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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花於1943誕生於吉隆坡甲洞，10歲就患上麻瘋病, 她的父母聽
說麻瘋病患會被警察逮捕，就不讓她去上學。

“當我發現自己的臉上和身體都出現紅斑時，我怕到要死，整
天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有一天，天還沒亮，我阿公就帶我來到希望之
谷。阿公叫我坐下等，他告訴我說要去買東西給我吃，哪裏知道一去
不回。”

等不到阿公回來的新花獨自坐在病樓的走廊，害怕得哭了起來。
天亮時，病樓的工作人員看見滿臉淚水的她，才把她帶去見醫生。

“洋人醫生Dr Molesworth 叫人拿一杯美祿和幾片面包給我吃，
叫我不要哭，他說這邊有學校給我讀書。那時候我身上一分錢也沒
有，一件可以替換的衣服也沒有…… 我只想回家。可是我連搭巴士也
不會。”新花來到這樣一個人煙罕至的院區，一切必須重新適應。

“那時候全部人都怕麻瘋，我阿公把我丟在這裏，我12歲進院
後，家人都沒有來看我，也沒給我寫過一封信。我長大後回去甲洞，
全家人都搬走了，也沒有通知我一聲。”患上麻瘋病讓新花被家人遺
棄，希望之谷成為了她唯一的庇護所。

 希望之谷成立於1930年，是當時規模最大的麻瘋病院
成立於1930年的希望之谷，是當時大英帝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先

進的麻瘋病院，也是世界第二大的麻瘋病院，患者在這裏幾乎與世隔
絕地度過40年被強制隔離的歲月。這裏群山環繞，兩河匯聚，環境幽
雅，對病患無疑是一個優越的療養場所。巔峰時期，這裏住有2千440
個病患，也許每一個人的際遇都不同，但人生路卻諸多起伏，他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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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不 到 阿 公 的 新 花 只 想 回 家 ……

麻瘋病患的庇護所
部分都曾像新花一樣面臨不同程度的孤獨、隔離與歧視等問題。

希望之谷社區概念主要來自特拉維斯醫生（Dr　Travers），他於
1923年被派來文良港的麻瘋兵營當醫生，親眼目睹病患不堪的生活環
境後，倡議使用“開明政策”來創建一個自供自足的社區，以改善病
患的生活條件。他認為，病患雖然在立法上需要被強制隔離，但不應
該把他們當囚犯那樣對待。因此，他提議建造一座沒有藩籬，同時兼
顧病患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社區，讓病患如同外界一樣正常地生活。

希望之谷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y）概念來規劃，是一個開
放的人類聚落，擁有各種設施包括學校、屋子、警局、郵局、米倉、
巴剎、監獄、各宗教場所等和現代醫療設施，患者可以獨立生活，
並有尊嚴的在此享有長期的治療。整個病院占地562英畝，分為住宅
區，行政區和管理區，並有遼闊的土地供院民從事種植活動。院方同
時在院內提供患者教育、培訓和技能學習等機會，使得每個患者都能
充分發掘潛能。希望之谷是英政府落實人道主義的偉大工程，其管理
制度前所未有，是20世紀控制麻瘋病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希望之谷〉需要社會長期資助，如果你願意伸出援手，以下是相關資料。
˙捐款戶头名稱/Majlis Penempatan Sungai Buloh (雙溪毛糯麻瘋病院參議會)
˙戶头／3098473010 (大眾銀行)
˙聯系電話／03-61564223
˙電郵／valleyofhope2018@gmail.com
˙網站／www.valleyofhop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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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希望之谷多年
的院民在院區栽種
花卉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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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讯）由星洲日报推动的“学
生阅报计划”迈入第25个年头，今年将赠送雪隆
区7所华小及1所华中报纸，以培养学生的阅读习
惯。

受惠的8所学校分别是吉隆坡精武华小、崇
文华小、三育华小、康乐华小、循人华小、安邦
二校、南强华小及尊孔华中。各校代表也出席日
前在吉隆坡精武华小举行的赠报移交仪式。

郑福成：盼学生养成阅报习惯

赞助人兼吉隆坡精武华小董事长丹斯里郑福
成致词时表示，智能手机刚发展之初，许多人都
以手机“刷”新闻，省下买报纸的钱，当时他也
跟上这股风潮，甚至在乘搭飞机时发现，部分航
空公司也不再提供报纸给乘客阅读。

“但如今许多人都回头选择阅报，可见报纸
的发展与重要性。”

他说，星洲日报以深入报道方式呈现新闻，
非常适合学生阅读，因此他也希望学生可以爱上
并养成阅读报纸的习惯。

出席者包括崇文华小董事长兼循人华小董事
王发、崇文华小家协理事拿督黄思贤、循人华小
家协主席冯炳海、校长黄緧帷、南强华小校长张
纳妹、家协主席余龙权、三育华小署理董事长池
美花、校长李晓灵、安邦二校校长许慧玉、康乐
华小董事长拿督斯里陈湘发、校长林美琴及尊孔
华中语文科系主任黄雪蓉等。

“学生阅报计划”赠报仪式结束后，众嘉宾与吉隆坡精武华小学生合照。

出席“学生阅报计划”赠报仪式的嘉宾合照。前排左起为冯炳海、余龙权、陈湘
发、王发、许慧玉、张金燕、陈金泉、郑福成、林美琴、黄緧帷、张纳妹、李晓灵、
池美花、黄雪蓉及黄思贤。

郑福成（右起）、陈金泉及张金燕派发报纸给学生阅
读。

鄭福成追加贊助閱報計劃

7華小1華中獲贈星洲

吉隆坡精武华小校长张金燕表示，
报章是生活中最普遍的读物，提

供最直接与广泛的新闻报导。
她补充，随着时代的变迁，报章新闻

的变化越来越多，也是学校里找不到的知
识，更是教师们的良好教材。

“虽然网络的便利，让学生可轻易在
网上取得各种最新资讯，但报章依然是最

实惠的精神粮食，希望学生可珍惜机会，
培养阅报的习惯。”

她说，《星洲日报》的新闻涵盖时事
动态与其他资讯，学生可从中学习到不同
的知识，充实自己。

她也感谢星洲日报多年来与华教、
华社血浓于水，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不
少。

報章成教師最好教材

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理陈金
泉表示，由教育部主催、星洲日报推动的学

生阅报计划在今年迈入第25年，碰巧也是星洲日报的
90周年，实属不易。

他说，该计划主要促使更多学生养成阅报的习惯，进而提
升校园内的阅读风气；对该计划获许多热爱华教热心人士的支
持与各华小校长及教师的积极推动，让他深感荣幸。

“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古人谈学习的5个方面，不管是学习书本知识或某种技能，都要
经过反复训练才能完成。”

他认为，书本的知识不足以应付迅速万变、资讯爆炸的时
代，而报章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让人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最新
资讯及知识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时事的触觉，开拓视野。

他说，与电子媒体相比，报章可说是最经济及最具公信力
的资讯来源，因每则新闻都经过查证处理后才刊登；对学生而
言，谨慎过滤第一手的资讯是一大考验，需丰富的经验或智慧
来处理，报章则省却过滤资讯的冗长过程，也降低电子网络上
的潜在危机。

他表示，郑福成热爱华社及华教，并以身作则、以行动传
达对学生阅报计划活动的支持，他热爱华教的精神更是值得大家学习或
效仿。

他指出，郑福成今年更是主动追加赞助至8所学校的报纸，让更多
学生受惠，也向学生撒下阅读的种子，希望学生不要辜负郑福成的心
意。

盼学生善用赠报

他也感谢教师选择《星洲日报》作为教材，并积极推动该计划的活
动，如每年定期举办的小学时事问答比赛、有奖填字游戏或专辑制作比
赛，让学生增广见闻的同时，也促进了师生的互动交流。

他希望，学生都可以好好利用最经济、资讯来源最方便及最有公信
力的星洲日报，将内容转化成让自己增值的知识资产，成为有知识及竞
争能力强的新一代。

“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及进步才可以跟上时代的改变，因此星洲日
报在2014年推出星洲电子报，让善于利用科技的新生代可通过网络，以
更可靠及准确的管道掌握最新资讯，引领读者走向全新的阅报潮流。”

他说，为了让读者更轻易掌握时代脉搏，星洲日报也推出“星洲日
报即时报”，只要加入订阅，即可每日透过WhatsApp免费得到最新及最
即时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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