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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星 

 

小海星 
 
 
 
 
 
 
 
 
 
 
 
 
 
 
 
 
 
 
 
 

杜聰畢業於著名高等學府，曾躋身華爾街金融機構，位居要職。後來甘願放棄高薪厚

職，為內地愛滋病患者和家人提供援助。動力的背後是緣於一個海星的故事...... 
 

讓我來說一個海星的故事吧！一位老公公帶孫女到海灘散步，不知何故，成千上萬的海星給沖上岸，

被陽光曬得奄奄一息。老公公把一隻一隻未死的海星拾起，拋回海裏去。孫女感到奇怪：「你只能

拾起那麼少的海星，可是還有那麼多的海星在海灘上，這樣做有用嗎？」老公公說：「我幫不到所

有海星，卻一定幫到被我拋回海裏去的海星。對那一隻海星來說，我的舉動已百分百改寫了牠的生

命。」因此，別低估自己的能力，每一個人都可以為愛滋病患者做一點事！ 

 

一九八二年當我十多歲移民美國時，愛滋病風暴剛在彼邦爆發，我的一位中學老師也是死於愛滋病。

一時間人心惶惶，卻又弄不清是什麼一回事。由那時候，我就開始做義工，幫助愛滋病患者。 
 
全心全意抗愛滋 
 
大學畢業後，我從事金融工作。一九九五年，公司派我回港，我仍然繼續做有關愛滋病的義務工作。

因工作需要，我經常往返內地，接觸到內地的愛滋病情況。來到河南愛滋村，發現四成以上的成年

人都患有愛滋病，發病的發病，死的死，遺下孤兒成群。從沒想過愛滋疫情會在中國如此猖獗，這

令我非常震驚，亦不禁想，如要更切實幫助這群極需援助的人，必須全心全意做好義務工作。結果，

我把正職擱在一邊，全身投入援助內地愛滋病患者的工作。 

 

河南愛滋村的情況有多嚴重？一條村子裏，有幾百人感染愛滋病，每天有十一人死去，其中十人是

愛滋病患者，在另一條村，一個月內就有五人死於自殺，二、三百戶的小孩變成或將會變成孤兒。

受苦的，往往是三代人！ 
 
 

杜聰於平機會一年一度的「無定型新人類」青少年師友計劃活動上，與過百名中學生會面。 



 
 
 
 
 
 
 
 
 
 
 
 
 
 
 

痛苦延續三代人 
 

祖父母本來兒孫成群，大可安享晚年，但因為貧窮，子女相繼賣血維生，結果一一感染愛滋病死去。

有什麼比白頭人送黑頭人更悽慘！老年人還要再次下田，照顧一大堆成了孤兒的孫兒。 

 

富裕地區的愛滋病人有錢買藥物，接受好的治療，病情得到控制。內地貧困的鄉村病人卻無法負擔

昂貴的治療費用，縱然國家已推出「四免一關懷」政策，承諾向愛滋病患者提供有需要的免費治療；

然而「需要」的定義，還得看地區當局決定，患者未必能夠受惠。到頭來，患者因貧窮而死得更快

更慘。身為父母的，患上愛滋絕症更為悽慘。外間的歧視令他們死得毫無尊嚴，而未能好好照顧孩

子更令他們死不瞑目！ 

 

對於小孩，又有什麼比年紀小小已成為孤兒更悽慘！在最需要父母關愛的時候，他們不但失去父母，

連基本的營養和教育機會都沒有，結果變得更貧窮。更甚者，他們不是普通孤兒，而是得不到世人

同情的愛滋孤兒！醫學上，父母患愛滋病而生下來的下一代，本身也感染的機會大約是三分一，生

產後如有醫療栛助機會會更低。稱呼這些孩子做愛滋孤兒其實不恰當，我會稱他們做愛滋遺孤一因

愛滋病而遺留下來的孤兒。 
 
 

愛滋遺孤被歧視 
 

社會對這批兒童存在很大歧視。有組織曾安排七十二個沒有感染愛滋的遺孤，到北京參加夏令營。

聯絡了四十多家旅館，竟沒有一間肯讓他們入住。其中一家肯接待他們的旅館，則開出不准在旅館

裏吃飯的條件。國家反歧視新法例雖然已經正式生效，然而要改變普羅百姓對愛滋病的歧視觀念，

實在艱難，法例未必能在地區層面上執行。 

 

 

 

 

 

 

 

 

 

 

 

 

 

智行基金會為華中地區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提供援助。（圖片來源：智行基金會） 

杜聰出席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關注受愛滋病影響兒童」高層研討會，呼籲社會各界幫助

內地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及倡導保障他們的政策。（圖片來源：智行基金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傷心的個案，故事主角是一名小孩，他的父親死於愛滋病，母親亦不幸感染此絕

症，因此他十分憎恨愛滋病。然而，小孩本身原來同樣感染了愛滋，只是母親一直隱瞞真相，不想

他受到刺激。在接受救濟品時，家中有多少名病患者便可獲發相等份數，但大家都不想孩子生疑，

工作人員於是把救濟品二合為一，變成一份送到他們家中。到了需要用藥的一刻，不可能再隱瞞下

去了。孩子知道真相後，反應十分大，情緒很激動。那一刻，所有人都很難受。 

 

這些事情都是我一直服務於智行基金會的親身經歷。該會的使命，是締造和諧、健康、平等的社會。

成立至今，基金會在營運上時常遇上不同的困難，最大困難是來自吸引人才和籌款壓力。智行基金

會的服務對象是內地人士，因此並不符合香港多個慈善基金和政府的撥款條件，不少私營機構知道

我們的服務是聚焦愛滋病害時就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援助愛滋病人和他的家人，是長遠而持續的

服務，需要延續不斷的善款資助。例如向愛滋遺孤提供教育支援，便不能做一年停一年。因此，明

知部分計劃成效顯著，我們也不敢發展太快。然而，我們又得與時間競賽，要趕快做，否則時機一

過，孩子可能已長大，錯失了讀書機會，更難脫貧。 
 
 

全情投入不言悔 
 

幾年前，一名內地主持訴心聲的電台節目主持人，因抵不住壓力

而自殺。聽到這些事情，我時刻警惕自己要懂得抽離，不要獨力

承擔受助者的痛苦，令自己沮喪或抑鬱，變成能醫不自醫。然而，

這是很難做到的。最大的困局，是我無可避免地不斷重覆目睹愛

滋病人受著痛苦、折磨和遺孤的慘況。每想起這些，半夜裡會突

然驚醒，或無緣無故地傷心起來。因此，我喜歡與人分享和傾談，

過程猶如進行心理輔導一樣，讓自己意識到仍有許多人與我共同

進退。 

 

無休止的困難也曾令我想過放棄。然而，每次看見孩子能健康成

長，生活得到改善，對我來說就是莫大的支持。感謝上天賜予我

幫助別人的機會，假如讓我重來，我想我仍會走這條路，但希望

能早點開始，幫助到更多人。 
 
 
 
  

杜聰榮獲 2006 年度「世界傑出青

年」。（圖片來源：智行基金會） 



「種族共融」攝影比賽 
 

「種族共融」攝影比賽 
 
種族共融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攝影愛好者怎樣透過鏡頭，展現香港多元文化的生活面貌？平機

會及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的「種族共融攝影比賽」共收到 700 份參賽作品，反應踴躍，其中超過

30 份作品來自國內及海外。攝影比賽的目的是透過展示日常生活中的接納包容及多元文化，宣揚

種族共融的訊息。評判包括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平機會委員沙意先生、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總

監楊吉璽先生，以及著名攝影師水禾田先生。平機會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假座海港城展覽大堂舉

行頒獎典禮，並展出優勝作品。 

 

得獎作品： 

 

青少年組 
 

 
 
 
 
 
 
 
 
 
 
 
 
 
 
 
 
 
 
 
 
 
 
 
 
 
 
 
 
 
 
 
 

  

冠軍︰黎慧妍 作品︰共慶中秋 

亞軍︰劉潔卿 作品︰老友鬼鬼 

季軍︰周凱琪 作品︰團結就是力量 



公開組 
 
 
 
 
 
 

 

 

 

 

 

 

 

 

 

 

 
 
 
 
 
 
 
 
 
 
 
 
 
 
 
 
 
 
 
 
 
 
 
 
 
 
 
 
 
 
 
 
 
 
 
 
 

冠軍︰趙金蓮 作品︰食在香港 

亞軍︰張德仁 作品︰我愛肥皂泡 

季軍︰周歡求 作品︰我要出分力 



 
 
 
 
 
 
 
 
 
 
 
 
 
 
 
 
 
 
 
 
 

優異獎 
 
 
 
 
 
 
 
 
 
 
 
 
 
 
 
 
 
 
 
 
 
 
 
 
 
 
 
 
 
 
 
 
 
 
 
 
 
 

季軍︰楊少銓 作品︰入鄉隨俗 

蔡麗娜—跳舞樂 蔡嫣婷—中外共融慶回歸 

彭廣安—追逐 陳兆東—學藝 



 
 
 
 
 
 
 
 
 
 
 
 
 
 
 
 
 
 
 
 
 
 
 
 
 
 
 
 
 
 
 
 
 
 
 
 
 
 
 
 
 
 
 
 
 
 
 
 
 
 
 
 
 
 
 
 
 
 
 
 

黃志強—傳統文化 靳子森—香港加油 

張景棠—文化匯粹齊練 

梁啟俊—飲茶 黃志強—同心協力 



 
 
 
 
 
 
 
 
 
 
 
 
 
 
 
 
 
 
 
 
 
 
 
 
 
 
  

鍾賜佳—清涼世界 文錦豪—開心樂融融 



平等機會融入社群 

 

平等機會融入社群 
 
 
 
 
 
 
 
 
 
 
 
 
 
 
 
 
 
 
 
 
 
 
 
 
 
 
 
 
 
 
 
 
 
 
 
 
 
 
 
 
 
 
 
 
 
 
 
 
 
 
 
 
 
 
 

平機會資助香港失明人互聯會舉辦「無障礙英雄嘉許計劃 2007」，表揚 14 間機構及個人，在推

動視障人士獲得平等機會，及建構共融社會的貢獻。 

香港大學於 2007 年 4 月舉辦平等機會節，以提高教職員及學生對平等機會議題的認識。平機

會主席鄧爾邦先生應邀主持開幕禮，委員會亦藉此機會在校園內設展覽介紹其工作。 



 
 
 
 
 
 
 
 
 
 
 
 
 
 
 
 
 
 

 

 

 

 

 

 

 

  

八間中學的辯論隊參加由屯門區婦女會舉辦的「公平社會齊創造」校際辯論比賽。透過詳

盡的資料搜集及激烈的辯論賽事，參加者對平等機會的概念及反歧視條例都加深了認識。

賽事最終由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奪得冠軍。 



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專區—研討會反應熱烈 
 

 平等機會之友會—會員專區 

 

《在工作場所處理病假及殘疾事宜》研討會反應熱烈 
 
 
 
 
 
 
 
 
 
 
 
 
 
 
 
 

平等機會之友會自 2006 年 10 月成立以來，經常收到會員就病假事宜提出的查詢。因此，平機會

於 2007 年 4 月 25 日舉辦了專為平等機會之友會而設的病假及殘疾事宜研討會，有超過一百位來

自非政府組織和公私營機構的僱主和人力資源從業員參加。 
 

給予病假 

 

平機會社會參與及宣傳專責小組召集人勞永樂醫生向大家解釋簽發病假紙的準則：「醫生是根據臨

床診斷而簽發病假紙給病人的。例如病人身體不適不宜上班，或者需要接受不同的護理如物理治療

等。患有傳染病需要隔離的人也會獲發病假紙。」 
 

何謂殘疾歧視 
 

平機會總平等機會主任（投訴事務）束健銘先生引用本地及海外的案例，向大家列舉處理病假事宜

時構成殘疾歧視的因素，以及僱主的責任。他又引用本港近期一宗有關違法解僱患病教師的案例，

並解釋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的分別。 

 

X 先生於 1998 年起受聘於一間中學，於 2002 年 10 月遭解僱。他工作稱職，曾獲選為「全年最

佳老師」。2002 年 7 月，X 先生被診斷患癌症，要由 2002 年 8 月至 10 月放病假。學校其後因 X

先生無法遵守「不許教師放長假」的規定而解僱他。區域法院裁定學校作出了違法的殘疾歧視行為。 
 

人力資源專家的個案分享 
 

兩位嘉賓講者與會眾分享了他們處理員工病假及工傷個案的經驗。醫院管理局港島西醫院聯網總

經理（人力資源）梁錦玲女士講述一名健康服務助理 A 先生向平機會投訴他被解僱的個案。[1]. 

 

                                                
[1] 為保障投訴人的私隱，與個案有關部分資料已作更改。 

參加者在問答環節中提出了處理個案時遇到的實際問題。 



 
 
 
 
 
 
 
 
 
 
 
 
 
 
 
 
 
 
 
 

梁女士說：「A 先生被診斷出患有嚴重膝部關節炎，未能繼續履行他的日常職務。醫事委員會建議

他接受更換膝蓋手術，但他不接納。鑑於他的健康情況，他獲分配輕便的工作。但他工作時精神並

不集中，經常出錯，與同事關係亦見惡劣。醫院管理層在其後數月用盡各種可行方法遷就 A 先生，

但他都未能達到工作的固有要求。他的表現一直只屬剛合格或不合格，醫院最後只好將他解僱。」 

 

梁女士指出，平機會向醫院索取了若干文件，單是為了預備第一次對平機會的回覆就用了六星期。

梁女士認為，提供給平機會的資料愈詳盡，個案便愈容易和愈快得到解決。研究過所有收集到的事

實和文件後，平機會認為醫院沒有作出違法的行為，最後決定中止調查。 

 

梁女士強調，處理歧視個案可以甚為費時，但以其個人經驗來說，若能提供足夠的資料及理據，就

較易得到合理結果。她認為專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作為僱主與僱員的橋樑，應該確保員工得到

公平、一致和平等的待遇。 
 
 
 
 
 
 
 
 
 
 
 
 
 
 
 
 
 
 
 

另一位嘉賓講者是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經理（人力資源）黃偉華先生。他跟大家分享了的

個案較為簡單，不消一個月便得以解決。應徵者 B 先生收到通知於 2006 年 2 月 6 日開始上班。

可是，由於他在外遊時遇上意外，醫生發出了直到 2006 年 2 月 18 日的病假證明，所以他在 2006

年 2 月 6 日沒有上班。在聘請 B 先生的部門要求下，人事部主任於 2006 年 2 月 11 日通知 B 先

生，他的聘用合約經己失效。於是 B 先生以殘疾歧視為理由向平機會作出投訴。 

互動時間：參加者投票決定講者分享的個案中是否有違法行為。 

平機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和來自醫院管理局的嘉賓講者黃偉華先生、梁

錦玲女士以及平機會總平等機會主任（投訴事務科）束健銘先生。 



 

黃先生選擇進行提早調解。他向與會者解釋這個機制的好處：「提早調解是另一種處理方法，可在

調查前或調查期間進行，並以較短的時間解決問題。」 

 

人力資源部後來成功地說服了聘請 B 先生的部門重新聘請他，個案得以圓滿解決。黃先生總結這

個案時指出：「結果我們發現 B 先生是一名勤奮合作的同事。良好的溝通與關切的態度是成功處理

歧視個案的關鍵。」 
 

加入「平等機會之友會」 

「平等機會之友會」為僱主、人力資源從業員、職場培訓員和負責平等機會事宜的工作人員建

立網絡平台，並向他們提供資訊、培訓及專業意見。會籍由七月起生效，如欲申請加入，請致

電 2106-2155 與張小姐聯絡。 

 
 
 

  



殘疾歧視個案—不公平的優惠 
 

殘疾歧視個案 

不公平的優惠 
 

投訴內容 
 

「為什麼我的兒子要比其他小朋友付出更多費用才能享有旅遊的權利？我

並不是單單為了金錢損失而作出追討，這是原則問題。」潘先生為九歲的

兒子小明因為殘疾而不獲機票折扣優惠而感到不憤。 

 

潘先生夫婦原本打算在復活節假期帶兩名孩子到內地旅行。他們在旅行社

買了四張機票兩張普通價錢的成人票和兩張有折扣的兒童票。潘先生說：

「旅行社知道小明是輪椅使用者後，便告訴我兒童票的三折優惠並不適用。我非常不滿，於是就這

「特殊待遇」直接聯絡航空公司。」 

 

他續說：「跟航空公司代表談了數遍後，他們願意以七折賣機票給我們，但需要簽署一份聲明，表

明航空公司不會就旅途中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故負責。最後我們在原定出發時間前四天得到機票。由

於我們首選的航班已被訂滿，我們惟有將行程延遲一天，以致我們要為預訂的酒店房間支付附加費。 
 
 
委員會的行動 
 
潘先生代表兒子向平機會提出投訴，指航空公司殘疾歧視。

平機會調查員將投訴詳情通知航空公司，並向他們解釋《殘

疾歧視條例》中有關提供貨品及服務的條文。投訴人與答

辯人都同意出席提早調解會議，嘗試解決糾紛。 

 

潘先生要求航空公司賠償機票費用的差額及酒店徵收的附

加費。但他指出更重要的問題：「那些帶有歧視成份的政

策差點使我們的假期泡湯，理應糾正，以確保所有人，不

論是否有殘疾，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航空公司接受潘

先生提出的和解條件，個案得以成功調解。 

 

在會議結束時，潘先生說：「雖然我對航空公司的票價政

策感到失望，但我十分讚賞他們的員工在整個航程中，包

括：機場、航班上，都盡力為我們一家提供協助。」 
 
 
法理依據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任何服務提供者如對殘疾人士給

予較差的待遇，不向該位人士提供某些應享有的利益，或拒絕以相同的條件提供質素相若的服務，

即屬違法。服務的提供適用於零售、酒店、餐廳及空運業等。 

  



性別歧視個案—意想不到的賀禮 
 

性別歧視個案 

意想不到的賀禮 
 
 

投訴內容 
 

嘉嘉在一間貿易公司任產品設計師，公司屬家族生意。她放完產假後復職的

第三天，老闆送上一份「賀禮」，這份「禮」不是賀卡，而是一張最後發薪

支票。 

 

「我們重視合作精神，但自你回來後，我覺得你並沒有盡心盡力，反而只顧

處理一些芝麻小事，例如要搬回自己的舊座位。你可知道你的首要任務是完

成手上的工作！」公司東主的女兒，亦即嘉嘉的上司李小姐說。「其實，李先生早在你懷孕前對你

的工作表現已不大滿意，因此我們不得不解僱你。」 

 

孩子才出生不久，正正最需要支持，頓時失去工作，嘉嘉感到既徬徨又苦惱。她決定向平機會提出

投訴。「這絕對不是芝麻小事。我實在不能在那狹小的空間內好好工作，就連雙腳都動彈不得！放

產假時，我的座位已被替工佔用了。現在，我要求返回自己的工作間，他們卻不理會我。他們不單

沒有體諒我，還怪責我整天黑口黑面。」嘉嘉淚盈盈地說。 

 

她續說：「事實上，當我告訴他們懷孕的消息後，他們對我的態度隨即改變，經常就一些與我無關

的過錯指責我，對我請假做產前檢查又諸多批評。他們的反應令我十分失望，甚至使我覺得我懷孕

為他們帶來很多不便。」 
 
 

委員會的行動 
 

嘉嘉向平機會投訴她的前僱主懷孕歧視，但並沒有投訴

個別上司。平機會把嘉嘉指稱的細節通知她的前僱主。

李先生代表公司回應：「我們已依照法例讓她放產假。

我不明白她指稱的懷孕歧視。」於是平機會調查員便向

他解釋在《性別歧視條例》中與懷孕有關的條文。 

 

雙方都選擇提早調解，以節省時間及避免漫長的調查過

程。嘉嘉要求李先生給她一封推薦信，及作出金錢賠償

以解決事件。可是，雙方一開始時未能達成共識。後來，

經平機會調解員協助雙方客觀討論和解方案的可行性，

李先生最終接受了嘉嘉提出的和解條款，成功地在一個

月內解決了這宗糾紛。 

 
 
 

  



 

法理依據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主基於一名僱員的懷孕而解僱她或給予她較差待遇，即屬違法。僱主在

僱員懷孕期間將其解僱，是明顯的懷孕歧視；然而，在僱員放完產假後解僱她，亦有可能構成懷孕

歧視。換言之，僱員被解僱時是否正在懷孕並不重要。 

 

雖然僱主未必會明確地表明，僱員懷孕是遭解僱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根據間接證據，例如指

責懷孕員工在正常辦工時間內做產前檢查，也能得出合理的推斷。另外，即使僱主的行為沒有違反

《僱傭條例》中與懷孕有關的條文，但按照《性別歧視條例》亦有可能是違法行為。 

  



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 
 
不視而飛 
 

視障探險家巴伯架駛輕型

飛機，從倫敦出發到悉尼，

完成飛行 13,500 英里的壯

舉。58歲來自美國德比的巴伯在

視力正常的副機師哈迪指導下，靠發聲導航

儀器的協助，飛越歐洲、中東、印度及東南

亞。巴伯 20 年前因染上眼疾而失明，他此行

是為慈善團體 Seeing is Believing 籌款，以

協助發展中國家預防致盲眼疾。巴伯近年完

成了多項壯舉，其中包括全球最艱苦的徒步

比賽—橫越撒哈拉沙漠及西伯利亞極地馬拉

松。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1/hi/england/derbyshire/6
606497.stm 
http://www.seeingisbelieving.org.uk/microlight
adventure/press.asp 

 

工作娛樂相得益彰 
 

曾幾何時，出門公幹意味犧

牲寶貴的家庭生活。但隨著

美國職場文化越見靈活，不

少僱主容許僱員自行調節

及安排工作以配合家庭生

活，行政人員帶同配偶及子

女出外公幹亦越來越常見。據美國全國商業

旅行協會指出，美國有 62%經常公幹的人士

表示，每年最少有一次的公幹旅程會加入休

閒元素，當中三分二人更表示會帶家人同行。

這股潮流的出現，源於愈來愈多單親父母、

行政級女性、雙收入家庭、以及一些趁公幹

順道休假的員工。「攜同家人出外公幹的政

策因不同公司而異。」美國全國商業旅行協

會發言人加納提爾拿說。「有些公司鼓勵這

做法，還替員工的家庭尋找住宿地點，目的

是令員工愉快和提高生產力。有些公司雖然

容許這做法，但會要求員工簽署免責書，令

公司不用為任何人在旅程中的意外負責。 
 

資料來源： 
http://edition.cnn.com/2007/TRAVEL/05/07/ki
ds.businesstravel/index.html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殘疾人權利公約》及任擇議定

書於 2006年 12月 13 日在紐約

聯合國總部獲得通過，並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開放供簽署。

這是廿一世紀首條全面性保障人權

的條約，禁止在各領域對殘疾人的歧視，包括公

民權利、訴諸司法的權利、教育、保健、通道及

交通。公約的目的是改變對殘疾人權利的思維，

為全球約 6 億 5 千萬名殘疾人士，把過往以福

利和慈善為本轉變成以權利為本的模式。公約

廣泛分類殘疾人士以納入保障範圍，並重申不

論是那一類的殘疾人士，都必須享有一切人權

及基本自由。 
 

資料來源： 
http://www.un.org/esa/socdev/enable/conventioni
nfo.htm 

 

「新加坡全民一心」促進種族融和 
 

新加坡成立了一個新的全國性

組織，推廣種族共融。「新加坡

全民一心」於今年五月成立，集

合多個現有社區組織的資源，

宗旨是促進社群之間的凝聚

力，不分種族、言語或宗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於「新加坡全民一心」成立典禮上說：「作為多

種族、多宗教的社會，我們一直深明促進不同種

族及宗教間平等互信的需要。一些簡單的事情

如考慮彼此的所需、與別人一起聊天、必要時伸

出援手及一起用餐，已能夠令人另眼相看並留

下深刻印象。」他強調雖然華人社群在國內佔多

數，但這個組織會確保少數族裔能保存自身的

傳統，不會因此而感受到壓力。 
 

資料來源：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singapor
elocalnews/print/278682/1/.html 
http://www.onepeople.sg/ 
 

 

http://news.bbc.co.uk/1/hi/england/derbyshire/6606497.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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