器材及用品。在過去八年間，基金除了改

善了眾多殘疾人士的起居生活，減輕他們身體的勞損及提昇其活動能力外，更能讓受惠

者感受社會對他們的支持和關愛。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除了積極發展各項切合殘疾人士需要的創新服務及業務外，亦集結了

社會各界的力量，進行配對工作，將社會的正能量，注入殘疾人士的生活當中，讓他們

建立自信，肯定自己以發揮潛能。協會的工作一直得到大家的認同及肯定。

每一位殘疾人士的背後都有不同的扣人心弦故事。透過「容愛人間」﹣何金容基金個案故

事，大家不單能細味他們不一樣的人生，亦能感受他們克服殘障的堅毅精神，以及因接

受他人的愛所帶來的改變。

祝願何金容基金運作暢順，讓眾人的真愛與關懷得以「傳承」再發揮、困難與障礙得以克

服再「蛻變」、心靈和意志得以調適再「展翅」。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方啟良先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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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2012-13)

陳錦元先生, MH

序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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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多年的康復義務工作中，最令我感動和深刻難忘的是我參與何金容基金工作。每

次陪同何厚鏘先生、何厚鑅先生及何敬錕先生探訪何金容基金受惠者時，看到三位何先

生好像長輩般深切提問受惠者有關他們的生活狀況，表露關懷之情，與受惠者講述因得

到基金的幫忙，購買電動輪椅，或一些輔助器材，從而改善社區生活，他們所表露出的

感恩之情，那時真的看不出施與受之分，因為兩者同樣充滿著尊重和喜悅之情！

「作為一位殘疾人士，我們不怕險阻、不怕艱辛，只怕沒有機會。」儘管現今社會已經較

十多年前更接納殘疾人士，但在不同層面上，殘疾人士就得不到和健全人士一樣的機

會。何金容基金正正是給予了一個機會，讓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可以融入社會，盡展所長。

事實上，除了物資和復康器材外，社會大眾也應有好像三位何先生關愛和接納的態度，

這同樣對殘疾人士融入社區有很大的幫助，盼望社會上所有人多點包融，給予殘疾人士

機會，發揮何金容基金慈愛精神，從而推動社會達致傷健共融。

最後，我再次感激何金容基金和何厚鏘先生、何厚鑅先生及何敬錕先生對我們殘疾朋友

的關愛，也多謝基金委員會成員和秘書處的努力，讓每位受惠者都能得到公平，公正和

急切的援助。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2012-13)

陳錦元先生, MH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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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副主席(2012-13)

張偉良先生

序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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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轉眼間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 傷青會 ) 營運何金容基金已接近八年，幫助了接

近三百名貧困的殘疾人士。何金容基金這名字亦已廣為人知，在弱勢社群中種下了少 

福蔭。

回想在 2005 年，當年我是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收到香港社會褔利署助理署長陳肖

齡女士的電話，她說有位善心人想透過傷青會幫助貧困無助的殘疾人士，要求傷青會草

擬有關建議、運作計劃及審批細則待捐款人代表考慮。

我們感到無比光榮及高興得到公眾的信任及機會去幫助社會上被忽略的殘疾人士。因此

我們積極草擬計劃以供捐款人審閱。在獲得陳肖齡助理署長的支持及意見後，我們改善

了計劃及審批細則，希望透過這善款幫助一些沒有政府資助及面對困境的殘疾人士，成

功獲得捐款人代表何厚鏘先生答允，首年捐款 50 萬成立「何金容基金」，開始幫助社會

上因身體殘障或突發事故而影響生活的殘疾人士。

在處理及審批申請時，我們需要獨立及專業人士的幫忙，很高興得到基金捐款人派出代

表，和得到陳肖齡女士及黃文遜醫生鼎力支持，他們自基金開始至今參與審批工作，後

來歷任社會褔利署助理署長 (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 亦幫忙參與審批工作，在此我代表香

港傷殘青年協會向這些支持何金容基金的有心人致以衷心感謝！特別感謝陳肖齡女士及

三位何先生，沒有他們的支持，就沒有何金容基金，亦不能為 200 多位身體殘障或因突

發事故而影響生活的殘疾人士提供適時幫助。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副主席 (2012-13)

張偉良先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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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復康工作者

陳肖齡女士

序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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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的時候，當時我還未退休，仍在社會福利署擔任助理署長的工作。在一次機

緣巧合之下，將已故何金容女士的後人和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連結起來，成立了『何金容

基金』。前者是承傳何金容女士對殘障社群愛護和關懷的社會棟樑，而後者則是充滿活

力，自強不息的殘疾人士自助組織，兩者一拍即合，為有需要幫助的肢體殘疾人士提供

適時的協助和支援，將『何金容基金』溫暖殘障的至善精神發揚光大。

何金容基金運作至今已有八年，很多謝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以義務的方式託管『何金容基

金』，在沒有收取任何行政費用下，讓基金捐款人的一分一毫都全部用在受惠者身上。

我亦感到十分榮幸，可以與各位管理及審批委員會委員一同審批申請個案，委員們無

私、仁愛和專業的審批態度和原則，令每一個個案得到認真和慎重的考慮和評估。

我很高興知道有接近 230 位肢體殘疾人士和他 / 她們的家庭得以受惠，更高興的是他 / 她

們憑藉基金的幫助，可以積極融入社會，突破身體的障礙，重過新生活。在此，我祝願

何金容基金可以繼續發展，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得以受惠。

資深復康工作者

陳肖齡女士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9



骨科專科醫生

黃文遜醫生

序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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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5 年開始，何金容基金不經不覺已運作了八年。這八年間已有超過二百名病人得

到幫助。何金容基金的宗旨是資助一群生活在夾縫中的傷殘人士，使他們重返社區找尋

更有意義的生活。

本書集合了一群受助者的故事，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傷患和際遇，但他們都有

一顆熱愛生命的心。相信他們的故事必能鼓勵更多的傷殘人士重新站起來，融入社會。

在此，更要多謝何氏一家的慷慨捐助和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的無私付出，使計劃得以開展

和順利進行。深願整個計劃能長久運作，讓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得到幫助，傷健一家，邁

向共融。

骨科專科醫生

黃文遜醫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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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基金管理及審批委員會成員 暨
基金捐款人代表

何厚鑅先生  何厚鏘先生 何敬錕先生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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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容基金的所有撥款均需經由基金管理及審批委員會審批和通過，委員會成員由各界

代表所組成，其中不得不提何厚鑅先生、何厚鏘先生和何敬錕先生，三位是既是何金容

基金管理及審批委員會成員，同時亦是基金捐款人代表，為基金營運出心出力。

何金容女士 遺愛人間

談到何金容基金的由來，三位基金捐款人代表娓娓道來成立何金容基金是已故何金容女

士的遺願。何金容女士自幼身體有殘疾，因此深切明白到身體殘疾為日常生活所帶來的

不便，以及心理上的影響。因此，透過成立何金容基金，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殘疾人

士，讓他們可以多走出外接觸社會，成就心中的抱負。

感人個案 真情流露

三位基金捐款人代表表示，每次來到何金容基金的分享會，接觸到受助人，看到受助人

的真情流露，以及對基金的感激之情，均讓他們十分感動。每當聽到受助人訴說因為基

金的幫助使生活上得到很大的改善時，基金捐款人代表皆表示頓時覺得基金的設立很有

意思。

展望將來 幫助更多的人

展望將來，何厚鑅先生、何厚鏘先生和何敬錕先生稱冀望何金容基金能夠繼續發展，把

資助對象由肢體殘疾人士，進一步擴展至包括聽障、視障等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另一

方面，透過出版《容愛人間 -- 何金容基金個案故事》，使更多人能夠認識到此基金，最

終讓所有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均能夠得到幫助。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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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容基金簡介

為紀念已故基金捐款人何金容女士及感謝她對殘障社群的關懷愛護而成立

的「何金容基金」，旨為社會上因身體殘障或突發事故而影響生活的殘疾

人士，支付與復康相關的費用、購買所需的康復用品和儀器及維持生活的

短期經濟援助。

雖然現行的綜援制度已有特別津貼，讓殘疾受助人應付必需的復康及醫療用

品等開支，但現實中並非所有殘疾人士都是綜援的受助者。由於綜援必須計

算家庭入息和資產，故有工作或與家人同住的殘疾人士便往往因為超出入息

或資產上限而無法申領綜援，而動軌逾萬元的復康器材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個

沉重的經濟負擔。

幸而，「何金容基金」的出現，讓有經濟需要的非綜援殘疾人士也可以購買

所需的復康物資及用品，和得到維持生活的短期經濟援助，以協助他們紓

憂解困。現時基金每年的撥款經費達港幣五十萬元。

成立背景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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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及審批委員會成員

主席� 陳錦元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2012-13）

委員  何厚鏘先生  (基金捐款人代表)   

 何厚鑅先生   (基金捐款人代表)   

 何敬錕先生  (基金捐款人代表)   

 何敬康先生   (基金捐款人代表)   

 方啟良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療社會服務)   

 陳肖齡女士   (資深康復工作者)   

 黃文遜醫生   (醫務界代表)   

 張偉良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副主席)   （2012-13）

 戴恩潤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副主席)  （2012-13）

秘書  劉家倫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行政總監)  

資助類別

何金容基金全年接受申請，資助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為復康物資及用品，包括電動

輪椅、輪椅、義肢、家居小型維修及改裝等；第二類為維持短期生活所需費用，包括

短期屋租、一般傢俱及電器用品、搬遷費用、殮葬費及其他特別需要。

申請方法

凡有援助需要的肢體殘疾人士，均可向基金承託機構—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查詢。

電話： 2338 5111  電郵： hkfhy@hkfhy.org.hk

傳真： 2338 5112 網頁： www.hkfhy.org.hk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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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自二零零五年十月成立至今，共批核294份申請，大

部份申請均獲得全數批款，而部份批款更達到港幣三萬元

之申請上限，不少申請人因為基金的幫助得以購買復康用

品，使他們可以突破了身體殘障的局限，增加了活動能

力，重投社會工作，自力更生。這些令人鼓舞的個案，真

正反映出基金創辦人何金容女士遺愛殘障的宗旨。

何金容基金申請情況簡表  
（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申請數量

已批核個案 228

第一類 223

第二類 4

第一類及第二類 1

不獲撥款個案 33

自行取消申請個案 17

轉介至其他慈善基金個案 5

處理中 11

申請個案總數 294

基金報告及統計數字（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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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容基金批核項目簡表  
（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資助費用 / 用具項目 核准申請

電動輪椅 109

手推輪椅 48

復康用品

(如：坐墊 / 坐椅 / 手推車 / 便椅)

59

義肢 3

家居維修 6

其他 3

批核項目總數 228

何金容基金批核款項簡表  
（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單次最大批核金額 $ 30,000.00

批核金額總數 $ 4,231,311.00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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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最難能可貴的地

方在於相互的愛與關懷。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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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總會有遇到苦難的時候，若然這時候有人願意伸出援

手，在苦難中的人便會有多一分力量去闖過難關。我們在得

到別人幫助後，我們自然會學懂去幫助別人，以生命影響生

命，讓「愛」一直傳承下去。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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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鍾佩鈴 媽媽

佩鈴兒時患有大腦痲痺，下肢乏力的她過去一直要依靠手動輪椅代步。
佩鈴於2009年結婚，同年誕下一女，過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只是，
使用手動輪椅的她，面對外出時的障礙，總會倍感吃力。

佩鈴憶述一次到醫院時的經歷，醫院門前的一條長斜路，便足以讓她花
了大半句鐘的時間，結果卻仍停滯不前。斜路事小，面對照顧幼女的工
作，才是佩鈴當下最大的挑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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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謝委員會的人，他們幫了我很多。」

佩玲表示，以前一家人外出，丈夫也不知該照顧她，還是該照顧

幼女。然而，自從有了電動輪椅後，佩鈴外出時已無須丈夫或家

人的協助。以往數日也不會外出一次的佩鈴笑稱，現在一天也可

能會出門數次，現在更可以獨自抱著女兒到公園或遊樂場玩耍，

女兒自此亦經常抱著她，嚷著要媽媽帶她出街。

初為人母的佩鈴，擔子不輕，教女兒功課和與學校聯絡等責任便

成為了她每日主要的工作。養育孩子的工作儘管辛苦，也不夠女

兒的一句無心之言教人泄氣。

「你部輪椅泊成咁樣，阻住我行路！」

不過，女兒其實也是很關心媽媽的。出於好奇，女兒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玩弄媽媽輪椅上的操控桿，因此佩鈴告訴女兒，如果胡

亂操控，媽媽便可能會跌倒，甚至死掉。自此以後，女兒一旦看

見別的小朋友有意把玩媽媽輪椅上的操控桿時，便會出言阻止 

他們。

女兒守護母親之情盡現，相信是佩鈴養育女兒成長的最大原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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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張澤霖 正能量

人類是充滿好奇心的動物，當看到平日鮮有看到的人與事時，便不禁要多
看幾眼，肢體殘疾人士外出時，便往往因此特別受到別人的「關注」。一
般人或許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只是對於經常「被獵奇」的人來說，卻是
非常難受的。患有大腦痳痺症的澤霖，便經常有這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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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啲人成日好似睇馬騮咁睇我個仔。」

澤霖母親憶述澤霖小時候，外出的時候總會被途人投下不友善目

光。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抵受到別人怪異的目光，有人

會選擇低頭迴避，不過澤霖的媽媽卻以另一種「積極」的方式回應。

「你哋企定定睇，唔好一路行一望，因住撞親，我嗰

仔係咪好靚仔？」

充滿自信而又勇敢的回應，反過來讓抱著「獵奇」心態的途人變得

不好意思，使他們急急腳的離開。

相信正是澤霖母親這股正能量感染到澤霖，讓他可以更積極的融

入社區生活。澤霖自小便和媽媽一起到處當義工。在基金的幫助

下，澤霖改用了電動輪椅，使他不用再「等待」別人的幫助，也可

以自己外出。現在，他可以更活躍的參與義務工作，他的

家中更是貼滿了大大小小，由不同機構

所頒發的義工獎狀。

談到這裏，母子二人卻氣憤

的笑指，他們的義工獎狀原

本還有很多，只是被丈夫/父

親當作垃圾棄掉。

失去了義工獎狀固然是可惜，

但他們母子二人臉上的笑臉，

才是世界上最彌足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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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王偉玲 助人自助

或許是出於好意，社會上有部分人覺得殘疾人士很慘，很可憐，把殘疾人
士等同於受助者，認為殘疾人士必需要得到別人的幫助才可以生活。事實
上，殘疾人士一樣可以扮演助人者的角色，偉玲便是其中一個最佳的例子
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24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自幼患有小兒麻痺症的偉玲，不良於行，連上學也有困難。幸

而，得到一群熱心的同學自發到她家裏幫她拿書包，甚至背她上

學。就是兒時這些一點一滴的經歷，感染到偉玲，讓她立志要為

社會出一分力。

「人幫我，我幫人，就好似何金容基金幫我，我去回

饋社會一樣。」

得到何金容基金的資助，偉玲購買了一部電動輪椅，使她可以衝

破身體上的障礙，積極融入社群，回饋社會。

樂天開朗的偉玲熱衷參與義務工作，曾參與的義務工作多不勝

數。有很多人會認為，義工服務只是單方面的付出，不過偉玲告

訴我們，在參與義務工作的過程中她其實也有所得。除了可以充

實生活外，參與義務工作可以接觸和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自己

也會快樂些。好像她在探訪老人院時，看到一些公公婆婆玩得很

開心，自己也會感到高興一樣，從中亦得到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訪問完畢後，傷青會職員告訴我們偉玲是個「好幫得手」的義工，

協會很多的義務工作也需要偉玲代勞。

這時，我們不禁在想：「應該說是協會在幫助偉玲，還是偉玲在

幫助協會呢？」

但可以肯定的是，偉玲彰顯出「助人自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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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敖龍健 憑著愛

15歲的龍健是一名學生，自幼患上張力異常及四肢
麻痺症，說話有一定困難，手筋和腳筋不時會出現
繃緊的情況，情況嚴重時甚至不能上學。雖然龍健
的日常起居需要別人的幫助，但幸運地，他在人生
的旅途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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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幫助過龍健的人中，不得不提的當然是龍健的媽媽，龍健

最初是坐手動輪椅的，因此需要他媽媽的協助才可以外出上學。

在家中，每當龍健的手筋腳筋出現繃緊，便是由他媽媽幫忙拉

筋，讓他的症狀得以舒緩。

至於在學校，龍健最喜歡的是學校物理治療師——楊Sir。龍健表

示楊Sir非常關心他，每次手筋腳筋繃緊時便會找楊Sir協助。而

現時所用的電動輪椅，也是得到楊Sir的轉介，才得以申請何金容

基金購買電動輪椅，亦正因為這部電動輪椅， 方便了他參與社區

生活。

有了電動輪椅後，龍健最經常做的是和他的弟弟一起參與教會的

活動。龍健表示很喜歡教會裏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都很關心和

照顧他，所以希望可以多些返教會禱告和唱聖詩。

縱然龍健身體上的障礙，阻礙了他參與社區生活，但從龍健興奮

的訴說身邊所有關懷和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來看，憑著愛，龍健

的路絕不困苦和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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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廖顯𪋟 珍惜

人總會想追求各種各樣的事物，但其實一段平凡而有愛的人生已是上天的
恩賜。能與喜歡的人拍張照、談上寥寥數句，對年青的顯𪋟而言已經是無
比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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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大腦痲痺及多發性硬化的顯𪋟，日常生活需要使用助行器及

電動輪椅的輔助，顯𪋟透過何金容基金的資助，購得一部電動

輪椅，配合一套可改善坐姿的背墊支援，讓他得已延續快樂的 

人生。

珍惜所有 活在當下

自求學時期便很喜歡古巨基的顯𪋟，一直希望能與偶像說上幾句

說話。時至今天，顯𪋟喜歡偶像的程度有增無減，當他從電腦中

展示與古巨基的合照時，那燦爛的笑容已說明了一切。

追逐所喜愛的事物，看似既簡單又容易，但顯𪋟小小的渴望，卻

叫人別看輕自己所擁有的。每個人的身旁總有數個天使，遇見了

便要珍惜。除了偶像外，顯𪋟在訪問當中亦提及了家人和弟兄好

友，他們都是顯𪋟所重視的人。

現時顯𪋟所希望的是可以積極投入社會工作，雖然找工作並不容

易，但顯𪋟仍希望可以藉此減輕家人的負擔和報答家人養育之

恩。

現代社會物質豐盛，很多東西都看似隨手可得，卻教人容易忘記

我們身邊所擁有的。珍惜所有，才能活得快樂，用愛讓生命展現

璀璨，這是顯𪋟教曉我們的。

29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傳承

郭麗珠 家

自幼患上玻璃骨的郭麗珠女士雙腳乏力，手部關節亦因疾病而變形，她更
同時患有聽力障礙及心臟病，當發力時更會出現氣喘的症狀。郭女士現時
與80多歲的母親同住，年邁的郭伯母需要他人長期照料，這對於肢體活
動能力較弱的郭女士來說是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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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女士多年前已開始使用電動輪椅代步，無奈舊有的電動輪椅耗

損嚴重，外出時容易構成危險，加上家中有長者需要照顧，故她

唯有長時間留在家中，非必要時也不會外出。幸而，在何金容基

金的資助下，郭女士得以更換一部新的電動輪椅，方便她外出。

無形的連繫

另一方面，郭女士亦有一班很好的兄弟姊妹，他們雖然不同住，

但仍不時輪流探望及照料母親，最近更請了一個家傭來貼身照顧

媽媽。

「以前不放心外出，外出也要預先約好有人在家照顧母親，所以

出入也不太方便。」郭女士現在要外出相對輕鬆得多了，閒時亦可

以外出逛街，又或是相約朋友用膳，只是在家傭放假的時候，才

偶爾親自買餸煮飯。

郭女士家中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全家福」，相中各人的笑臉，洋

溢著溫馨的親情。隨著歲月漸長，家庭成員長大後都會離開原來

的家，各自組織新家庭，但家人的聯繫並不會因此而減弱。雖然

大家相聚的時間會減少，但在有需要時大家還是會互相支持，互

相幫助。

這就是陪伴著郭女士成長的家，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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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縱然人各有不同，但我們相信每個人

都應該有同樣的權利和機會，去參與

社區生活。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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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身體上的缺損，殘疾人士難以參與社區生活，但透過基

金的幫助，有需要人士得以添置復康器材，讓受助者跨越身

體的障礙，破蛹而出，蛻變成長。在同一天空下，活出更精

彩人生。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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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李冠杰 新天地 

患大腦痲痺症的冠杰，四肢無力，不能走路，需以輪
椅代步，以往冠杰需要別人的幫助才可以外出活動。
不過，在基金的資助下，冠杰購買了一部電動輪椅，
憑著手部輕微的活動能力來控制電動輪椅，冠杰得以
開拓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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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年青人一樣，年輕的冠杰很喜歡外出四處逛。冠杰興奮地

告訴我們，有了電動輪椅後，自己可以一個人到海洋公園、長

洲、南丫島等這些他以往從未踏足過的地方。以前使用手動輪椅

的時候，出入都要依靠媽媽幫助，所以很少外出，但現在有了電

動輪椅，他可以自行外出而無需別人的幫助。

冠杰的媽媽最初也會擔心冠杰自己一人可否應付得來，所以試過

暗中跟蹤冠杰到海洋公園。

「佢依家好『沙膽』！」冠杰媽媽在旁笑著說。

看似是責備，但話語背後所蘊含的是媽媽對兒子成長的喜悅。

事實上，冠杰外出之路絕不是一帆風順，有好幾次他更因為路面

凹凸不平而發生意外，需要向途人救助，但這些小風波並沒有阻

止冠杰外出的決心，他向我們表示，「希望可以用電動輪椅行遍

整個香港」。

小小願望，看似簡單，但得來不易。

回想以前一星期也不外出一次，到現在每星期可以外出兩、三

次，其實得到改變的並不單只是冠杰，冠杰媽媽亦因為不用再24

小時守候在他身旁，可以多些和朋友見面，生活也變得更自由。

因著電動輪椅的幫助，冠杰和他媽媽都可以去開拓屬於自己的新

天地。

35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蛻變

陳健樂 同一天空下 

試想像如果每次出街，只給你兩小時來回的時間，你
會想去哪裏？或許應該說你可以去哪裏？六歲便患上
肌肉萎縮的健樂，過去使用電動輪椅代步，惟病情持
續轉差，影響了健樂的手部能力，使他連電動輪椅亦
無法操作。隨著身體機能衰退，健樂現在需要依靠呼
吸機協助呼吸，但由於呼吸機的電量只能維持二小
時，所以他每次外出的時間都只得短短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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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出也是一項挑戰

健樂形容每次外出都要提心吊膽，擔心電池耗盡後呼吸機停止供

氧，無法呼吸。由於健樂無法自行操作電動輪椅，使他在生活上

遇到不少的困難。在何金容基金的幫助下，健樂改用了一款方便

家人推動的手動輪椅。這部輪椅便成為了健樂短時間外出的輔助

工具，尤其是到醫院覆診。健樂媽媽每次都要不辭勞苦地推著健

樂外出，讓他可以接觸外面的世界。

身有限．活無限

受到身體及輔助儀器所限，健樂只好長時間留在家中，不過這並

不代表能阻礙健樂的生活。透過互聯網，健樂可以隨時接收外

界最新的資訊和與朋友聯繫，而在家人的協助下，健樂亦得以繼

續外出，雖然每次只有短短兩小時，但健樂還是可以看到蔚藍的 

天空。

難以操作電動輪椅，使健樂的生活遇到不少困難，也許他的生活

確實不能像平常人般自由自在。可是，他和他的家人都沒有因此

而放棄，努力跨越障礙，在同一天空下，活出屬於他們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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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郭錦媚 感恩 

郭女士自幼患上小兒麻痺症，不良於行，長時間使用手叉，使她的身體關節
開始退化，需要轉用輪椅代步。由於身體情況轉差，加上居住環境附近多上
落斜路，郭女士漸難以使用手動輪椅外出，因此決定向何金容基金申請一部
電動輪椅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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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封閉自已到活出精彩人生

郭女士坦言，以前比較封閉自己，亦很少外出，沒有太多社交活

動。回憶起由手叉轉用手動輪椅初期，郭女士表示花了很長的時

間來適應，除了因為社區無障礙設施不完備，更害怕的是別人的

目光。有一次，更被小朋友戲稱她為婆婆，因此心情極不好受。

幸而，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勵，不時相約她外出玩樂，令她更多

接觸社會，變得豁達。 郭女士現在的生活可以稱得上多姿多采。

平日除了工作外，亦會定期回教會，她亦曾參加傷健操、讀經

班、語文班、手工藝班、插花班及書法班等活動。社交圈子更因

此擴闊了，心境亦比以前更見開朗。

可是，由於要長時間使用手推輪椅，令手部酸痛，加上居住的地

方需要上落斜路，身體根本支撐不了，所以難免要減少外出活

動。幸運地，得到何金容基金的幫助，讓她可以購買電動輪椅，

現在她正等待電動輪椅的到來。

感謝與感恩

郭女士期望換了電動輪椅後可以四處行走，擴闊眼界，亦希望可

以出外探望親人和朋友，並參與更多不同的活動，充實人生。與

此同時，郭女士表示很想借今次的機會多謝何金容基金，以及過

去曾幫助自己的朋友，使她可以重新認識自己，認識更多朋友，

認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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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陳懷駿 靠自己 

陳懷駿，今年二十四歲。因為出生時缺氧，導致大腦
痙攣，患上大腦麻痺症，使他自小四肢乏力，行動不
便的他，雖然要以輪椅代步，不過懷駿仍然希望可以
做到凡事「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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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力做到，誰又會想事事假手於人？

懷駿這種「靠自己」的想法源自他媽媽，陳媽媽為了懷駿的將來，

自懷駿小時候便開始鍛練他要「靠自己」。日子有功，現在懷駿

除了晾衫和收衫需要母親幫忙外，出外和洗澡等等生活細節都已

經可以做到「靠自己」。

時刻裝備，等待機會到來

懷駿深信自己智力正常，除了手腳慢一點外，能力不比別人差很

多，相信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正因為相信自己，所以懷駿

毅然放棄到庇護工場打工的機會，希望可以公開就業。只是公開

就業的道路並不太平坦，「我早前曾去了稅務局面試，可是我手

腳慢，失去了機會。」現時懷駿只有一份收入微薄，且工作不太

穩定的兼職，不過他仍沒有放棄，積極裝備自己。懷駿在IVE畢

業後，仍會不時參加傷青會就業服務中心所舉辦的課程來增值自

己。背負著母親的擔憂，懷駿等待社會給他一個肯相信、肯讓他

嘗試的機會來臨。

得到何金容基金的幫助，懷駿得以添置一部電動輪椅，現在外出

也不需要陳媽媽陪伴在身旁照料他，可以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並拉近與社區的距離，繼續努力「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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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徐琴兄 敬業樂業 

要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工作十數年，如果不是出於對這份工
作的熱誠，想信很多人很早便轉換了工作。或許有人會笑
說：「他轉不了工吧！」不過，在香港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
下，相信不工作也不致於會餓死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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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的琴兄是腦痙攣人士，四肢活動能力有限，生活自理很多

時均需要別人的幫助。不過，這並不代表琴兄不可以去實踐自己

的理想和選擇過自己的生活。幾經訓練，琴兄可以運用他的手腕

控制電動輪椅，並且可以運用電腦處理文書工作，開展自己的 

人生。

默默耕耘數十載

琴兄之前的電動輪椅已使用了多年，非常殘舊，已經維修了多

次，維修費用十分高昂。在何金容基金的幫助下，他更換一部新

的電動輪椅，可以繼續參與社區生活。琴兄現時每天都會由大埔

的家中到藍田的庇護工場工作，從事打字的琴兄需要處理包括

中、英在內的不同稿件。在這個崗位工作逾十三年琴兄，思毫沒

有一分對工作怠倦的感覺，更稱沒有轉換工作崗位的想法，敬業

樂業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透過工作，琴兄結識到一班好朋友，閒時可以與他們出外耍樂。

番工努力工作，放工消閒玩樂，在旁人眼中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但對殘疾人士來說，這些「平常事」便足以讓他們更貼近社

會，更進一步融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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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周素蓮 無常 

縱然世事無常，但誰又會想過自己一覺醒來便成為了傷殘人士。

病發前當推拿師傅的周素蓮女士過去經常提醒客人要多注意身
體，卻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一日，突然間心痛入院，昏迷了三
星期，一覺醒來，雙腳卻已經無法走動。一切也來得太過突
然，實教人難以接受。

44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周女士滔滔不絕的講述自己當推拿師時的經歷，如何幫人正骨整

脊，改善困擾多年的痛症，從周女士臉上的笑容，可以看到她

對推拿技術的自信和成就感。只是好景不常， 2011年11月，她

突然因動脈撕裂而導致雙腳癱瘓，一場疾病彷彿奪去她過往的 

所有。

走出鬼門關  更熱愛生命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醫院裡的醫生和護士均指她當時的情況

猶如半隻腳踏進了鬼門關一樣，幸運的是生命救回來，不幸的是

她永遠也不能像昔日的用雙腳走路。不過，她並沒有因此放棄自

己，反而憑著無比堅強的意志，每天到公園做運動，鍛練身體，

讓自己可以早日恢復過來，重過新生活。

在基金的幫助下，周女士在數月前添置了一部電動輪椅，現在她

不用再依靠別人的幫助，可以自己走進社區。周女士表示「能力

範圍上可以的，也希望可以為社區出一點力」，她亦相信做義工

可以讓自己和他人開心些，故計劃日後會多參與不同團體的義工

服務。

生命中雖然並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人在困

苦中仍然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快樂與否，其實還是可以自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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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有很多人都會以同情的眼光來看

待殘疾人士，但他們需要的只是

平等和尊重。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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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即使身體有障礙，只要不

輕看自己，勇敢面對，殘疾人士也可以和「普通人」一樣，追

逐夢想，展翅翱翔，用有限的生命，綻放無限的光彩。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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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余順發  朱美麗 擁抱生命

余氏夫婦自幼均患有小兒麻痺症，因而分別有下肢癱瘓及雙腳無力的狀況。
余先生一直需要使用腳架及拐杖走路，導致雙肩出現痛症，而余太則因為長
期使用手叉及手術後引發手腕無力，使她難以推動輪椅。

由於外出工作及駕車的需要，余先生需要一部較輕便的輪椅作為代步工具，
而余太除了要照顧家庭外，亦同時要外出工作，為了保護現時僅有的手部活
動能力及減輕其膝蓋的疼痛，余太需要一部電動輪椅。透過何金容基金的資
助，余氏夫婦分別添置了一部特別輕便的手動輪椅和電動輪椅，以應付日常
生活的需要。

48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49

容 愛 人 間 何 金 容 基 金 個 案 故 事



展翅

特別輕便的手動輪椅對余先生來說，可以讓他延續熱愛運動的精神，余先生表

示拳擊、劍擊、輪椅馬拉松等都是他的摯愛。余先生解釋該輪椅貼合身形的設

計，讓他行動的靈活性大大提高。隨著日漸摸索，余先生更興奮地展示，現時

只需把腰輕輕一扭，輪椅便能配合往特定的方向行走。他笑言自身與輪椅的配

合令他仿如多了一雙手一樣，行動暢快淋漓，讓人為之驚嘆。

擁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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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來，余太操控輪椅的技術便沒有余先生那麼熟練。不過余先生一路緊緊

陪伴在側，默默地鼓勵太太，使其自信心大增。一部電動輛椅，除了方便她出

外，更讓她與丈夫的距離拉得更近。在他們夫妻二人互相配合下，所散發的是

一種和諧的親密感。

快樂．才是最重要的

余太表示從沒想過自己未過半百就需要以輪椅代步，並坦言自己起初對坐輪椅

也十分抗拒。然而，隨著痛症因使用電動輪椅而漸漸消除，身體狀況反而意想

不到地得到改善，余太因此希望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同路人，「不要拒絕嘗試，

亦毋須介意別人的目光，只要能讓自己的身心感到快樂才最為重要」，這是余

太現在所堅持的信念。余先生在旁補充，「選擇適合自己的輪椅，享受自己的

生活。生活精彩與否，你說，不就是抓在自己手上嗎？放開懷抱，試著擁抱陽

光，開心快樂最重要。」

很多人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生活轉折時，都未必能夠放開懷抱，積極嘗試新事

物，然而，余氏伉儷卻透過輪椅的輔助，擺脫病痛壓力，活出寫意人生。從余

氏夫婦從未間斷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一份自信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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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張蓮珍 照顧者 

談到傷殘人士，很多人或許會想到「要別人幫
助」或「被照顧」等，但這並非必然，張蓮珍女
士讓我們明白到殘疾人士一樣可以肩負起照顧
者的角色。照顧老父和家人起居的責任對張女
士來說當然有難度，但她一樣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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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做到的便要盡力去做。」

自少便患上小兒痳痺症的張女士，需要使用輪椅代步。身體上的

障礙，並沒有使她對人生失去希望，反而更努力生活。她雖然行

動不便，但買餸煮飯等一般家頭細務對她而言經已是手到拿來，

更甚者，就連修理水管這些維修工作亦一樣難不到她。最教人

意想不到的是，張女士要肩負起照顧她家中年近九十歲父親的責

任。張女士認為只要是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的事，便要盡力

去做。因此，不單是家中各人的起居飲食，或是照顧她父親的工

作，張女士亦一一照顧周全。

張女士雖然可以獨自外出，但礙於以前使用手推輪椅非常辛苦，

所以她亦很少出外，但在基金的資助下，張女士添置了一部電動

輪椅，使她的生活變得更多姿多采。張女士表示，現在享有更大

的自由度，可以多認識世界，擴闊眼界。早前她便與家人一起到

長洲外遊和外出看龍舟比賽。未來，她希望可以多參與更多的義

務工作，以自身的經歷去幫助別人。

要照顧家中的老人家，一般人也會感到吃力，可想而知她是多麼

不辭勞苦的去照顧她的父親。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相信用來形容張女士是最好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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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蒲維岳 對抗命運 

蒲伯伯身型健碩，說話中氣十足，誰會想到他已經八十歲了。年輕時因
為一次工業意外，令蒲伯伯斷失左腳。晚年，又因為醫生一次誤診，使
蒲伯伯剩下的右腳也不幸失去。然而，痛失雙腳的他，從未選擇過放棄
生命，反而更堅強面對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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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伯伯坦言，自己亦曾有傷心絕望時，於夜幕低垂下在床前啜

泣，不斷問上天為何自己的人生要如此難過。但每當他想起自己

還有三個兒女要照顧，蒲伯伯便告訴自己要咬緊牙關，繼續活下

去。過去的經歷，令蒲伯伯領悟到，人生總會遇上不同的挑戰，

但我們要學懂「相信自己，接受自己，順着命運，不作多想」，

才能勇敢地活下去。

從容面對    所失去的

憶起舊事，難免會露出哀愁的神情，但蒲伯伯很快又抹去愁容，

再次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的經歷。

失去雙腳後，社會福利署曾建議蒲伯伯入住老人院，但蒲伯伯一

口拒絕。因為他堅持只要自己還有能力照顧自己，便不需依靠別

人照顧。幸而，在何金容基金的幫助下，蒲伯伯添置了一部電動

輪椅，使他出外和生活更為方便。蒲伯伯感謝何金容基金以及過

往曾經幫助他的所有人，他表示沒有大家的支持和幫助，即使有

着再堅定的信念和意志，自己亦未必可以跨過這麼多的難關。

經歷兩次慘痛，蒲伯伯仍能如此豁達，實為大家的榜樣。雖然蒲

伯伯口中經常說到「順着命運」，但在我們眼中，他更像是一個

「對抗命運」的生命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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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葉榮 倡導者

 

自有歷史以來，平等和公義也不是混然而成 ，而是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爭
取和守護著，葉榮便是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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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議員助理的葉榮，自幼四肢

癱瘓，在基金的幫助下購買了一部

適合他的電動輪椅。葉榮表示現時

最希望的是可以殘疾人士的身份，

用設身處地的角度，讓政府明白殘

疾人士的需要。所以每當有殘疾人

士的議題時，他便會爭取到立法會上

發言，又或是約見政府官員，為殘疾

人士發聲。

而在眾多殘疾人士關注的議題中，葉

榮最想改變的又是甚麼？

「將綜援由家庭為單位，改變為個人為單位計算入息。」

葉榮娓娓道來的解釋，綜援受助者享有很多復康用品的資助，

但非綜援受助者便沒有。現時政府以家庭為單位審批綜援，殘

疾人士與家人同住，便很容易因為家人的收入超出上限而無法

申領綜援。有很多殘疾人士24小時都要用上呼吸機，每個月

租用一部呼吸機動輒要二、三千元，若需要一部性能較高的更

要花上八千多元，還未計算尿喉、尿片等復康用品，這些隨時

可以花上家庭收入的一半，為家中各人帶來壓力。在無可奈何

的情況下，有殘疾人士也因此要「選擇」搬出來自己一個住。因

此，葉榮希望可以推動政府改革綜援的審批制度，使所有有需

要人士，都得到幫助。

爭 取 路 上 從 來 不 是 平 坦， 而 且 非 常 漫 長， 亦 不 見 得 人 人

也 會 支 持。 不 過，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葉 榮 所 做 的 事 是 不 會 白 

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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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

阮志雄 走向共融

 

阮志雄，Stanley，多年前因患上骨癌以致雙腳活動能力減弱。Stanley雖
然可以使用手杖來勉強行走數步，但外出時仍然需要靠輪椅代步。儘然
Stanley不良於行，不過他仍然積極參與義工服務，貢獻社會，成績得到
外界的肯定，更於2009年獲選為「十大再生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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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的介紹下，  Stanley於2005年加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但由於當年病情反覆，所以Stanley並沒有參與傷青會的任何活

動。一次，Stanley從傷青會的通訊中認識到何金容基金，基於需

要， Stanley於是提出申請，並獲得基金的資助來購買輪椅。

積極回饋社會   推動無障礙社區

本著回饋社會的想法，除了義務工作外，Stanley亦參與了傷青會

康復政策委員會的工作，為殘疾人士爭取應有的權益。在眾多殘

疾人士議題中，Stanley最特別關注本地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工作，

過去Stanley便巡查過不同公共機構、私人商廈、公共交通交匯

處的無障礙設施。Stanley坦言：「希望幫到人，又幫到自己。」

問到本港無障礙設施值多少分？ Stanley想了想便說：「8分。」

Stanley解釋本港無障礙設施無可否認真的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只

是更多的情況是「做出來交功課，他們根本不明白實際使用者的

需要」。

沒有人會完全明白另一個人，惟有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像Stanley

一樣多走出來，多走進社會，社會上的人才會更明白殘疾人士的

需要，而社會才能達致真正的傷健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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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史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 簡稱傷青會 ) 成立於一九七零年，是一所由殘疾人

士自行管理和決策的政府註冊慈善機構。由於當時殘疾人士在教育、就

業及福利設施方面均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數十位肢體殘疾人士因而組成

傷青會，以推動殘疾人士的福利為目標。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社群的自助組織，除提供由社會

福利署津助的服務項目外，協會亦不斷發展各項切合殘疾人士需要的創

新服務及業務。現時，協會所提供的服務包括賽馬會活動中心、「同路

人」社區及家居支援計劃、就業服務中心及赤柱白普理泳屋等；而社會

企業項目則包括創視設計、傷青花藝舍及傷青動力學堂。透過上述服務

及業務的推行，我們致力協助殘疾人士重建自信、建立社群網絡、提昇

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使他們較易於融入社群。

抱負

凝聚傷青力量，發揚自助精神，透過倡導平等機會，拓展康復服務，營

辦社會企業，達致協助殘疾人士全面融入、參與及回饋社會。

服務宗旨

• 透過殘疾人士於管理、服務提供及互動參與，以切身關懷的態度，

實踐自助助人的理念；

• 推動康復政策發展及公眾教育，達致平等機會；

• 建基可持續概念，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切、創新、優質服務；

• 拓展自負盈虧業務，直接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使其自力更生；

及

• 鼓勵殘疾人士參與義務工作，作出貢獻，促進和諧共融社會。

總辦事處

負責中央行政管理、籌募、康復政策研究及倡導工作。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 16-21 號

電話：2338 5111

傳真：2338 5112

電郵：hkfhy@hkfh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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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活動中心

賽馬會活動中心是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服務，主要為肢體傷殘人士及長

期病患者提供發展性、支援性及社群性服務，協助他們建立自信，擴闊

社交網絡，融入社群。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13號

電話： 2337 9311

傳真： 2338 0752

電郵： wthcic@hkfhy.org.hk

就業服務中心

就業服務中心是協會主要服務之一，中心透過多元化的服務，包括：就

業諮詢、能力評估、技能培訓、就業選配、生產線工作、訂單轉介、工

作隊及自僱支援服務等，務求全面地照顧不同背景的殘疾求職人士的需

要，為他們拓展就業機會，使其自力更生。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8-11號

電話： 2759 6412

傳真： 2756 0310

電郵： supemp@hkfhy.org.hk

「同路人」社區及家居支援計劃

「同路人」社區及家居支援計劃是社會福利署以項目撥款形式津助的其中

一項殘疾人士社區支援計劃。這項服務為6至59歲的肢體傷殘人士或於

特別情況下有服務需要的人士，提供上門暫顧服務，包括簡單個人護理

照顧、護送及陪同就診等。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13號

電話： 2337 9311

傳真： 2338 0752

電郵： wthpo1@hkfh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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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視設計

創視設計於 1995 年創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為顧客提供專業設計

及印刷服務。同時，積極推廣殘疾人士在創意工業上的天份，提供就業

機會讓他們一展所長。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德樓地下 17 號

電話︰ 2338 6736

傳真︰ 2794 3341

電郵︰ firstsense@hkfhy.org.hk

網址︰ www.firstsensedesign.hk

傷青花藝舍

傷青花藝舍於 2002 年成立，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花藝設計和相關零售

業務，藉此為殘疾人士提供專業技能培訓及就業機會。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 14-15 號

電話：2508 1301

傳真：2508 1257

電郵：flower@hkfhy.org.hk

網址：www.flowerworkshop2002.hk

傷青動力學堂

協會與動力學堂致力提供不同種類的歷奇活動予不同年齡的傷、健人

士，透過歷奇訓練讓參加者得到正面的全人成長發展，提升他們的人際

溝通及社交技巧，建立出他們的自信心、自尊感、自我形象和自我價值。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德樓地下 16 號

電話：2338 5133

傳真：2338 5122

電郵：mao@hkfh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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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視設計

創視設計於 1995 年創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為顧客提供專業設計

及印刷服務。同時，積極推廣殘疾人士在創意工業上的天份，提供就業

機會讓他們一展所長。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德樓地下 17 號

電話︰ 2338 6736

傳真︰ 2794 3341

電郵︰ firstsense@hkfhy.org.hk

網址︰ www.firstsensedesign.hk

傷青花藝舍

傷青花藝舍於 2002 年成立，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花藝設計和相關零售

業務，藉此為殘疾人士提供專業技能培訓及就業機會。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 14-15 號

電話：2508 1301

傳真：2508 1257

電郵：flower@hkfhy.org.hk

網址：www.flowerworkshop2002.hk

傷青動力學堂

協會與動力學堂致力提供不同種類的歷奇活動予不同年齡的傷、健人

士，透過歷奇訓練讓參加者得到正面的全人成長發展，提升他們的人際

溝通及社交技巧，建立出他們的自信心、自尊感、自我形象和自我價值。

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邨宏德樓地下 16 號

電話：2338 5133

傳真：2338 5122

電郵：mao@hkfhy.org.hk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傷青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是一所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以服務肢體殘疾人士為主的服務機
構。協會除了提供由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服務項目外，協會亦不斷積極發展各項切合殘疾人士需要的創新服務及業
務，以多元化的服務回應殘疾人士的生活需要，讓他們得以自力更生、全面融入及回饋社會。為此，傷青會每年
需要自行籌募超過三份之二的服務營運經費，希望各位可以慷慨解囊，支持傷青會服務，支持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捐款表格

~ 多 謝 支 持 殘 疾 人 士 服 務 ~

本人/公司樂意支持傷青會：
□ 每月定期捐助；或

□ 單次捐贈以下款項：

 港元 □HK$100　□HK$250　□HK$500　□HK$1,000　□ 其他金額： HK$

捐款方法
□ I.  支票 銀行：

  支票號碼：

                                                                   劃線及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 II. 直接存入戶口 請直接存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匯豐銀行戶口（賬戶： 080-2-065078）。

□ III. 以信用卡捐助 □ Visa             □Master萬事達

  信用咭號碼： 

  有效日期 (月/年)

  簽署：                                                                 日期：                         

* 請將本表格，連同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如適用)一併寄回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總辦事處)， 

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將獲發減稅收據，多謝支持。 

*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將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籌募本會經費、通訊及發出捐款收據之用途，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38 5111與本會職員聯絡。 

聯絡資料
姓名： 先生/太太/小姐**

公司(如適用) ：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
電話︰2338 5111 
傳真︰2338 5112 
電郵︰hkfhy@hkfhy.org.hk 
網址︰www.hkfhy.org.hk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出版日期︰二零一四年三月      出版數量︰2,000 本設計及印刷︰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轄下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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