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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毅行 
 

 

 
無獨有偶，「易」字的形象也跟香港島的地形不謀而合，絕妙、絕妙。港島童軍毅行

在港島徑上舉行實是佔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 

 

「易」在甲骨文中的本意是指「蜥蝪」，四腳爬行類動物，要四條腿走路，節奏一致才能行

動，這亦代表著毅行四人一隊，四人同心。 

 

蜥蜴這種動物又稱為「變色龍」，會隨著周圍環境、四時、天氣的變化而改變其膚色。因此

「易」除了代表「適應」之外，也代表改變，變是《易經》的精神所在。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被儒家尊為「五經」之始。 

 

「易」字也可以分拆為「日」、「月」二字，代表陽、陰。對於毅行參加者和工作人員來說，

充份體驗毅行的日與夜。港島童軍毅行在這二十年來也經歷過不同的階段和革新，無時無刻

在整固、尋求突破，跟「易理」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本特刊特意以「易」為題，並藉著易

經裡的幾個卦象介紹毅行的過去、現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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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監賀辭 

 
吳亞明先生 

港島童軍毅行 20 周年特刊 

香港總監獻辭 

 

登山遠足，是童軍成員的基本活動。童軍們不但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樂趣，還可以鍛煉

身體，增加對野外的認識及發展相關技能。 

 

而港島地域的「港島童軍毅行」每年均提供以上的機遇予本會各成員，由 20 年前開始

的個別地域項目，發展到現時的全港參與及帶有社會服務元素的周年童軍活動。 

 

藉着「港島童軍毅行」於今年踏進 20 周年紀念，我鼓勵所有成員繼續支持及參與這項

具有「接受挑戰嘗試」和「為社區作貢獻」意義的活動；我亦非常感謝港島地域各位

工作人員，上下一心地默默耕耘與付出，積極推動這項每年超過 1500 人參加的活動。 

 

我非常高興能夠和各位繼續努力同行。 

謹願「港島童軍毅行」薪火相承，屢創高峰。 

 

香港總監 

吳亞明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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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監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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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港扶輪社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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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

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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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切都是從第一步開始，一步一步地建構出來的。今年 2017 年是港島童

軍毅行二十周年紀念，為此特別出版紀念特刊。港島童軍毅行（以下簡稱毅行）不單是一項行山活

動，也是每年一次讓各童軍兄弟姊妹、社會大眾融入大自然中，身體力行、天人合一。毅行已舉行

過二十次，當中曾經歷不少變革、進步、克服障礙與困難，從中帶動很多人去積極參與。港島童軍

毅行活動於 1998 年開始試辦，於 1999 年正式舉辦比賽，今年已是第二十屆。毅行的舉辦目的是要

促進各童軍支部間的聯繫，鼓勵各童軍成員及領袖多參與遠足活動。二十年過去，毅行的籌備過程

亦經歷了不少階段性的變革，當中有起有跌，回顧二十年的歷史，整個毅行運動正切合了易經裡的

各種卦象。本特刊以易經為題，希望能為各位讀者分享港島童軍毅行這二十年來的點點滴滴，同時

為港島童軍毅行這項源遠流長的活動留下歷史紀錄，帶給各人的回味、反思之餘，也可以在未來的

屆別中帶來啟發和持續發展。 

 

遠足訓練一直都是童軍訓練的其中一個重要項目，其精神是要求成員融入於大自然中，在旅途上要

排除困難、堅持到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參加者通過艱苦鍛練，在路上一直堅持，隊友

們互相鼓勵扶持，會使自己變得強壯、剛毅、進步。參加者又從行山當中，領略大自然的奧秘，明

白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懂得愛護郊野、尊重自然法則，只要堅持行山習慣，乃至變得心腔廣闊、有

容乃大，「地為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多年來的毅行，筆者從大清晨開始工作，親歷大自然的風光

如畫，四時的變化，日夜之交替。整天工作雖然忙碌，終於步行至山頂終點站，途中卻停下腳步，

深深被山頂的絕佳夜景吸引下來，充份地感受到「天人合一」的道理。當你打開本特刊的時候，注

視封面和封底，就會看到一個陰陽圖象。這個圖象共有兩部份：日與夜。無論對於參加者或工作人

員來說，都有著跟我一樣的感受。日的部份以最代表港島徑的龍脊為題，代表著毅行一天的開始。

夜的部份是走到將近山頂終點站時，香港島最美麗的山頂景色，也代表著毅行的一天即將結束。 

 
地域總監關祺先生自 1997 年構思毅行，日不移晷，一眨眼過了二十年。關 sir 在毅行管治中採用了

無為而治的精神，只為團隊提出毅行的兩大目的：薪火相傳、回饋社會，期間從不干預團隊的運

作，始能培育了一群能為毅行出謀獻策的精英能手，關 sir 的高瞻遠矚可見一斑。朗朗乾坤、茫茫蒼

穹，二十年後的今年，如今毅行背後群龍無首，同工們各有本領、盡展所長、寫下毅行光輝歷史，

實要立碑銘鏤。 

 
本特刊分為十三篇，每一篇都被賦予一個易經卦象，其卦象切合有關內容時也帶出一番道理，每一

篇都環環緊扣。在概念篇裡，我們一同重溫毅行的緣起、介紹毅行籌備委員會歷屆主席的事蹟、重

溫毅行在過去二十年的大事。每一篇章的左頁為此篇章的卦象名稱及意義、右頁是毅行沿途的風

景，能令讀者觸景生情。成長篇將詳細講述毅行的發展歷程，在不同階段裡的突破。作戰篇為一個

實用篇章，介紹毅行各個比賽組別、檢查站、非比賽組別等，此章節還提供毅行訓練的小貼士等。

瑯琊榜將列出過去二十年各組別的成績、介紹得獎旅團。凱旋篇將帶領大家重遊山頂，感受一下頒

獎禮的熱鬧氣氛。英雄篇為大家介紹毅行的組織和架構，各部門的工作內容等。家人篇為大家介紹

過去二十年毅行的一眾熱心領袖和英雄人物。回饋篇為大家介紹毅行的合作伙伴和他們所作出過的

貢獻。革新篇為大家介紹毅行過去在比賽中所引入的改革和新元素。攻略篇為大家介紹我們怎樣將

毅行推廣的策略。回顧篇講述毅行的幕後花絮、小故事等。第二十屆籌備委員會主席在「回望過

去、展望將來」中為大家揭示毅行未來的發展方向。最後，我增修了一篇「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

行」，讓大家回到毅行的現場，一同感受毅行的日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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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屈躬下物 先人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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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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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童軍毅行緣起 

第一屆港島童毅行籌備委員會主席關祺總監專訪 

 

    港島童軍毅行踏進第二十載，絕對稱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盛事。關祺總監親手打造這個港島地域

的「品牌象徵」，二十年來從不間斷，說他是「開山祖師」也絕不為過。編輯小隊今天有幸能與關 sir

訪問，聽他徐徐道來多年來活動的發展。 

 

讓成員可以成長的理念 

    「（樂施）毅行者是一項極具意義，同時極具難度的活動。」關 sir 指出 100 公里的比賽對一般

青少年來說的確是個巨大的挑戰，童軍成員難以消受。「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挑戰去訓練成員的毅力及

勇氣，令他們得到成長。一隊人進行長途的遠足，不單純講求個人能力，同時對團隊精神亦有相當

的考驗。如能設法給予成員機會體驗一下就最好不過。」當年的這一個理念，驅使關 sir 構思如何提

供一個強度適中的團隊遠足活動。 

 

 

    （樂施）毅行者以麥理浩徑為基礎，參加者需抱有無比的毅力走過新界北部的天險。香港島亦

有其天險「十二連峰」，加上港島徑上落不如麥徑般大，路程又是麥徑的一半，對青少年來說適合不

過。「港島徑有一大段路程在山腰上，我當時在想，若市民能在山腳市區看到童軍成員一同在山上遊

走的景象，好不壯觀！」 

 

   1998 年，活動第一次舉辦，為了隆重其事，關 sir 特意邀請專人為活動起名，並正式訂名「港島

童軍毅行」。當年幾百名參加者均獲派螢光上衣一件。從大浪灣起步，成員走到大潭時，短暫離開港

島徑，前往大潭童軍中心參加活動的開幕禮。在時任香港總監許招賢先生的主持下，標誌了這活動

的起始。 

 

 

從毅行活動做到薪火相傳 

   童軍運動一直面對不同的難題及挑戰，多年來從事訓練工作的關 sir 亦深明箇中辛酸。「那些年我

們收集所得的數據顯示，童軍至深資童軍這段時間的成員流失率非常高，對整個運動構成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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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若此活動能有效增加童軍支部成員對成為深資童軍的興趣，對延續童軍精神有很大幫

助。」 

    如何透過港島童軍毅行拉近各支部成員關係，費了關 sir 不少心思。當時的初步構思希望童軍支

部成員能透過接觸深資童軍的「大哥哥大姐姐」，感受到他們的活力及成熟，從而激發他們對成為深

資童軍的憧憬。因此，參賽隊伍的組成特定設有條件——每隊必須有最少兩個支部的成員。時至今

日，這項規定未曾變改，跨支部的參與亦已成毅行的特色。 

 

秉承童軍精神回饋社會 

    「竭盡所能」、「對別人要幫助」，關 sir 指誓詞中的這些字句一直無時無刻提醒一代又一代的童

軍成員服務社會的重要性。「作為童軍，行善是義不容辭之舉。將慈善活動融入我們的活動內是一個

良好途徑去服務社會。多年來我們與其他團體合作籌款，包括海港扶輪會這些老伙伴，歷年來的善

款高達五百萬港元。近年又收集罐頭並捐贈予食物銀行。」 

    助人為快樂之本，更令關 sir 感高興的，是童軍對行善的熱誠獲合作團體的一致肯定，是童軍運

動的一大鼓舞。 

 

 

跟上時代的步伐 

    近年國際的童軍運動提倡青年參與決策，關 sir 認同年青人有著獨特的時代觸覺及創意，故需要

給予年青人機會去參與決策。 

    「年青人的創意的確能為活動生色不少。今年我們的活動有宣傳短片及社交媒體直播，全由他

們提出及製作；更有人提出製作『我撐毅行』的這些布橫額，假若我們不給予他們這些機會，這些

具建設性的建議根本不會出現。」 

    由此可見，關 sir 深明童軍活動需跟緊時代步伐的重要性。 

 

 

展望將來 

    回望二十年過去，港島毅行已由當年純粹讓成員體驗長途遠足的活動演變成規模成熟的大型比

賽，活動項目亦新增了 25 公里、15 公里、6 公里及 3.5 公里。不少參加者年復一年報名，每年三月

都要搔「一年之癢」，頗有「不行不舒服」的意味。但運動始終是有益身心的活動，雖然近年增設了

公開組別，但始終公眾的參與成份不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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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身兼業餘田徑總會主席的關 sir 正積極策劃新的發展。「未來希望可以邀請田徑運動員參

加我們的比賽，這對我們將這個活動向市民大眾推廣有著很大的正面作用。」關 sir 指，港島童軍毅

行有極大的發展潛力，他日若能成為公開的社區活動，能有效的宣揚童軍精神體育活動。 

    關 sir 直言，當年的自己是以毅行者為藍本發展出童軍自己的毅行模式，而將賽程改為 100 公里

對他而言依舊是終極夢想。當初我們亦無法想像短短二十年港島童軍毅行能發展至現時的規模，今

天港島童軍毅行已歷經五分一個世紀，祝願關 sir 的理想可早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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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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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薪火相傳、回饋社會 

50 公里比賽組別的參加者以毅行者步行形式，用不多於 13 小時完成 50 公里長的港島徑，展示童軍

於遠足活動中的堅毅和克苦精神。隊伍必須為四人一隊，途經八個檢查站，由大浪浪灣出發，途經 8

公里的路程到達土地灣。之後需走過 8 公里的路程，期間需登上龍脊，抵達大潭道。往後的 4.5 公里

路程平平坦坦，但到達大風坳後需連登畢架山及渣甸山，抵得陽明山莊。之後需沿黃泥涌峽道下

降，轉入布力徑，往中峽出發，完成 7 公里的路程會到達香港仔水塘道。之後沿蜿蜒的山路到達貝

璐道，之後會沿路上升至薄扶林水塘道。最後需登上 499 米的西高山，到達盧吉道，緊接其後的是

平坦的棧道。抵達山頂後，便算完成全程。屬毅行組的成員組別必須為跨支部組合，其中最少一名

成員為童軍支部、另最少一名成員為深資童軍或樂行童軍支部成員。25 公里比賽組別的參加隊伍則

需於 6 小時內完成 25 公里旅程，起點為黃泥涌峽布力徑。途經的檢查站跟 50 公里後段的檢查站相

同。25 公里比賽組別適合幼童軍成員參加。 

活動獎勵： 

50 公里及 25 公里比賽均設冠、亞、季軍獎；得獎隊伍每人獲獎盃乙座。比賽另設第四及第五名，以

茲獎勵，各獎項均會於比賽當日山頂廣場舉行的頒獎典禮中頒發。各隊的每名隊員可獲刻有名次之

掛頸獎牌乙枚。為鼓勵更多童軍成員能體驗毅行者之樂趣，由 2004 年起，凡過往曾參與港島童軍毅

行累積達 3 次、5 次、 7 次及 10 次（無須連續參與），並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均分別於下一年度獲

頒贈嘉許紀念盾乙座。所有行畢全程之參加者均獲贈證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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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說明： 

 

 
檢查站編號 

在此之前所路

經標距柱編號 

檢查站的地

方名稱 

附近名勝名稱 累積行得距離 
(以 50 公里組別計算) 

 
此段路的長度 

站開放時間 

 
最慢可走時速 

站關閉時間 

 
最快可走時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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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歷屆主席 
要籌辦賽事，並不是一朝一夕，當中最大的推力主要核心人物當要就是我們過去歷屆的主席，現在

就由我們向大家逐一介紹。 

 

 

關祺總監，現任港島地域總監。出任第一屆(1998)港島童軍毅行的籌備委員會

主席，時任助理地域總監。關總監也是港島童軍毅行的發起人，積極提倡可以

藉港島童軍毅行活動增加支部之間的聯繫和減少成員的流失。 

 

何德康總監是第二至第九屆(1999-2006)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

地域總部總監和助理地域總監，也是歷任主席中服務時間最長的一位。何總監

積極發展港島童軍毅行，在任期間增設多個組別的賽事和獎項，又增設了非比

賽組別，讓更多成員可以參加此項極具意義的活動。 

 

 

 

黃偉安總監是第十至第十三屆(2007-2010)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

任助理地域總監。黃總監在任期間，積極把活動推向社區層面，在他的協調

下，港島童軍毅行曾與香港防癌會合作及聯合主辦，大大提高活動的知名度，

亦因此參加人數大大增加，並邀請了著名影星作起步和頒獎嘉賓。 

 

關祺 

Frederick Ho 

Edward Wong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grcXu_oLRAhVBm5QKHTzhDMA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HifnczYhBgWq_lQeVZfgU4fJz0KQ&ust=1482330845488773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js7iL_4LRAhXDE5QKHZbCC84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EKHHQK9OZo7XC5M9oQS4eFEYk5WA&ust=1482330905071563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QmpSa_4LRAhVBl5QKHS19D9E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FJIloP2duP8QFs4aTWaHx6AK2QuQ&ust=148233093753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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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翰總監是十四屆(2011)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助理地域總

監。陳總監在任期間積極帶入共融文化，第一次有特能童軍參加 25 公里賽事。

陳總監也推動毅行活動資訊科技化，並推出毅行資訊網站。 

 

 

 

張世華總監是第十五屆(2012)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

員會的主席，時任助理地域總監（港島南區）。張

總監服務於毅行活動多年，並擔任過不同崗位的工

作。在任期間，積極推動毅行活動科技化，於當年

推出為

隊伍配

備全球

定位系統裝置 GPS。張總又為活動作出協調工作，

致非比賽組別的集合及起步地點可以長久已來在置

富廣場進行。 

 

羅永杰總監是第十六屆(2013)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助理地域總

監。羅總監在任期間積極為旅團和地域謀求福利，效法其他社福機構，獲ＸＸ

牌照署批准，參加成員可以進行籌款活動，開啟了旅團和地域的另一個收入來

源。 

 

 

 

曾麗珊總監是第十七屆(2014)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地域總部

總監。曾總監在任期間全情投入社區服務，照顧社會上有需要人士，與食物銀

行合作，在進行毅行活動期間，鼓勵參加者籌募罐頭。曾總監也極發展資訊科

技，於是為毅行活動推出 QR code 掃描、Facebook 專頁和使用航拍機拍攝活動

過程等。 

 

陳文翰 

張世華 

Simon Law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HqoCKgIPRAhXCHJQKHQsbC8U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EDP99te-ifEzqOHdx0hucQUvGw5Q&ust=1482331131570970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_jrqxgIPRAhVBi5QKHdqfAYI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HmkBfNCQ00J6dbjuNchDHdFN_OgQ&ust=1482331254906117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ziMOsrI_RAhWDk5QKHd57D3Q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EGCpNVGPrEUJxKEjsQfonPBOweVg&ust=148275537275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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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光總監是第十八屆(2015)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地域總部總

監。楊總監在任期間積極提倡毅行童軍精神，引入不留痕 Leave No Trace 的概

念，他又與青少年活動署合作，成功爭取到參加者可被確認「山嶺童行」的部

份路段。 

 

 

 

伍尚國總監是第十九屆(2016)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助理地域

總監（維多利亞城區）。伍總監在任期間繼續積極把毅行活動帶入社區，與多

個社會服務機構合作。伍總監又提倡參與「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s of 

Peace）、「全民登山」計劃和「海報追踪」活動等。 

 

鍾震宇總監是第二十屆(2017)港島童軍毅行籌備委員會的主席，時任地域總部總

監。適逢港島童軍毅行舉行第二十屆賽事及慶祝二十周年念，鍾總監積極為活

動籌備多項大型活動和儀式，其中為出版「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行紀念特

刊」。此外，此屆比賽也新加入了兩項新元素。第一項為「15 公里」組別，第

二項是科技組所研發的「Mobile GPS」系統。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fk7u8rI_RAhXLGpQKHQ18Doc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E7NO0F4t3Bv1J-kFEKliYSMoQ1FQ&ust=1482755406109964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0wObbrY_RAhXGFpQKHb9SDIk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about_us/organization/commissioner/index.html&psig=AFQjCNFk1ZKQ7_5_VBXYnhy9LrKnL5X1VQ&ust=1482755723865796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n1a_UgIPRAhXLk5QKHVeZAdIQjRwIBw&url=http://www.hkirscout.org.hk/tc/leader_training/training_team/index.html&psig=AFQjCNGSxZTZsWmpsccgULRz5bKdcrZuHQ&ust=148233132863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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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童軍毅行大事記 
 

1998 試辦港島童軍毅行，開幕典禮設於在大潭童軍中心。 

1999 首屆採用比賽制度，分領袖組和童軍組，路段為整段的港島徑，全長 50 公里、起點

為大浪灣、終點為山頂廣場、時限為 12 至 16 小時完成，分十個檢查站。 

2000 加入 7 公里體驗組，由薄扶林傷健中心出發，有幼童軍及特能童軍參加。 

 

2001 第一次舉辦非比賽組別，由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出發、全長為 6 公里。 

2002 首次設立毅行網站 www.hkirscout-trailwalk.org，並增設制服團隊邀請賽。為讓參加者

掌握更多資訊，首次舉行賽前大會(briefing)。 

 

2003 在港島地域總部地下大堂設置「賽事中心」；毅行參加人數首次突破一千人。 

 

2004 第一次舉辦 25 公里比賽組別，起點為布力徑、終點為山頂廣場；非比賽組別路程改

為 8 公里。第一次舉辦賽前訓練。 

2005 比賽組別加入 25 公里區際邀請組；增設「行錯路」專人解答熱線及隊伍重組服務。 

2006 首次利用地域總部地下大堂電視播放宣傳廣告。 

2007 第一次與香港防癌會合作；因山頂廣場裝修，頒獎典禮移師三樓平台非比賽組別第一

次移師到置富花園平台起步。 

2008 第一次改為三個機構聯合主辦，且各比賽組別增設第四及第五名。50 公里比賽時限改

為 13 小時內完成，領袖組勝出的首兩隊可獲參加樂施毅行者 100 公里；增設小童軍 6

公里組（幼童軍和童軍 8 公里）、防癌會 8 公里組。首次有銀禧區旅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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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各檢查站全面提早開放，取消了檢查站 2a，推出路線指示咭，並改以號碼布取代參賽

証。加入活力組別，供非港島地域人士參加比賽。防癌組 3.5 公里改為在山頂出發，

繞山頂一圈；山頂增設成績結果板。 

2010 因應港島地域總部重建，賽事中心遷往香港童軍中心港島地域臨時總部；終點站首次

使用電腦計算比賽成績，隊伍的進度可在網上公布。編製了危機處理手冊。八號檢查

站由西高山遷往盧吉道。 

2011 查站為各參賽隊伍拍照，隊伍可在網上找回自己的風采。第一次有特能童軍參加 25

公里比賽。 

2012 賽事中心於下午時段遷往山頂廣場。香港防癌會退出，合辦機構改為香港心情行動。

第一次為比賽組隊伍配備 GPS 定位儀。為配合銀鿋區旅團參賽，大會首次提供英文版

的通告和賽事規則。 

2013 使用 GPS 追踪參加隊伍，並把隊的位置即時在 google map 上顯示。第一次舉辦籌

款，旅團可分 70%、地域可分 30%。增設「地域重建精英歡樂毅行」領袖盃，路程為

3.5 公里，結果共籌得$170,000。推出認識樹木手機程式。 

2014 第一次使用 QR code 作掃描，全面取消打咭，並使用航拍機拍攝現場實況。再有隊伍

破紀錄。南華早報專訪比賽 GPS 追踪系統 

2015 設立 Facebook 專頁；首次有青少年代表加入籌委會，增設一世童軍組，心晴行動退

出；首次為食物銀行籌罐頭，共籌得 3042 罐頭，受惠機構為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及

東華三院善膳堂。增設山嶺童軍木製手杖獎項，並加入宣傳不留痕 Leave No Trace 意

識的刀旗/水滴旗。參加隊伍首破 100 隊。 

2016 參與「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s of Peace；推行「全民登山」計劃、「海報追

踪」。比賽組工作人員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第一次有區際隊伍以奇裝異服打扮 

2017 為慶祝港島童軍毅行即將踏入二十周年紀念，特備製作了「港島童軍毅行二十周年紀

念特刊」。此外，比賽組也新加入了「15 公里」賽事，可讓更多童軍成員和領袖參與

比賽。此屆賽事也效法了其他大型賽事，參加者凡完成 50 公里比賽，到終點時皆獲

頒掛頸獎牌一個。童軍運動一向提倡「人與自然合一」，此屆的其中一個重點主題就

是「不留痕 Leave No Trace」。此外，科技組在此年開𧶢了「Mobile GPS」系統，參賽

隊伍只需下載預設程式並開啟使用，大會便開以全程監察隊伍的實時位置，這項發明

大大有助比賽的進度監察和參賽者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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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賽事列表 

屆別 年份 日期  屆別 年份 日期 

第一屆 1998 3 月 1 日  第十一屆 2008 3 月 30 日 

第二屆 1999 3 月 7 日  第十二屆 2009 3 月 15 日 

第三屆 2000 3 月 5 日  第十三屆 2010 3 月 14 日 

第四屆 2001 3 月日  第十四屆 2011 3 月 13 日 

第五屆 2002 3 月 10 日  第十五屆 2012 3 月 11 日 

第六屆 2003 3 月 9 日  第十六屆 2013 3 月 24 日 

第七屆 2004 3 月 7 日  第十七屆 2014 3 月 2 日 

第八屆 2005 3 月 6 日  第十八屆 2015 3 月 15 日 

第九屆 2006 3 月日  第十九屆 2016 3 月 20 日 

第十屆 2007 3 月 11 日  第二十屆 2017 3 月 19 日 

其中有一年應該昰在四月份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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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純陽剛正 萬物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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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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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當年 
 

港島童軍毅行（以下簡稱毅行）是以港島徑為賽道，而龍脊正是港島徑的地標，「龍」正好標誌著毅

行的萌起與發展的不同階段。今年港島童軍毅行己踏入第二十個年頭，一個活動能夠連續舉辦二十

次，說來不易。二十年過去，雖然不算是很長的日子，但是對於當初作仍是表少年參賽的童軍來

說，如今已長大成人，也可能當了領袖。當中的𡚒鬥歷程實在是可以讓人娓娓道來，借古監今。現

在就讓我們一同重溫一下在過去二十年來毅行的發展史。 

 

元亨利貞 

 

港島童軍毅行自 1998 年開始至今，多達 27800 人次參與。當中有不少是幼童軍、童軍和深資童軍。

短短的二十年間，由第一屆的毅行只有 128 人參加，發展成現今每年超過 1500 人的參加紀錄，當中

的發展歷程、港島地域眾人的集體智慧、各工作人員的艱辛努力、各社會賢達的鼎力支持，才能有

今天的努力成果。今天的毅行無論在參加人數／隊伍上、賽事的種類、規模、精細的分工、系統化

的行政工作、報名安排、備受矚目的起步禮和頒獎禮、與社區的聯繫等，都是經過十多年來所累積

一點一滴的經驗、各工作人員不辭勞苦無私的貢獻等。時至今天，賽事已發展為 9 項、另有非比賽

組 3 項；組識架構有兩大會議、共 5 大枝柱、24 個部門，分工極為精細，盡量做到最好。要說起港

島童軍毅行的發展，不得不由 1997 年關祺總監與一眾好友聚會說起。 

 

潛龍勿用 1997 

 

相信有不少童軍朋友或公眾人士也曾聽過「樂施毅行者」（前稱毅行者）這個活動的名稱，亦可能也

有參與其中。在二十年前一班童軍好友，其中包括關祺總監對此活動非常欣賞，認為毅行活動不單

能提高童軍的野外技能，能訓練其刻苦耐勞，不屈不撓的精神，因此便有一個念頭，想把毅行活動

引入童軍活動當中。可是，一百公里的路程對於青少年來說是頗長的旅程，加上麥理活徑的山路是

陡峭險要，對於童軍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怎樣辦呢？1997 年的一個秋天，樂施毅行者剛完結，關

祺總監與幾位地域幹部同事進行了一次「腦震盪」。於是關總監便找來一眾的志同道合共商籌謀。最

後的方案就是「港島徑」。港島地域位處香港島，港島徑也是童軍野外訓練的重要路線之一，當中你

和我都留下了不少腳印。全長五十公里的港島徑起伏不太大，路面也比麥理浩徑較為平坦，實在是

很適合童軍作行山比賽之用。就此，港島地域可否利用天時地利，舉行一個名為「港島童軍毅行」

的活動，英文名稱為 Island Scout Trailwalk。此後，各人便急不及待，立即擬訂舉行日期、路程、賽

規等細節等。 

 

見龍再田 1998 

 

第一屆毅行的籌備委員會主席為關祺總監，並領導何德康總監、佘穗全總監和方富佳幹事等人籌備

活動。當年活動的規模不算很大、組識也比較簡單，籌備委員會只有三個組別：賽事、支援和典

禮。是次活動為實驗性質。3 月 1 日的大清晨，各隊伍在大清晨在大浪西灣集合及出發。各參加者穿

著白色 T 性恤和橙色風衣，浩浩蕩蕩在大浪灣起點出發，場面頗為觸目。各隊伍穿著橙色風衣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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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脊及大潭水塘引水道至大潭童軍中心。 

 

這次的毅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在大潭童軍中心所舉行的開幕儀式。在中心的中央位置大會架

設了一個大型先鋒工程紮作的瞭望台，是次的主禮嘉賓許招賢香港總監和王德良地域總監好不容易

地爬到台中，手持起步炮，鳴聲一響正代表第一屆港島童軍毅行便開始了。除了兩位總監外，大會

也請來了梁安福地域主席一同主持開幕禮。在開幕禮中，關總監向各人道出舉辦毅行的目的和意

義，並語重心長地講出他的鴻圖大計，毅行的未來發展。典禮過後，參加者繼續旅程，向山頂邁

進。是年屆參加者的任務就是要在 16 小時內完成旅程，完成旅程者可獲書，但不計名次。這次毅行

的參加者有 128 人。 

 

此次實驗性的活動實在是非常成功，所有隊伍都能在指定時間完成賽事，於是在其後的檢討會上，

主席和委員便提議把活動改為比賽方式，增加活動的趣味性和認受性等。 

 

 

終日乾乾 1999-2006 

 

所謂萬事起頭難，要把毅行辦成正式比賽，當中的每一細節且決不能有半點輕率。幸好港島地域的

一眾同工擁有豐富的舉辦賽事經驗，又藉著各人的齊心協力，第二屆毅行終可成為正式賽事。由於

1999 年第二屆毅行舉辦正式比賽，簡單的起步禮便在大浪灣舉行，取消了繞道入大潭童軍中心的安

排，難得地域老總每年都親自駕臨主持起步禮。自此屆後，比賽路線便一直維持至今。但檢查站的

數目和位置卻隨著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所變動。1999 年起，檢查站數目為 10 個，包括終點 EP 和

CP2a。所謂的 CP2a 其實是有個小站，地點設於大潭水塘近主霸的地方，目的為防止隊行錯路或走捷

徑。CP2b? 

 

1999 年第二屆毅行只有兩個比賽組別，50 公里領袖組和成員組。這次的比賽競爭性並不激烈，最後

勝出隊伍領袖組為港島第 99 旅及成員組荃灣第 24 旅。 

 

毅行的籌辦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推動更多成員參加遠足活動，因此在 2000 年舉辦 7 公里體驗組，由薄

扶林傷健中心出發，經配水庫沿港島徑至山頂。這次的體驗及後便演變成為非比賽組別。非比賽組

別的概念沿於 50 公里賽程對於很多不習於行山的童軍是非常長的旅程，而毅行這件事情是需要把它

發陽光大的，更需要培養種籽隊出來，於是大家的念頭便是揀選一條適合一家大小的路，而又路程

長度適中的路線，於是便想出了 6 公里的旅程。自這屆開始，毅行每年都請來童軍會以外的社會知

名人士擔任主禮頒獎嘉賓。這屆的嘉賓是警務署長許淇安先生。 

 

自 2001 年起，大會得到香港海港扶輪社的支持，給予我們贙助部份經費，一直至今。非比賽組別於

2001 年舉行首屆的非比賽組，由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出發，步行至薄扶林水塘道，再經港島徑繞過

西高山至山頂。自至之後，每年毅行的整體參加人數大大提升了。是次毅行也相當之有規模，不單

止請來了時任社會福利署林鄭月娥作主禮頒獎嘉賓外，更首次有樂隊在山頂終點站現場演奏助慶。 

 

此外，為推廣毅行這項極有意義的活動，2002 又增設了制服團隊邀請賽，是次共有 X 支外隊參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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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非比賽組別加入了事工，參加者在行山的沿途，需到指定地點找尋事工的答，此舉令參加者真

正融入大自然。此外，守候了多年的聖約翰救傷隊今年終有工作了。是人有兩名參加者在比賽途中

因身體不適而需送院。為答謝多年協助籌辦毅行的工作人員，曾在毅行服務滿 3 年、5 年和 7 年的同

工。時光飛快，七年也過去了，於是便增設了 10 年獎；自此也一路增加年份，統稱為「357 年獎」。

為隆重其事，毅行於 2002 年開始，把此獎項於山頂頒獎典禮中頒發。 

 

2003 年對於很多香港巿民來說記憶猶新，當年香港和周邊地區爆發非典型肺炎，簡稱 SARS。為防範

SARS 擴散，香港童軍總會於 3 月 28 日發出通告，指導總會轄下各單位停止所有活動、集會與訓練，

直至另行通告。幸好 2003 年毅行的舉行日期是早於這項行政措施，否則毅行就必須停辦一次。同事

們憶述當年的毅行也沒有什麼特別，未見報名參加人數不單止沒有減少，還首次突破一千人參加。

有參加者更表示戶外郊遊更有助增強抵抗力。 

 

參加毅行成員組的最低年限是滿十三歲。為讓較年輕的童軍成員也可以參與毅行比賽，大會便於

2004 年首次加入 25 公里比賽項目，起點為布力徑開始。各參加者首先會在港島地域總部集合，然後

再乘搭大會安排的旅遊車到布力徑 25 公里起點。同年，非比賽組別由 6 公里增加至 8 公里，成員需

繞西高山路段再前往山頂終點站。翌年 2005 年大會再增設區際接力賽，賽制為港島地域每區可以派

4 至 16 名代表，最少一名政務委員或區職員，而成員代表必須包括有區領袖、政務委員和旅團領

袖，作接力比賽。可是，自推出 25 公里組別後，賽事中心就變得忙過不定，事因是參加 25 公里的

成員大多並不熟習港島徑，加上港島徑由布力徑開始後至山頂，分岔路較多，也有部份路段跟衛奕

信徑重疊，指示牌較複雜，引致有很多參加者迷路，要向賽事中心求助。於是大會便於 2005 年設立

「行錯路」專人解答熱線。 

 

 

或躍在淵 2007-2011 

 

自 1998 年第二屆毅行開始何德康總監便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長達八年，並於 2007 卸任，由黃偉安

總監接任主席。毅行並於同年第一次與外間機構合作，首次合作的機構是香港防癌會。於該年開次

毅行改名為「港島島軍毅行暨活力行」。香港防癌會在香港服務多年，而毅行的精神也與防癌會不某

而合，參加者多做運動可以提高健康質素，減少患病。此外，我們一直維持合作關係，籌委會負責

路線和比賽安排，防癌會負責宣傳及推廣。也因此，毅行開放予公眾人士參加，成為了香港運動界

中每年一度的盛事。非比賽組別於 2007 年開始轉移集合及出發地點於置富花園平台，防癌會也積極

協助下，於非比賽組別的開步禮和山頂廣場的頒獎禮中邀請嘉賓主禮和頒獎，使得場面熱鬧非常。

同年參加人數突破二千人。 

 

為使毅能進一步推廣至各童軍支部，於 2008 年增設小童軍 6 公里非比賽組別。同年毅行開放活動讓

香港防癌會參與盛事，進行籌務工作。為此，大會設立了協調會議，功用為協調童軍會與防癌會在

毅行上的工作分配。大會又增設了防癌 8 公里組別。此組別在翌年改為防癌組 3.5 公里，在山頂起

步，繞山頂一圈。而 2008 年的頒獎主禮嘉賓有高永文醫生、汪明荃小姐及周一嶽局長、胡定𡯙先生

及尤曾家麗女士，可謂星光熠熠。是年第一次有銀鿋區旅團參加比賽。此外，為加強各個部門的協

調與聯繫，與及更於日後之改進方針，大會於該年開始設計了多本工作手冊，將各個部門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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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詳細記載在手冊裡。 

 

為使有更多隊伍能夠嬴取獎項，2009 年毅行加設「活力組」，供非港島地域童軍隊伍要參加，而港島

地域旅團則參加「毅行組」。此外，毅行組除了設冠亞季軍外，加設第四及第五名。同年，50 公里比

賽組也增加了難度，將時限改為 13 小時之內完成。為展示童軍會的實力，領袖組勝出的首兩隊可獲

推薦參加樂施毅行者，結果勝出的隊伍為𤩹峰第 6 旅和港島第 236 旅。增設小童軍 6 公里組、防癌

會 8 公里組。為令我們的合作更加暢順，因此我們便在賽事會議以外，增設了協調會議，由地域青

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會議。在整個活動中，毅行活動的參加人數除了大大提升外，更能為

香港防癌會籌得巨額的善款，幫助有需的人士，意義重大。在另一方面，為加快隊伍通過檢查站的

速度，各參加隊伍的參賽證由原本的每人一張，改為全隊只有一張無相片的參賽証，同時亦首次向

四位隊員發出號碼布。為了加強驗證，隊伍到站時，工作人員會為隊伍拍照，此舉日後更能幫助隊

伍在網上和 Facebook 中找回自己的美好回憶。同年的另一大突破就是「路線指示咭」的發明，此咭

有助參加者辨別方向，大大降低了參加者迷路的情況。為了領頒獎典禮變得更有水準，大會於同年

加入了「領獎禮儀」文化，及要求獲獎者穿著大會提供之 T 恤，方可上台領獎。 

 

2010 年是個重要的年份，是年因為島地域總部重建的關係，港島地域辦事處便搬到位於尖沙咀的香

港童軍中心作為臨時總部。於是就需要找個新地方作為賽事中心和 25 公里組別的集合點。回想當

年，籌委會都嚴陣以待，力求要盡一切努力做好各項安排，確保賽事不會受到影響。於是賽事中心

便首次設在香港童軍中心，亦即港島地域臨時總部，北區區會為膳食和物流分發中心，物資組會在

比賽前一天把物資首先送往北區區會。而 25 公里賽事的集點便商借了位於灣仔的聖約瑟英文小學。

至翌以後改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也一直沿用至今。至於毅行的其他運作大致不變，是年亦

順利地完成賽事。此外，比賽組於同年編寫了一個電腦程式，此程式不單可以即時計算隊伍的排

名，也可以找出「超快」和「超慢」隊伍，也為山頂工作人員減輕了計時的負擔。此外，非比賽組

別的長度本來一直是 8 公里長的，可以在過往一直有領袖反映路程長度不適合太年幼的成員，因此

在 2010 年又改回 6 公里，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以前的 CP8 是座落於西高山觀景台，但此處為終點

站前最後一個檢查站，工作時間非常長，所處的位置會經歷暴曬和當風，因此由 2010 年開始已搬往

盧吉道，此舉是還節省了工作人員。是年第一次有特能童軍參加比賽，參賽旅團為港島第 250 旅。 

 

2011 年銀禧區再次有旅團參賽，為此大會特備製作英文版通告和參賽通知書。比賽路段亦取消了

CP2a 檢查站。 

 

飛龍在天 2012-2013 

 

毅行經過了十四次的籌辦後，可始說是達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無論在賽程的設計、行政工作、聯

絡及宣傳等都己是相當專業。但如果就此自滿，便會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長久已來，毅行致力科

技化與及人性化的設計。2012 年第一次為 50 公里領袖組配備 GPS 追踪設備，此舉大大提升了時間

紀錄的準確度，及後也發展成可以讓親友們在網上追踪。GPS 於翌年全面配備於 50 公里領袖組和成

員組。唐子傑總監於 2012 年首次在 50 公里組別主持起步，想不到也為毅行帶來絕響。此外，於

2012 年我們又與心晴行動聯合主辦，為多有需要的人士籌得善款。心晴行動致力為精神病患者提供

康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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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為鼓勵有更多旅團積極參與活動，毅行於 2013 年首次加入了籌款項目，旅團可配分籌款

額的 70%、地域可分 30%。是年並增設「地域重建精英歡樂毅行」領袖盃，路程為 3.5 公里，結果共

籌得$170,000 的善款。是年我們得到「心情行動的支持」合辦毅行，使毅行進一步推廣到社會更廣的

層面。不得不提，2013 年的頒獎嘉賓是蘇志威先生，蘇先生並答允出任「毅行榮譽大使」一職，負

責協助推廣毅行活動。蘇先生是本港知名度甚高的名星，是次的出席卻為青少年成員帶很大的驚

喜，無論是成員還是領袖都紛紛爭著與他拍照。 

 

亢龍有悔 2014-2016 

 

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由於種種關係，由 2014 年開始，毅行長達七年的與社會服務機構合

辦毅行的型式便告終。同年，毅行的名稱又改回「港島島軍毅行」。但是毅行仍是一直堅持服務社會

的精神，於是年改為為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協助，為食物銀行籌務罐頭食物，是年共籌得 3042 個罐

頭，受惠機構分別為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及東華三院善膳堂。而往後三年，罐頭數目一直上升。在

多年與社會慈善機構的合作中，能充份體現到童軍的那份服務社群精神和毅力，在參加比賽之餘也

可以幫到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在隨後的屆別我們也主力增強成員愛護和專重大自然的意識，提倡

「不留痕」（Leave No Trace）和參與「和平使者計劃」（Messengers of Peace）。為使有更多成員和領袖

參加毅行活動，我們搞了一個名「全民登山計劃」，計劃內容為…。此外，2014 年毅行也有一些創

新，例如全面取消打咭，改為掃描 QR code，此舉不單減省了工作時間，還大大提升了時間紀錄的準

確度，經掃描後的時間紀錄也可以在網上即時收看。同年也第一次使用航拍機紀錄比賽實況。此

外，非比賽組別首次推出認識樹木手機應用程式，以代替紙造手冊。由於參加人數眾多，25 公里賽

事要改為三輪起步。 

 

2015 年的毅行增設山嶺童軍木製手杖獎項，凡得冠軍的領袖隊可獲手杖。結果是年的比賽參加隊伍

𥤮破 100 隊。同年，為讓青少年有更多機會參與會的政策和決策，第一次有青少年成員加入籌備委

員會。當然，宣傳及推廣的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毅行於 2016 年這屆起設立「品牌推廣」部門，

專門為毅行比賽設計多項宣傳及推廣工作，分別在報章、港鐵站、社交媒體等宣傳一番。「一世童

軍」於該年第一次參加毅行，並透過參加毅行比賽去籌募旅費。因此大會也加設「一世童軍組」。 

 

其實 2014 至 2016 年間也有幾樣小意思為毅行帶來了新驚喜。其一是增設了一世童軍組。「一世童

軍」是港島地域所主動籌辦，集合各區較年長的童軍成員（深資童軍和樂行童軍），讓他們面向世

界，有機會到各國遊歷，體驗當地童軍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文化和習俗。一世童軍組參加毅行的目

的為實現目的和籌款。此外，使用航拍機、製作手機應程式、水滴旗等都是不少的毅行的創意和改

進。2016 年更首次推行「海報追踪」遊戲，吸引了更多成員參與毅行。 

 

 

群龍無首 2017 

 

2017 年毅行舉辦第二十屆賽事，為慶祝港島童軍毅行即將踏入二十周年紀念，特備製作了「港島童

軍毅行二十周年紀念特刊」。此外，比賽組也新加入了「15km」賽事，可讓更多童軍成員和領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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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由於 15 公里的集合地點與港島徑有一段距離，因此大會特製了標距柱以引導參加者按路線作

賽。此外，是屆賽事也效法了其他大型賽事，參加者凡完成 50km 比賽，到終點時皆獲頒掛頸獎牌一

個。童軍運動一向提倡「人與自然合一」，此屆的其中一個重點主題就是「不留痕 Leave No Trace」。

還有一點，比賽組在是年開發了「Mobile GPS」系統，參賽隊伍只需下載預設程式並開啟使用，大會

便開以全程監察隊伍的實時位置，這項發明大大有助比賽的進度監察和參賽者的安全性。是次毅行

已到達了另一個新的起點，一切的工作已是自動化，達至和諧、達到毅行最初定立的目的，好應該

有一個新的開始，一個大的革新。事隔九年，高永文醫生再一次重臨毅行頒獎禮，為各參加者勉勵

一番。從 1998 年舉辦第一屆毅行，一眨眼就二十年過去，期間也經歷過不少困難，也有不少變革和

進步，這全是有賴一班專業的童軍領袖和區、旅團的鼎力支持。至第二十屆毅行，所有的工作和項

目都是得心應手，各個部門能各司其職，合作無間，充份發揮了童軍精神，此乃為「群龍無首」。關

祺總監一手主導的港島童軍毅行，期間也為此足足服務了二十年，也是終告一段落。毅行在未來的

日子將有另一翻新景象。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年毅行又一次邀請到香港防癌會 XXX 到

場主禮，防癌會並有意在來年度毅行再次與我們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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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統計 
 

參與人數 

 

  

舉行年份 人數 

1998 128 

1999 184 

2000 462 

2001 740 

2002 739 

2003 1,008 

2004 1,058 

2005 1,820 

2006 1,693 

2007 2,152 

2008 2,388 

2009 2,462 

2010 2,265 

2011 2,401 

2012 1,646 

2013 1,895 

2014 1,647 

2015 1,677 

2016 1,517 

2017 1,558 

總參加人數 2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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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數統計 
 

 

 毅行組  活力組／心晴組／扶輪公開邀請組   

 50 公里 

領袖組 

50 公里 

成員組 

25 公里 

童軍組 

25 公里

區際邀

請賽 

 50 公里 

公開組 

25 公里 

公開組 

50 公里 

防癌組/

心晴組 

25 公里 

防癌組/

心晴組 

 一世 

童軍組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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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路段 
 
本章會為大家介紹一下港島童軍毅行的各個路段和檢查站和路段，好讓各位能對比賽有更深

入認識，有朝一天可以在路上大顯身手。 

 

賽程介紹 

港島童軍毅行以港島徑為比賽路線，港島徑是一條坐落在香港島群山的行山徑，全長五十公

里，橫跨五個郊野公園。參加者需由港島東面的大浪灣為起點，在群山、水塘中穿梭，走到

香港島西面的太平山頂，賽程雖長，但極富挑戰性。港島童軍毅行比賽把五十公里的賽程分

為九段，並設有以下八個檢查站和終點站： 

 

50 公里起點大浪灣 

顧名思義以大浪聞名的大浪灣，一年四季皆浪濤洶湧，海

浪甚至高達數公尺，是著名的滑浪景點。由大浪灣停車場

作為集合區及起步區，隊伍需途經大浪灣村、馬塘坳、石

澳郊野公園、龍脊等遠足熱點至一號檢查站土地灣，此段

全長為 8.5 公里。在龍脊山上步行能飽覽整個石澳半島，

遠眺東龍島和赤柱半島。順帶一提，大浪灣起點設公眾廁

所。 

一號檢查站 CP1 土地灣 

檢查站位於土地灣村附近、石澳道上，位處開揚，能夠把

赤柱半島盡入眼簾。星期天假日早上有不少房跑車駛經此

處，因此各參加者在橫過石澳道時也必須格外留神。過了

一號檢查站後，便會經過土地灣村，此處人跡罕見，沒久

便會進入漫長平坦的引水道，若你精力充沛就不妨可以在

此作一段長跑，至出口就是二號檢查站大潭道，此段全長

為 7.5 公里。 

二號檢查站 CP2 大潭道 

檢查站位於大潭篤水塘附近，大潭篤是香港島上少有的濕

地。大潭港內灣的紅樹林及泥灘生境，亦早已被列為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經過檢查站後便會進入樹木林蔭的小

徑，約行 4.5 公里的路程後，便會走到大潭水塘道。雖然

此段路段全部都是水泥路，但大部份路段都是斜路上山，

頗費氣力。沿途可以欣賞到壯麗的大潭水塘和文化遺產的

大潭主覇。經過主霸後，便會沿灣灣曲曲的斜路上到去 300

米高的三號檢查站大風坳，此段全長為 4.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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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檢查站 CP3 大風坳 

檢查站位於畢拿山與柏架山之間的山坳，高度約海拔 300

米。大風坳上設有燒烤區、涼亭和廁所等設施，是個郊遊

的好地方。遊人也可在此沿柏架山路返回巿區，最近的港

鐵站為鰂魚涌港鐵站。穿過大風坳檢查站之後，便要一氣

呵成步行Ｘ級樓梯，直奔畢拿山山頂。畢拿山山頂的高度

為海拔 436 米，由此處可眺望柏架山和渣甸山。往後走便

會經過荒廢了的採礦場，其後並與衛奕信徑會合。再爬Ｘ

Ｘ米高，就會到達全個港島徑最高點渣甸山。在查甸山山頂遠眺香港島北面和維多利亞港，是個觀

看烟花的好地方。離開渣甸山後，步行ＸＸ級樓梯便能到達陽明山莊檢查站，此段全長為 4 公里。 

四號檢查站 CP4 陽明山莊 

檢查站位於屋苑陽明山莊附近，是整條港島徑中少有見到

的大型屋苑。由陽明山莊出發，稍稍沿路下斜便會經過黃

泥涌水塘公園。水塘公園是香港首個划艇公園，亦是個悠

閒好去處。然後，參加者會穿過黃泥涌峽、布力徑，繞過

金馬倫山、金夫人馳馬徑、香港仔上水塘，便會到達灣仔

峽（香港仔水塘道），此段全長為 7.5 公里。 

五號檢查站 CP5 香港仔水塘道 

檢查站位於灣仔峽公園南下約 500 米的香港仔水塘道。由此

出發，在繞過田灣山的路程中，雖然整條路段大部分路段亦

是密林，但參加者可從下斜路程密林之間欣賞南朗山的景

緻，甚至可看見位於黃竹坑的海洋公園的海馬標誌及登山纜

車，出口便到達檢 6 號檢查站貝璐道，此段全長為 6.5 公里。 

六號檢查站 CP6 貝璐道 

檢查站位於貝璐道上，在香港仔和薄扶林兩個郊野公園之

間。貝璐道原名為鴨巴甸新路，於 1960 年以第十八任香港

總督貝璐命名，改為現時名稱。參加者離開檢查站後，便會

沿一段很窄的引水道走約 1公里後便需右轉上山到薄扶林水

塘，沿路可以俯瞰欣賞田灣、香港仔、鴨脷洲及南丫島的景

致，相當怡人。此段路程雖然比其他路程短，但參加者需要

在短時間內不時上斜，並不簡單。此段全長為 4.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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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檢查站 CP7 薄扶林水塘道 

檢查站位於薄扶林水塘道。薄扶林水塘是香港島首個落成的水

塘，參加者離開檢查站後，會先走一段很斜的水泥路，其後便

需左轉入植林區、薄扶林家樂徑等路段。抵達配水庫後，便會

沿路一行升至西高山。此段路程中亦會經過西高山機槍堡，該

機槍堡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防衛設施之一，經過修復後已改

成觀景台之用。再往前行約一千米便到達 8 號檢查站（盧吉

道），此段全長為 5 公里。 

八號檢查站 CP8 盧吉道 

檢查站毗鄰太平山頂，除了郊遊人士外，亦有許多參觀太平

山頂的遊客會在附近觀光。參加者離開檢查站後，便會轉入

盧吉道。盧吉道是一個觀看日落的好去處，亦可在路程上居

高臨下，飽覽太平山下及維多利亞港的風景。雖然盧吉道地

勢平坦，但正如前文所述，由於路段上有不少觀光遊客，亦

有不少長者和小童，參加者在此段路段作賽時，要特別小

心，避免與其他途人碰撞，此段全長為 2 公里。 

終點站 EP 山頂廣場 

港島童軍毅行的比賽終點位於太平山頂，除了是香港島最高峰外，亦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景點。每年

的參加者能夠可在這個重要景點上完成賽事，別具意義。山頂廣場除了景色優美之外，附近的商場

和食肆五花八門，若你不急於回家休息的話，可以在趟趟，在餐廳坐下獎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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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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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賽組別路段、事工介紹 

 
港島童軍毅行除比賽組別外，亦設有以下非比賽組別，讓更多成員可以參加此項極具意義的活動。此

外，各個組別亦設有不同事工，讓成員可在不同事工之中學習更多技能和知識。 

 

 

  

活動項目 3.5 公里組 6 公里組 

參加資格 各支部成員、其家長／親友及領袖 

路線 由山頂廣場出發，經過夏力道、

盧吉道環繞山頂一週 

由南區置富廣場出發，經薄扶林

水塘道、瑪麗醫院、西高山觀景

台、、盧吉道到達山頂廣場 

時間 約下午三時 約下午二時 

名額 約 300 人 約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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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號碼布自 2009 開始使用，此取代了以往一直用開的每人一張掛頸參賽證。隨著科技的進

步，號碼布由最初的紙布質已改為今天所使用的瑩光絹質。 

 

   

  

 

 

 

 

 

 

此項參賽證是由 2014 年開始使用，此證已取代了以往用「打咭」的方式登記參賽隊伍到達檢

查站登記，新證改用掃描 QRcode 方式，使登記程序更快、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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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於 XXXX 年推出「山嶺童行」獎勵計劃，以鼓勵有更多童軍成員及領袖進行行山活動。

港島童軍毅行有部份路段是與山嶺童軍行的選段重複，於是便向童軍總會申請登記，並於 XXXX 年獲

批準，此後，凡完成 50km 賽事組的成員均可獲確認完成「龍脊段」和「柏架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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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是怎樣煉成的 
 

想在港島童軍毅行比賽中取得佳績嗎？筆者有小小心得。要煉成毅行，不會是跑一場四百米賽事，也

不像中短距離游泳比賽，不需要爆發力，我們所需要的是堅持力和耐力。港島徑全長五十公里，其實

對於十多歲的成員來說，都頗為吃力。但如果有足夠訓練和備戰，卻可以取得佳績。倘若參加隊員已

有相當的行山經驗，那就事半功倍。訓練可以在比賽四個月前開始，分為行山訓練和耐力訓練。我們

又會為大家建議比賽前一星期、前一天和比賽途中所需注意地方。 

 

首先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比賽前四個月的訓練方法。要在毅行比賽中獲取佳績，熟習港島徑當然是不二

之選。但是如果每次練習都是港島徑，成員會覺得悶，而港島徑的山勢高度比起香港其他路徑來說，

不算很大，難以鍛煉上山耐力，筆者會為參賽隊伍加入其他山徑的訓練，就讓我們一齊來看看以下的

日程表吧！ 

 

日期 地點 形式 預計完成時間 

11 月份第三個星期六 

(樂施毅行者比賽日) 

麥理浩徑 行山體驗，去感受一下毅行的氣氛，可

以選擇一、兩段較易行的路段，例如麥

徑第五、六、九和十段 

視乎路程選擇 

12 月份第一個周末 港島徑第一至

四段 

初嘗港島徑路段，由山頂開始，終點為

黃泥涌峽，全程約 25.5 公里 

5.5 小時 

12 月份第三個周末 

或聖誕假期 

港島徑第八至

五段 

再嘗港島徑路段，由大浪灣開始，終點

為黃泥涌峽，全程約 24.5 公里 

6.5 小時 

1 月份第一個周末 麥理浩徑第一

至三段 

第一段為平坦的柏油路，第二段只有一

座高山，其他路程為簡單起伏的斜路，

第三段是要克服幾座高山，全程約 34.5

公里 

10 小時 

1 月份第三個周末 鳯凰徑第一至

四段 

第二段需要克服兩座超級高山，其後也

是起伏較大的山徑，全程約 27.5 公里 

8 小時 

2 月份第一個周末 港島徑全程 試試一次過走畢港島徑的感覺，由大浪

灣開始，山頂為終點，全程 50 公里 

12 小時 

2 月份第三個周末 麥理浩徑第三

至六段 

雖然這段路沒有 50 公里那樣長，但途

中需要翻越多座高山，全程約 38 公里 

10 小時 

3 月份第一個周末 此日子以作後

備之用 

  

3 月份第三個周日 港島徑 港島童軍毅行比賽大日子 8 小時內 

    

*港島徑原路段的起點為山頂，因此港島徑的第一段應由山頂開始出發，至大浪灣為第八段。港島童

軍毅行比賽採用逆行方式，以大浪灣為起點、山頂為終點，共分九段路程。 

 

在麥理浩徑和鳳凰徑進行訓練時，需要留意天氣情況，因為有些山徑地勢險要，又不似港島徑那樣容

易找到徹退路線。此外，港島童軍毅行的比賽當日，大會設有檢查站，各檢查站有水和食物供應。但

上述的訓練建議，參加者是需要自備足夠食水和食物或者在路程中找士多購買。還有一點提醒，多數

勝出的選手在比賽途中都是沒有背負，即是只攜帶一個小背囊，甚至沒有攜帶背囊，因此大家在訓練

進行期間也可以盡量輕便。（備註：野外訓練是需要有經驗和合資格的教練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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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普通隊伍的建議 

以上訓練時間表只是讓想在毅行比賽中爭勝的隊伍作參考，若果你們只是想輕輕鬆鬆完成賽事，訓練

可以把全倏港島徑分為六次，每次完成兩段，共四次。第五和第六次可以行頭 25 公里或後 25 公里。

到真正比賽當天才一次過行畢 50 公里。 

 

此外，為求有更好表現，筆者建議成員在沒有行山訓練的那一個星期可以抽一天（星期五或星期六）

去做長跑訓練。訓練由 10 公里開始，每次加 2 公里，直至能跑到 22 公里。（備註：長跑訓練是需要

有經驗和合資格的教練去帶領） 

 

比賽前兩星期內 

在比賽前兩星期內不應再有長途的行山訓練，以免受傷，也不應作劇烈運動，應該要讓肌肉有充份休

息和時間去修補曾受傷的肌肉。充其量可以作短程長跑練習，例如十至十五公里。如果想增加肌肉的

效能，可以在比賽倒數前第二個星期，在這星期內盡量只吃肉，不吃澱粉質食物（飯、糖、面包）。

到了比賽前倒數一星期，就把餐單置換過來，只吃澱粉質食物，不吃肉。此外，比賽前一星期應修剪

腳甲，以減低下山時腳趾受傷的機會。比賽前一星期應有額外喝水，這可以減低在比賽時發生抽筋的

機會。 

 

比賽前一天 

比賽前一天應預留時間去執背囊。背囊內載有小型電筒、太陽帽、power bar、水 500ml、朱古力棒、

毛巾或手巾、身份証、手電、行程表、行山杖（如有需要）。隊長再次以電話提醒各隊員有關的集合

時間及地點。各人應設定最少兩個鬧鐘；切勿關掉手提電話。記緊檢查清楚你的鞋狀況是否良好和鞋

帶會否有斷開的情況、比賽時切勿穿新鞋。比賽前一晚應有充足睡眠，晚上十時前便應該上床休息，

放鬆自己會比較容易入睡。 

 

比賽當日 

建議比賽當天在早上 3:30 起床（視乎居住地區而言），梳洗後就換衫，換上一致Ｔ恤、短褲、風衣、

帽、穿兩對襪（一對薄襪打底，另加一對行山厚襪）。集合前可以在家中吃早餐（切勿吃得太飽，若

對奶類有不適應就切勿飲用）。4:45am 在大會預定的登車點上車。大會車大約在 5:15am 到達起點，

到達後可從速報到登記。在 5:30am 吃 power bar 及喝一支水(500ml)，做熱身及拉筋。第一組的出發

時間為 6:00am，開步後切勿走得過急，要讓肌肉適應。這時天還未亮，要開啟電筒照明。 

 

比賽途中 

大會將於每檢查點提供簡單食物和飲料，參加者亦可按本身需要自備食物及飲料，以含高碳水化合物

者為佳。活動期間可以更換襪子，有助防止腳部和腳指起水泡的機會。比賽途中宜多飲用適量的水。

切記量力而為，發覺呼吸不暢順，應減慢速度，靠近路邊休息及回氣。若比賽時的天氣為潮濕及高溫，

身體不能散熱便會有機會中暑。中暑者皮膚會泛紅並且乾燥，若中暑者仍有知覺，可為傷者降溫，盡

快送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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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賽選手的溫馨提示 

1. 注意身體狀況：最好不發生抽筋，因為當第有一次抽筋後，就算復原過來後，往後的路程就會很

容易再發生抽筋。抽筋是有先兆的，若有感覺將會抽筋時就要即時停下來。此外，也應盡量減低

扭傷或撞傷的機會；若有輕微扭傷，可以讓傷處繼續有漸進式活動。 

2. 要多喝水：沿途要多喝水，切勿感到口渴時才喝水。因為當你感到口渴時，身體已進入缺水的狀

態。 

3. 比賽策略：整段路程有 50 公里之長，可以考慮留前鬥後，在頭 25 公里裡只需要跟貼對手便足夠

了。離開四號檢查站後再發力也未遲。千萬要記緊一件事情，毅行的賽則是四人一隊一同衝終點

的，因此全隊裡若有一位成員狀態較差，也應以他為全隊的標準。 

4. 要照顧全隊人的感受：沿途應估計下一段應該有多少路程、走多久。在中途亦要提醒隊員太約還

有多少時間到下一檢查站；要向隊員介紹每一段路會有什麼特色的難度。 

5. 上山下山：上山和上斜路，切忌過急和急跑，慢慢行可作援衝和讓肌肉休息；落斜和落樓梯可急

行和跑，但要有充足訓練和小心失平衡和抽筋。 

6. 臨近終點：過了西高山觀景台後，若你們想到有可能擠身三甲的時候，可以在這最後 3 公里快跑

爭勝，也要量力而為，並小心碰到途人。 

7. 以下有幾個路段的步行戰術可作參考： 

 大潭引水道可作緩步跑 

 大潭水塘上大風坳時要減慢速度，作緩衝之用 

 若平路能維持約 5 分鐘一條標距柱即代表你們以每小時 6 公里的速度比賽；4 分鐘即代表每

小時 7.5 公里。 

 臨上薄扶林前（過田灣後）Ｈ０２２，有一段大樓梯及斜路，要小心抽筋和體力耗盡 

 過薄扶林後，也有一段斜路上觀景台。 

8. 無論如何，四人一定要一同前進，千萬不可有先後之分 

 

以上訓練策略只供參考，各隊應該有相應適當的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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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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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腱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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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檢查站的膳食安排（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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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小背包(附圖) 

http://fitz.hk/sports/hiking/%E6%AF%85%E8%A1%8C%E5%82%99%E6%88%B0-11%E4%BB%B6%E5%BF%85%E9%A0%
88%E6%B8%AC%E8%A9%A6%E7%9A%84%E8%A3%9D%E5%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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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指示咭 
 

起點 SP 至檢查 4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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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站 4 至終點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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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壯 聲勢壯大 誠信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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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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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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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旅團和單位 
 

  

港島第 1 旅 港島第 101 旅 港島北區 銀禧第 28 旅 

港島第 5 旅 港島第 139 旅 港島南區 九龍第 3 海童軍旅 

港島第 7 旅 港島第 139 旅 港島西區 九龍第 18 旅 

港島第 10 旅 港島第 149 旅 筲箕灣區 東九龍地域 

港島第 10 海童軍旅 港島第 153 旅 維多利亞城區 東九龍第 146 旅 

港島第 12 旅 港島第 159 旅 灣仔區 東九龍第 117 旅 

港島第 14 旅 港島第 161 旅 柴灣區 東九龍第 223 旅 

港島第 15 旅 港島第 175 旅  東九龍第 1072 旅 

港島第 16 旅 港島第 190 旅  新界地域 

港島第 17 旅 港島第 190 旅  離島第 1 旅 

港島第 23 旅 港島第 193 旅  青衣第 3 旅 

港島第 35 旅 港島第 221 旅  
璧峰第 6 旅/新界北區第 6

旅 

港島第 55 旅 港島第 236 旅  荃灣第 7 旅 

港島第 56 旅 港島第 242 旅  離島第 17 旅 

港島第 66 旅 港島第 242 旅  荃灣第 24 旅 

港島第 81 旅 港島第 245 旅  元朗西第 24 旅 

港島第 82 旅 港島第 263 旅  元朗西第 30 旅 

港島第 99 旅 港島第 1316 旅  十八鄉第 54 旅 

 港島第 1660 旅  新界第 1431 旅 

   新界第 1579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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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旅團 

 

   

   

 

  

支持旅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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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組別 50 公里領袖組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港島第 16 旅 6:40 

港島第 7 旅 7:18 

港島第 17 旅 8:17 

港島第 16 旅 6:51 

港島第 17 旅  8:33 

港島第 236 旅 9:32 

港島第 16 旅 6:58 

港島第 7 旅 7:31 

港島第 35 旅 9:17 

港島第 16 旅 6:58 

港島第 81 旅 7:27 

港島第 10 旅 8:29 

港島第 16 旅 7:05 

港島第 17 旅  7:49 

港島第 16 旅 8:08 

1999 2000 2001 

港島第 16 旅 7:13 

港島第 17 旅 7:27 

港島第 81 旅 7:56 

2002 

2015 2016 2017 

港島第 99 旅 9:42 

新界北第 6 旅 9:48 

港島第 236 旅 10:06 

港島第 221 旅 7:28 

港島第 193 旅  8:32 

港島第 242 旅  8:35 

港島第 221 旅  7:14 

港島第 242 旅  9:07 

港島第 56 旅   9:11 

港島第 221 旅 7:19 

港島第 236 旅  7:50 

港島第 242 旅  8:21 

港島第 221 旅 7:52 

港島第 242 旅 7:58 

九龍海童軍第 3 旅 8:04 

港島第 221 旅 6:32 

港島第 236 旅 7:27 

港島第 56 旅 7:48 

港島第 236 旅 7:12 

港島第 221 旅 8:14 

港島第 190 旅 8:30 

港島第 236 旅 6:46 

港島第 221 旅 7:23 

港島第 56 旅  7:33 

港島第 236 旅 6:41 

港島第 236 旅  7:32 

港島第 56 旅   7:52 

璧峰第 6 旅 5:57 

港島第 236 旅 6:29 

港島第 1660 旅 7:17 

港島第 236 旅 7:35 

港島第 16 旅  7:39 

港島第 7 旅 7:51 

港島第 7 旅 7:43 

港島第 16 旅 7:50 

港島第 16 旅 8:51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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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組別 50 公里成員組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港島第 221 旅 7:07 

港島第 15 旅 7:38 

港島第 10 旅 8:00 

港島第 221 旅 6:49 

港島第 10 旅  7:33 

港島第 15 旅 7:33 

港島第 15 旅 7:05 

港島第 221 旅 7:45 

港島第 15 旅 7:51 

港島第 221 旅 6:22 

港島第 15 旅 7:04 

港島第 10 旅 8:26 

港島第 221 旅 7:02 

港島第 81 旅  8:01 

港島第 16 旅 8:39 

港島第 15 旅 8:14 

港島第 81 旅 8:27 

港島第 10 旅 8:29 

荃灣第 24 旅 8:28 

新界北第 6 旅 9:28 

新界北第 6 旅 10:07 

港島第 55 旅 8:25 

港島第 236 旅  8:40 

港島第 99 旅 9:12 

港島第 221 旅 7:44 

港島第 55 旅 8:10 

港島第 236 旅 8:16 

港島第 221 旅 8:04 

港島第 1316 旅 8:39 

港島第 56 旅 9:44 

2017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港島第 221 旅 7:44 

荃灣第 24 旅 8:04 

港島第 12 旅    8:34 

港島第 190 旅& 

港島第 10 海童軍旅 7:51 

港島第 221 旅    8:18 

港島第 81 旅 8:38 

港島第 221 旅 6:40 

港島第 17 旅 8:02 

港島第 12 旅 8:03 

港島第 221 旅 7:02 

港島第 236 旅 8:09 

港島第 99 旅  8:14 

荃灣第 24 旅 8:02 

璧峰第 6 旅  8:06 

港島第 99 旅   8:23 

璧峰第 6 旅 8:37 

港島第 15 旅  8:39 

東九龍第 223 旅 8:49 

港島第 221 旅 7:50 

港島第 15 旅  8:02 

港島第 99 旅 8:30 

港島第 221 旅 7:43 

港島第 99 旅 7:50 

港島第 15 旅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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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組別 25 公里童軍組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7 

港島第 15 旅  3:30 

港島第 236 旅 3:34 

離島第 1 旅   3:42 

2016 

東九龍第 223 旅 3:41 

港島第 15 旅    3:50 

港島第 56 旅   3:51 

港島第 56 旅   3:59 

港島第 99 旅   4:07 

港島第 99 旅   4:22 

港島第 10 旅  3:31 

港島第 16 旅  3:43 

港島第 10 旅  3:53 

港島第 10 旅  4:16 

港島第 7 旅   4:17 

港島第 99 旅  4:20 

港島第 66 旅  4:06 

港島第 56 旅  4:13 

港島第 15 旅  4:15 

港島第 10 旅   4:11 

港島第 149 旅  4:13 

港島第 16 旅   4:14 

港島第 16 旅  3:27 

港島第 81 旅  3:56 

港島第 14 旅  3:57 

港島第 81 旅  3:35 

港島第 10 旅  3:35 

港島第 82 旅  3:49 

港島第 56 旅   3:41 

港島第 12 旅   3:43 

港島第 245 旅  4:15 

港島第 10 旅  3:18 

港島第 81 旅  3:28 

港島第 7 旅   3:50 

港島第 12 旅   3:41 

港島第 159 旅  3:49 

港島第 7 旅    4:10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港島第旅 

港島第 12 旅  3:22 

港島第 101 旅 3:54 

港島第 236 旅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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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南區代表贏得最佳團隊服裝獎 2016 

 

毅行組別 25 公里區際組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港島西區   3:53 

港島北區   3:54 

港島南區   4:29 

港島南區      3:32 

維多利亞城區  4:00 

 

灣仔區        4:16 

港島北區      5:15 

筲箕灣區      5:15 

港島北區   3:57 

筲箕灣區   4:32 

港島西區   5:0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港島北區      4:02 

維多利亞城區  4:50 

 

筲箕灣區   3:08 

港島西區   3:53 

港島北區   4:28 

港島北區   4:23 

灣仔區     4:40 

筲箕灣區   4:52 

灣仔區     3:24 

港島西區   3:45 

港島北區   4:16 

港島北區   4:21 

柴灣區     5:47 

 

港島北區   4:15 

港島西區   4:42 

柴灣區     5:00 

港島西區      3:21 

維多利亞城區  3:30 

港島北區      4:10 

港島南區   4:22 

港島北區   4:24 

柴灣區     4:43 



 
11 

 

活力/心晴/扶輪組 50 公里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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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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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心晴/扶輪組制服團體代表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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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15 

 

實力至上 
(7HKG、236HKG、99HKG、221HKG、24TWG、6NTR、16HKG、港島北區) 

 
大合照 

   

 

  

 
Show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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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 昌盛富有 滿不可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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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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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終點站 
 

「『我們隊伍還有不到三公里便能抵達毅行的終點站山頂廣場，各位成員加把勁，繼續堅持下去！』 

由盧吉道檢查站至山頂終點站，途中會沿著等高線經過兩公里的路程，若果你們隊伍不是要爭勝，或

者要在檢查站關閉前趕著去報到，大可以慢慢走，沿路飽覽一下香港島西區和中區的景色。從四百米

高處俯瞰密集的樓房，彷彿置身於小人國世界中。說時遲，那時快，漸漸傳來熱鬧人群的聲音。未許，

已看到山頂終點站衝線點，各人便拔足狂奔，手挽手一起衝過終點，終於完成了今次的賽事，感慨萬

分。」 

 

在每年毅行的大日子裡，早上十時許，大批的毅行工作人員便陸續到達山頂廣場，為毅行比賽最後工

作好好準備。每年有超過一百隊伍好不容易地捱過了廿五公里或五十公里路程，抵達山頂終點站，繁

忙的工作即將展開。負責終點的同事要張開橫額，等待隊伍衝線。賽事組終點站的同事旋即為隊伍紀

錄時間、派發餐劵，並為首數名的隊伍派發領狀獎通知咭，並提醒他們需依時報到。另一邊廂，社區

服務組同事便忙於收集善長捐來的罐頭食物，也會把罐頭排列成愛心形狀供遊人拍照。兩位司儀並即

極展開「對稿行動」，為頒獎禮作出最後綵排。相隔沒多遠的接待組同事正打點場地，布置頒獎台和

排列台下座椅，等候嘉賓駕臨。典禮組同事正忙於點算獎牌和獎盃，把它們排列得井井有條。在會場

上還設有供隊伍或遊人拍照的佈景板、參賽隊伍最關心的成績報告板等。中午過後，聚集的人群越來

越多，有些坐在領獎等候區、有些在嘉賓區、還有一大部份的參賽者擠進了廣場的餐廳用膳。為增添

會場的氣氛，大會每年都會請來表演單位，在未正式進行頒獎典禮前，娛樂坊眾。 

 

山頂終點站的各項建設 

還會在會場內不同精美設計的擺設、裝飾和景點拍照，方便日後與其他好友分享這一份喜悅。吹氣拱

門、木製拱木，計時器、LCD 有電視、Backdrop 設計、成績板、拍照板 

 

五軍之戰 

最早到達終點的是 50 公里比賽組的參賽者，隨後各比賽組的隊伍也陸續到場。未幾，也開始見到 25

公里的參賽隊伍衝線奪標，山頂開始熱鬧起來了。現在時間是下午三時，終於看到 6 公里非比賽組的

幼童軍跑過來山頂終點站，既然是非比賽，又為何要跑過來呢？最後，3.5 公里和毅行慈善跑的參賽

者也相繼完成賽事，五路大軍於下午四時齊集於山頂廣場，即表示頒獎典禮可以隨時開始。 

 

「最佳服飾獎」比賽 

 

大約在下午四時三十分，主禮嘉賓隨風笛手的帶領，除除移步到頒獎台，頒獎典禮隨即開始。短短的

一小時頒獎禮過後，各得獎者和嘉賓便移步到芬梨道的梯級上拍照，歡樂的氣氛洋溢在整個山頂廣場

中。不過，山頂終點站的工作還未結束，其他的隊伍也相繼來到終點，有的歡喜不已、有的筋竭力疲。

但無論如何，能夠撐得到來的都是成功者。天色暫暗，三月份的日落時間很早，黑夜除除降臨，最後

一隊也能準時在晚上七時到達，正代表當天毅行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各工作人員也懷著一顆期盼的

心等待明年的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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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終點站的「從前、今天」 

毅行舉辦了二十屆，起點和各檢查站的建設和規模大致上沒有太大分別，唯獨山頂終點站就有著歷史

性的轉變。現在就讓我們一齊重溫一下山頂終點站的「從前、今天」。 

 

山頂五小花 

二十年是漫長的日子，期間各單位的工作人員交替不絕，但是在山頂終點站有「山頂五小花」美譽的

同工就歷久不衰，堅持了二十年，也會一直堅持下去。現在就讓我們一齊重溫一下她們「代代相傳」

的照片。 

 

時計的演變 

毅行既然是一項比賽性質的運動，時計就必不可少。要正確無誤地紀錄各隊伍的比賽時間，大會致力

提升計時的技術。在最初的時候，大會有三個簡單的電子鐘在較準時間後，分別派送到大浪灣起點、

賽事中心和山頂終點站。隊伍如果要查看大會時間需要去到山頂終點站的報到處。及後為了方便隊伍，

大會要求供應商在背景板上加設時鐘。直到第二十屆毅行，大會借來了一個巨型的時計，這顯得毅行

賽事步向專業化。 

 

山頂的四季天氣 

每年毅行所舉行的日子大概在三月中，天氣大致良好。但由於山頂地勢位置比較高，所以天氣狀況也

不是那麼穩定。除了有濃霧的情況外，也有好幾次遇上寒風和大雨。就好像在 2012 年那一屆，天氣

相當惡劣，不時下著大雨，又加上大風，使得各工作人員有如置身在北極之中。 

 

粒粒巨星 

除了大會獎項外，香港總監亦會藉此一年一度機會，向港島地域不同總監或領袖頒發不同童軍獎勵，

例如：優異旅、357 年獎、香港總監嘉許、香港總監高級嘉許、長期服務獎勵等，令頒獎典禮生色不

少。 

山頂廣場星光熠熠 

自 2000 年毅行開始，大會便請來了重量級的嘉賓為勝出者頒獎，現在就讓我們一同重臨盛會。 

2000 警務處處長許淇安先生 

2005 漁濃自然護理署署長 

2008 高永文先生以及胡定旭先生 

2010 影視界名人汪明荃小姐、高永文先生以及胡定旭先生 

2011 梁柏賢醫生、聶德權先生 

2012 單日堅先生、李承仕先生 

2013 蘇志威先生、陳楚鑫先生 

2014 

2015 

2016 黃偉倫 

2017 高永文 

 

有隊伍勝出比賽，當然就要有頒獎典禮和頒獎嘉賓，在一般的童軍比賽中，頒獎嘉賓大致上是我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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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會的各級總監。但是，自第十一屆毅行開始，大會首次與外間服務機構合辦賽事，因此所請來的出

席嘉賓和頒獎嘉賓也變得粒粒巨星。現在就讓我們一齊重溫一下過去的大陣容、大場面。例如：著名

影星汪明荃、現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亦曾是主禮嘉賓的座上客。另外，大會亦會邀請其他

友好團體和協辦單位代表頒發獎項，令頒獎典禮更增添熱鬧。 

 

友誼萬歲 

不知道是何故原因，有童軍活動的地方就能聚集久未露面的江湖前軰，聚首一堂 

 

愛心爆棚 

 

金牌司儀張威廉 

港島地域領袖張俊彥先生(William)自 2011 年起擔任頒獎典禮司儀工作至 2014 年。William 身經百戰，

在大大小小的童軍活動中擔任司儀或主持工作，經驗豐富。他樣子端正，再加上他那把磁性的聲音令

人有一種典禮的莊重、盛大感覺，無人能及。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他多年來的丰采。 

 

山頂的日與夜 

 

 

與眾同樂 

曾為頒獎典禮的表演單位包括有 221 旅爵士樂隊、香港童軍總會風笛隊、香港童軍第 1155 旅合唱團、

港島地域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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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邀請到著名影星汪明荃、高永文先生以及胡定旭先生擔任頒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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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邀請到高永文先生以及胡定旭先生擔任頒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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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相親相輔 光明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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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港島童軍毅行歷久不衰，經歷了十九個寒暑，除了活動本身極具意義之外，當中所動員的人力、物力

舉國傾城。隨著毅行的規模一年比一年大，所需要到人手和資源也有增無減。當中有些同工更是貞忠

不異、不辭勞苦、無私奉獻，與毅行共渡了不少個年頭。現在就讓我們一同認識一下毅行的組織架構

和幕後的英雄人物。 

 

籌備委員會的架構曾有多次的變動，由最初第一屆的只有四個部門、十五名籌委，增至現時的六大部

門、三十一個組別、四十二名籌委，工作人員達一百五十人之多。 

 

第 1 屆港島童軍毅行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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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港島童軍毅行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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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幕後精英逐個捉 
 

終點成績 徐碧珊  

山頂終點站的主要的工作是迎接參賽者到達、衝線，為他們紀

錄時間及成績，派發紀念品。也不時將成績遞交 IT 組上網。

終點站的工作非常繁忙，因為有可能有多隊參賽隊伍同時到達，

既要快速紀錄他們完成的時間，也要快捷派發有關物資，盡快

讓隊伍可以離開休息。參與港島童軍毅行大會工作，長時間在

山頂終點站工作，由ＸＸＸＸ年起持續服務，至今已有Ｘ多

年。 

徐：當中最難忘的事可說是有一年，最後一隊的參賽者其中一

位隊員肌肉受傷，其他成員不但沒有怨言，還一起撐扶傷者步行往終點，我們一邊為他們加油打氣，

他們最後也盡力完成了賽事，真令人十分感動。多年來的服務，見證港島毅行活動不斷地進步，工作

及流程每年都有不同的新構思，也有新科技及新面孔的加入，實是令人欣喜。今年是毅行的二十周年，

期盼活動可永遠延續下去，讓年輕一代、領袖及各界童軍能體驗行山的樂趣。 

 

網上直播 鍾蟬徽 

網上直播組在三個賽程起點均設有直播點。除直播起步一刻外，亦加插訪問參賽者，豐富網上直播的

片段，增加現場感，就算沒有出席起步的成員及領袖都有機會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瞭解當時的情況。

今天清晨天氣惡劣，小組都十分緊張，準備了大量透明膠袋以防要在風雨中進行攝錄。幸好天公造美，

當要正式開機攝錄時就風雨暫停，使攝錄順利進行。 

鍾：是次直播是二十年來第一次港島毅行活動實時在網上發放片段，本來預期會有 500 人瀏覽。想不

到不消一個早上，點擊率已達目標，相信在未來的一星期及以後，瀏覽人數將會繼續增加，由此可見

網上直播的可說是十分受歡迎。繼往開來，網上直播小組將會投入更多片段元素，例如賽段上跑手的

努力、終點衝線的精彩一刻、頒獎的喜悅等。要完成以上宏願，必須大量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參與，

希望在來年能得到你們的參與及協助。 

 

GPS 曾瀚為 

其實由 2012 年起，港至今已是第六個年頭。島毅行活動已經引入

全球定位系統(GPS)，去追蹤及監察各跑手的進度，使活動更安全、

賽程紀錄更精確。此項構思在最初的時候，港島地域購入第一批 GPS 

的硬件裝置，每隊帶備該件地域的「信物」走畢全程。到了今屆，

GPS 裝置已由參加者自己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Apps)替代。這個的

改變可說是革命性的突破。 

曾：今屆每隊參加者於開賽前，都可以預先下載 Apps 於自己的智

能手機，到活動日使用大會提供的用戶帳號登入。電話的訊號就會連同賽員的位置一同上傳到大會資

料庫，大會就可進行追蹤。另一方面，檢查點上的二維碼（QR Code），則可以以定點方式核實賽員的

準確位置。兩項系統同時運作，有著互相監察之用，使數據的真實性提高。其實，過往都試過以實時

監察方法去提醒迷路的參加者行回正路。所謂科技令生活進步，可見一斑。我們在未來將會繼續完善

Apps 的使用流程，令毅行活動的運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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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接待 馮紫卿 

本來嘉賓接待這份工作看起來很簡單，但真正要做起來就必須要極度細心和小心，若稍有差池便會待

漫了嘉賓。嘉賓接待組必須對每一位嘉賓在到場前了解一番，尤其是對外界嘉賓的準備工作更加要早

作準備，包括要辨認其容貌、了解其喜好及習慣等。由於協辦組織的嘉賓有可能每年不同，無疑這會

增加工作難度。嘉賓到場後，更要加倍留神，使出強勁的觀察力，務求給予嘉賓最無微的照顧。 

馮：還記得好幾年前本來未上山前天氣正常，但一上到山頂時，天氣突變。到了典禮開始時，氣溫還

急降，有很多參加者都毫無準備。衝過終點後都感到十分寒冷而需要去添服，後來連衣服都買不到，

這次可說是近年服務以來一次最難忘的經歷。 

 

大會救傷 洪羽奇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自 1999年第二屆毅行開始便為大會擔當救護

工作，救傷隊員分別駐守於起點、各個檢查點及終點，為有需

要之參加者進行傷患處理、臨時護理，是我們合作無間的最好

合作伙伴。多年來，救傷會誓當此工作所面對之難處及挑戰不

少，不是要處理傷者問題，卻是要求救護隊隊員出勤的問題。

其實有不少童軍會的領袖同時也是救傷會的隊員，身份重叠，

所以每次屆毅總是要調動一番才能埋班出席服務。 

洪：近二十年的服務，救傷會由開始時只有十人左右值勤，至今有三十多名隊員協助活動，可見服務

規模卻提升了不少。在另一方面，由於參加者人數節節上升、資源之增添，活動數據之搜集及經驗之

累積，致令救傷隊之救傷服務力臻完善，希望港島地域的毅行活動蒸蒸日上。 

 

罐頭收集 馮樂汶、張惠敏  

顧名思義，罐頭收集小組主要負責收集參加者捐贈的罐頭食

物，以供受惠機構分發及使用。每年毅行舉辦的大日子，大

會都會幫手收集罐頭，主要收集點有三個，包括維多利亞官

立中學 25 公里賽事報到點、置富花園非比賽組別起步及山頂

終點站。此外，該組亦會負責 6 公里組幼童軍「帶罐頭上山」

的協調工作，務求令參加的幼童軍明白「食物珍貴」及「捐

助他人，身體力行」的重要理念。今年人材濟濟，該組的服

務童軍有二十人，目標是即場收集到 200 個罐頭。 

馮、張：多年來的服務，難忘的事倒有一件。有旅團會特意為童軍成員準備過節的鮑魚罐頭以供捐贈，

為數半打，食品之貴重，確實令人十分難忘。另一方面，不少領袖或成員十分熱心捐助，一時遺忘了

參考捐贈細則，以至糧油雜貨、非罐頭類的食品相繼出現，在此呼籲各熱心的成員及領袖，要留意通

告細則。 

 

罐頭食品捐贈大行動 張嘉政 

與彭 sir 一樣，張 sir 亦是一個服務了超過 10 年的「老臣子」。張 sir 協助籌辦非比賽組別多年，認為

這個活動能延續多年是一種傳承。收集罐頭食品的活動已伴隨港島童軍毅行舉辦多年，每年都會有不

同的合作機構，而今年的合作伙伴是兩所食物銀行，分別是聖雅各福群會眾饍坊及東華三院善饍堂。

張 sir 續指，透過活動行善舉是童軍精神的一種彰顯。「我們的童軍規律及誓詞中都提到要盡自己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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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服務他人。我們能透過此場合去達到貝氏對我們的期望，也是最好不過。」 

      

品廣推廣 曾麗珊、唐嘉亮 

品廣推廣組是本年度毅行活動的新增組別，適逢毅行舉辦第 20 屆，增設此小組是希望可以在一般的

推廣以外，多做一點特別工作，把港島毅行活動宣傳到各個不同層面。籌組之初，該組已聯絡不同界

別的專才，有導演、有設計精英、有市場推廣、亦有媒體從業員，希望以水銀瀉地之勢，接觸到每一

個範疇。好的宣傳工作一定是在早期開始的，早在去年 12 月，小組已拍了多條宣傳片，附以海報、

通告等的傳統介面，繼而設計了一系列宣傳攻勢，在不同的時段及節日逐一推出，在短短的時間內，

於社交網站的點撃率已經超過 600 次，反應可說是相當不錯。 

曾：主要的對象是普羅大眾，並非只局限童軍。一方面鼓勵更多童軍成員參與毅行活動，更重要是要

把港島毅行傳揚開去，讓普羅大眾都知道童軍的毅行跟其他毅行活動的分別，終極以宣傳童軍運動為

目標。 

唐：畢竟港島毅行活動已經踏入第 20 個年頭，今次的設計想做得專業化一點，這可能會令感覺有點

商業味道，但仍保留了不少童軍的元素在內。就好似名為「Signature Medal」的金屬掛章，就是首度

面世。若參加 50 公里比賽及完成賽事，就可以獲贈此章。我們還有其他觸目的設計，例如專為「我

撐你跑」網上活動而特別設計的一條宣傳頸巾，就是希望能讓一班今年未能「落場跑」的朋友，可以

以另類方法去參與毅行。還有，於活動當日在現場如果與特定景物拍照並上載，亦可獲大會送出行李

吊牌章。 

 

危機處理 伍尚國 

危機處理組自第 X 屆毅行開始成立，目的是在制定策略，當有突發事件發生時，各個單位便可以依從

一早所制定的步驟去處理事件。所謂的危機事件例如有參加者受到重傷的處理、賽道突然封路等。不

過，最常見的危機莫過於天氣的影響。 

伍：今年由於天氣不穩定，賽事當日比去年雖然暖，但很潮濕、路面可能會很滑，十分擔心各賽員在

比賽中遇上意外。我們危機處理組今天已於早上六時便開始運作，密切留意天集的變化，務求令大會

及各隊參加者掌握最新的天候資訊，確保比賽及活動順利進行和完成。 

 

非比賽組司儀 吳俊豐、陳樂妍 

司儀的工作就是在非比賽組的起步禮中驅動整個典禮的流程、帶領各參加者的行動流向、典禮的節奏

及氣氛等。雖然兩位司儀在今次毅行中都是第一次擔當此項職務，但都他們的表現相當出色。 

吳、陳：今年的毅行天氣不如如期，連番大雨，加上時間之緊迫，事前未能完完整整無間斷的綵排一

次，只能作有限度準備，出場時難免會有一點生硬，但很快便回神過來。我們看到台下觀眾不但沒有

表現不耐煩，反而報以熱烈的掌聲鼓勵，這是一次難忘的體驗。另一方面，因為場地安排上有臨時改

動，我們只好施展童軍技能，「執生」就大派用場。我們看到各位參加者，特別是幼童軍，無懼風雨，

體驗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迎難而上。 

 

地域樂隊 黃瑜輝 

自第Ｘ屆毅行開始，大會便請來不同的表演單位在山頂終點站頒獎典禮前助慶。港島地域樂隊成立自

ＸＸＸＸ年，自此後大會便一直行使天時之方面，邀請地域樂隊演出。樂隊領黃瑜輝是資深的樂隊教

練，具多年帶領樂隊的經驗，所參加的演出不下數百場。樂隊除了在典禮前為觀眾帶來娛樂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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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風笛手引領嘉賓進場。 

黃：我們能在毅行中服務，感到十分高興，特別是幼童軍，就好像學校去旅行一樣興奮。第 4 年於港

島毅行活動中演出，有固定的旋律，每年亦有新安排的曲目，雖然樂隊年終無休，我們仍有一星期最

少一次的集訓。為了毅行，我們在一個月前開始專攻當日的表演曲目而綵排，務求出盡全力，做到最

好。難忘事倒有一樁，幾年前的毅行，因為有台下觀眾想錄影及近距離觀賞風笛手的獨奏，而阻礙其

他觀眾，以至被勸籲離場，險些造成衝突。雖然看起來可能有點不快，但如果正面看，即樂隊的表演

是粉絲眾多，是「實力」的一種演繹。另外，引領嘉賓進場及中場時間的表演，樂隊都是全力以赴，

不容忽視的 

 

非比賽組別 彭沛雄 

多年非比賽組別都是由港島南區的職員負責統籌，而非比賽組別的集合和出發點是在置富花園舉行，

由港島南區擔此重任，實至名歸。彭 sir 服務毅行已超過十年，認為港島童軍毅行從多方面都突顯到

童軍的精神，亦促進了童軍之間的合作，甚至有童軍總會與其他團體之間的交流。 

彭：我們每年都會跟不同的慈善團體合作，而他們更會派出會員一同參與活動。當中有些是傷殘人士，

毅行活動能帶出一個社會共融的正面信息、讓為有需要人士與有融入社區的機會。這些年來與這些團

體的合作越見成熟，彼此的磨合開始產生化學作用，對童軍來說，能產生正面的作用，發揮童軍助人

的優良傳統，宣揚童軍的精神。 

 

不留痕 陳劍詩 

環保工作本來就是童軍精神的一種，我們童軍成員和領袖在此也能身體力行，做得很好。可是隨著社

會的進步，人類對生活的條件也逐漸提高，因而對環境產生破壞和製造了不少垃圾。每年一度的毅行，

各個參加者用身體去親親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中的同時，大會希望參加者也有保護和愛護大自然的意

識，因此便引入了「不留痕」的信息和要求參加者實踐。「不留痕」是由童軍總會在近年來所提倡的

信息和方向，毅行自會堅持執行相關政策。 

陳：我的工作是主要在活動簡報會上講解「不留痕」的概念及大方向，呼籲參加者、工作人員及支持

者在比賽當日在跑道上實現「不留痕精神」。要求每位參加者自行準備食物袋或餐盒，在起步及分站

領取食物。另一方面，亦向供應商尋求更適合的大支庄食水，這樣做可減少過度包裝所產生的廢物，

我亦同時主動向各隊領袖講解，多做協調，特別照顧較年幼的童軍成員，做到不留痕。 

 

行政 袁可秀  

行政工作可以說是整個毅行活動的靈魂，所涉獵工作層面廣泛，要

處理的事務亦較零碎。可是，若果行政工作做得不好，隨之而來的

問題就會很多，需要跟進的工作也較多，甚至可以癱瘓整個活動。

袁可秀服務於毅行超過十五年，對行政工作瞭如指掌，在她掌管下

的各個單位，工作尤如行雲流水，準確無誤，始能把毅行辦得功。 

袁：我跟毅行的緣份是由一份紀念品開始。十五年前何德康邀請我

擔任新加設的紀念品主任，任務是要把毅行各種紀念品辦好，讓參

加者和工作人員都能有美好回憶。此後，我便逐步涉捉毅行不同的工作，例如行政、賽事中心、財政

等。多年來的毅行工作，令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在山頂工作。在這裡我可以與很多朋友相聚，每年都

望天打卦，祈望有好天氣。每年一想起紀念品的包裝工序，總是一大考驗，因為紀念品每每都是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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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一刻才赴運。之前要核對數量、形狀等所知甚少，造成沒有足夠的準備時間。包裝的工戶更像是

在「庇護工場」的工作人員，要隨機應變。還想起有一年，我們全 Team 人要工作到凌晨，摸黑離開

香港童軍中心。此外，還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難忘。2012 年的毅行，本來打算將賽事中心部分工作於

下午時段搬上山頂，作現場直播，可惜那年的電源出了問題，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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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69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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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有精英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要使毅行能連續舉辦二十次之多，實非易事，將無兵不行。多年來，毅行

之可以舉辦得如此成功，實有赖地域轄下各區的鼎力支持。各區不單止派出工作人員，還有派出隊伍

參加賽事，實在難能可貴，在此要多謝區總監們的支持。 

 

柴灣區 陳偉良 

好開心港島毅行活動來到第 20 屆，所以柴灣區全力支持地域活動，派出了兩隊代表參加 15 公里賽事

及一隊參加 25 公里區際邀請賽，希望藉此吸本區引更多成員參與地域活動。今天天氣雖然欠佳，有

少少擔心，但相信各參加者本著童軍勇敢不怕難的精神，一定可以全力以付。 

 

 
 

南區 張世華 

希望所有參賽者都能安安全全，快速到達山頂。雖然今日天氣麻麻，但沒有太陽照射，反而感到涼快

一點，更有利各參加者的比賽表現。今年我們南區一如以往，由區幹部組成兩隊伍參加比賽，我希望

能盡快可以與各位選手在山頂見面。 

 

 

    
 
 

北區 李有良 

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行相當難得，由 1998 年開始，見到參加人數越來越多，而透過活動受惠的人也

是同樣地每年遞增，卻是一件令人十分開心的事情。所以北區每年都有派隊參加比賽，我本人都已參

加了八屆之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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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劉潤德 

很高興又來到一年一度港島童軍毅行的聚會，港島童軍毅行是一個十分值得推廣的活動。灣仔區今年

派隊兩隊參加比賽，他們分別穿上橙色及黃色戰衣。我一方面希望他們在區際賽中奪標，其次是希望

各隊員能充分體驗活動承傳的精神。今年的賽員中有新人也有舊人，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各賽員享受

比賽的過程。毅行能舉辦二十年之久，一個不短的日子，大家一齊努力吧。 

 

 
NO 78 
 

維城區 伍尚國 

好開心見到港島童軍毅行已經來到第 20 屆。眼見很多參加者從小時便參加賽事，到今天已長大人，

繼續參加或者協助賽事。多年來，我一直看到成員的成長，這亦是見證港島地域活動的成長及蓬勃。

我在此祝願港島童軍毅行有更多個 20、30、40 年甚至更長遠的發展~。 

 

 
 

西區 麥國安 

今年天氣變化大，希望大家以童軍座右銘 ：「Be prepared」去準備面對惡劣天氣所帶來的挑戰。此外，

各參賽隊員也要以交流的心態去參與賽事，爭取佳績，打破自己的紀錄，突破自己，這也是童軍勇敢

不怕難的精神。我希望在未來日子有區內有更多成員及領袖參與毅行，參與人數一年多過一年。 

 
NO.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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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區 林國雄 

毅行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今年已經來到第二十屆，更是難能可貴。我希望大家能本著童軍

精神，亦本著毅行精神，勇敢不怕難，面對變幻無常的天氣也能一鼓作氣，勇往直前，繼續奮鬥。 

 
 
NO.80 
 
銀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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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 相親相愛 各盡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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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童軍毅行有二十年之久，舉行過二十屆之多，從不間斷，當中有赖一班勞苦功高的熱心領袖，當

中還有一些領袖堅持到底，從第一屆毅行便開始服務，不離不棄，長伴廿載，實在令人敬佩。自毅行

第 X 屆開始，大會便設立「357 年獎」，以表揚在毅行工作曾滿三年、五年、七年的同工。想不到，毅

行就一直維持下去，十年、十五年、甚至現在的二十年。因此，大會繼續向服務了十年、十五年和二

十年的同工頒發獎項，但全部仍然統稱為「357 年獎」。（小篇：其實「357 年獎」不單止頒發給曾為

毅行作出貢獻的同工，也向曾參加毅行比賽的參加者頒發。）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向他們致敬。 

 
 

 

NO 401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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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二十年 
 

 從 1998 年第一屆港島童軍毅行開始，以下這幾位領袖便開始從不間斷參與毅行工作一直至今，

真令人敬佩。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重溫一下他們的貢獻。 

 

 

服務滿二十年 

 
關祺，港島童軍發起人兼第一屆主席，其後雖然退居幕後擔任顧問角色，在過去二十年間卻為毅行帶

來了很多新思維。關 sir 從不間斷，每年毅行早上準時於六時五十分到達大浪灣起點為參賽者打氣及

主持起步禮，可謂一項毅行紀錄。 

方富佳，從第一屆毅行開始便擔當主力工作，其間多次擔任不同部門之副主席工作，貢獻良多。現今

佳哥雖然已退下一線工作，但仍然身體力行，重不間斷地緊守崗位，提攜後輩。 

佘穗全，從第一屆毅行開始便是毅行的鐘樓砥柱，早期是擔當膳食組工作，在頭幾年還親自動手製作

三明治給參賽者，其後便主力負責 25 公里比賽組別。多年來佘先生緊守崗位，至使比賽得以順利舉

行，實在是功不可沒。 

李靜萍，從第一屆毅行開始便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助手，以至及後出任賽事中心主管多年，深入民心。

其後轉任典禮及接待工作，同樣地一樣非常出色。Eva 在這二十年來不辭勞苦，積極培育接班人，為

毅行工作增添了不少新血。 

黃偉安，從第一屆毅行開始便積極參與及肩負重要崗位，包括支援、計時、山頂接待等崗位，其後並

擔任第十至十三屆主席。Edward 於第十屆毅行引入了與社會服務機構一同協辦毅行的概念，至使毅行

參加人數激增。時至今天，毅行與童軍運動一樣，一直回饋社會。 

 

服務滿十五至十九年 

 
伍嘉盈，自 1999 年開始參加毅行服務，一直在五號檢查站工作，從無間斷。五號檢查站是一個非常

蹺腳的檢查站，汽車不能駛達，因此大會一向都聲稱這個檢查站沒有食物和水供應。可以，嘉盈一向

都會在出發前呼籲同工一同自行攜帶少量的水和食物到檢查站，以備很有需要的參加者使用。這種偉

大，令人致敬。 

洪羽奇，自 1999 年開始參加毅行服務，一直為大會提供急救服務，從無間斷。毅行比賽連同起點和

終點共有十個站，每站派出的人數約為 3 至 4 人，因此洪爺每年也要為此大數目籌謀。若果撞正香港

舉行欖球賽事，人手便會便緊絀，有時就連洪𤕖自己本人也落場當更，實為童軍的典範。 

王國華 

吳文頌，自 1998 年開始參加毅行服務，並於 2005 年至 2007 年主管比賽組別。文頌在任期間不斷改善

比賽組的運作質素，確保賽事順利完成，紀錄無誤。他與負責賽事中心的李靜萍合作無間，堪稱「毅

行姊弟檔」。 

王少紅 

李勁芝 

范翠霞 



 
19 

 

袁可秀，歷屆作為比賽支援組的大總管。所管轄的範圍包括賑目、紀念品、比賽物資等。在過去多年

秀姑花盡心思，為參加者帶來層出不窮的紀念品，心入民心。 

陳秀珠 

曾梓婷，自 2000 年開始參加毅行服務，期間主要服務於檢查站和賽事中心。她梓婷從小時便加入毅

行列，亦是毅行服務滿十五年最年輕的「童工」。 

葉鴻，自 2000 年開參加毅行服務，期間主要物流…… 

 

服務滿十至十四年 

 
服務十至十四年 

石天崙 徐碧珊 關綺媚 何俊文 李永超 張嘉政 葉永全 顏瓊瑋 吳文超 沈志宏 張惠明 

陳韻婷 曾澤霖 馮兆明 鄔雲龍 鍾蟬徽 王國偉 何美欣 張世華 彭沛雄 馮紫卿 楊國榮 

趙國麟 鍾志文 何仲康 何韋樂 李敏儀 翁澤文 郭淑儀 陳偉聰 陳培芬 陳曉東 黃維輝 

黃耀庭 潘嘉豪 羅永杰 

 

各項統計資料 
 
 
二十年來曾參與的工作人員人數：1493 

多年來工作人員總人次：3366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人

數 

9 12 38 162 200 194 152 186 166 185 227 187 213 254 196 193 244 236 241 244 

 

 

 
 
山頂茶聚、聯員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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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人話當年 
 

開山祖師何德康主席和方富佳副主席專訪 

 

今天終於有機會能親身拜訪前毅行主席何德康總監和副主

席方富佳先生，親身聽聽他們憶述當年籌辦港島童軍毅行的

經過，實在是榮幸之至。 

 

何德康總監自 1998 年第一屆毅行開始加入，並於翌年擔任

籌備委員會主席一職至 2006 年，前後共九屆。何先生在任

其間貢獻良多，其中包括把毅行制度化、加入持續發展元素、

擴充參加人數和隊數，增設多個比賽和非比賽項目等。方富

佳先生也是於 1998 年參與第一屆毅行工作，一直至今長達二十年。方先生自ＸＸ年起一直擔任毅行

籌備委員會副主席，對歷年毅行所發生的事情、發展，瞭如指掌。 

 

何總監和方先生憶述 1997 年年底，他收到當時為助理地域總監關祺先生的指示，召開會議。港島地

域要搞（舉辦）我們自己的毅行比賽了。當時關 sir 就只有在白板上寫下幾隻字、簡單的分工和組織，

大家便需要去「開檔」了。與會者的頭髗上除了充滿很多問號外，也不算太清醒了。當關 sir 問大家

有沒有問題時，何先生是第一位發問的人，「budget 有多少？」可是，所得到的答案是「沒有 budget」！

難為朽婦無米炊，沒有錢，怎麼辦？所謂萬事起頭難，大家只要同心協力，一定能把事情辦好。於是

在這年委員會就只有使用參加隊伍交來緊絀的報名費作為營運資金，然後就只好到處找尋贊助。幸好，

水和紀念品都找到了贊助，但沒有食物贊助，怎麼辦？自家製！於是，在毅行大清早開始，負責膳食

組的同事便開始成為工廠工人，摩打手地去製作三文治。至於隊衫和風衣，實在是無法可以辦到的事

情。但童軍勇敢不怕難，沒有什麼事情會難到。最後，他們也找來了贊助商（很知名的品牌）贊助風

褸和Ｔ恤。 

 

何總監又回憶當年，對李漢翹總監執掌賽事中心的印象最為深刻。李總監一向以審慎認真見稱，對各

隊伍的賽程、時間紀錄亳無差釐，尤其他那親手設計的「成績榜」，他能徒手在兩塊白板中畫下橫直

交錯的列表，人稱「十字𠝹豆腐」，不偏不倚地把成績寫上。不過，這個令人攝服的硬「漢」子總會

遇到令他畏懼的克星，據何總監所說這人就是李靜萍總監。筆者再詳問由來，就被拒門外，無可奉告。

究竟李靜萍總有什麼犀利地方能夠克住李漢翹總監呢？ 

  

何總監又憶述當毅行活動把各個區的界線拉近了。當年港島地域各區各自為正，但因為毅行活動人手

有限，財政緊絀，因此各區也不計較，出手相助，對此他感激萬分。1998 年第一屆那年的架構組織比

較簡單，只有三個部門，賽事、典禮和支援。其他工作人員就是從地圖閱讀訓練班中招募。他又特別

提述幾位童軍兄弟的名字，感謝他們的付出。洪羽奇總監義不容辭找來了一部救護車，為比賽作流動

救護站。陸立志先生為大會製作了精密的 Excel 程式，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令李漢翹總監「失業」。吳

文頌先生從當年從做 sweeper 開始，至獨當一面地擔起了整個比賽組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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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何總監還有一點補充。他說，港島童軍毅行今天的路線是他精心設計的。因為，港島徑原來的

起點是由山頂開始，順行至大浪灣為終點。但是他曾想過，若是這樣，當參加者行到去終點時就會入

黑，返回巿區的交通就會較麻煩。而且在大浪舉行典禮的場地不夠氣氛。因此便想出逆行的方法。以

大浪灣為起點，山頂為終點，此路線設計一直沿用至今。 

 

比賽組 Philip 

我們的工作要從早上五時開始說起。我們首先要在大浪灣用半小時設好檔位、用電線膠布在地上劃位、

將食物等物資預備好，時間趕迫，車隊會大約會在五點半陸續到達。萬事俱備，只欠嘉賓。上午五時

五十分了，嘉賓門終於到達會場，今年毅行第一批起步的時間仍然可以 keep 在六點正。各隊都順利

起步了，太陽初升，而我們亦會開始將物資收拾，運往 25 公里集合點。 

 

賽事中心 Manco 

我們的職務是要確保各檢查站能妥善運作，因此每年我們都會很早到賽事中心當值，等候檢查站的同

工到來領取物資。毅行的參賽隊伍成績一年比一年快，檢查站也一年比一年提早開檔。還記得有一年

收到急報，說跑手會比預期早到某檢查站，可是該檢查站還未到開閘時間喎，怎樣辦？幸好，我們毅

行的同工機動性較高，該檢查站的其中一人獨自趕去檢查站，為隊伍登記，而其他隊員就乘的士前來

賽事中心領取物資。猶想當年地域總部仍在愛群道時，地下大堂擠滿了大大小小的物資和工作枱，枱

面上放滿行程表及地圖，身後放置不同報告紀錄。到了現在，賽事中心已經沒有人拜訪，我不再需要

穿著整齊制服工作，工作時的舒適度因而大大提升。與此同時，隨著科技發展，檢查點不再需要工作

人員透過電話向賽事中心報告各隊伍的比賽時間，「白板齊放」的景象亦走進歷史檔案櫃裡。近年比

賽又引入 QR code 等技術，大大減省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更增加比賽的即時性，令我們的工作更有效。 

  

膳食組 翁 sir 

港島童軍毅行對參加者的體能有極大的消耗，故各個檢查點的補給都是非常重要，確保參加者能維持

最佳狀態完成整項賽事。每年我們會在各大小檢查點向參加者提供清水、能量飲料及食物，故我們會

預早一天向供應商取食水，更在比賽當天一大清早到食物生產商提取食物。港島徑全長約 50 公里，

各段難度不同，體能消耗大小不一，加上天氣因素對參加者的直接影響極大，物資的消耗量是一大變

數，因此每年比賽前我們都會召開會議，商討各個檢查點的物資需求，避免物資出現過剩或短缺。歷

年來我們曾遇上不同的挑戰，除因物資短缺告急，亦曾試過在運送物資往薄扶林水塘道途中因閘匙不

符被困閘外，需人手運送物資，苦了工作人員。物資的過剩乃常事，賽事過後我們會全數搬回港島地

域總部。在比賽後的整整一個月我們都要不停「食蕉」，每每想起開會時吃蕉補充體力，也不失為一

件樂事！ 

 

檢查站 石天倫 

我今年是連續第Ｘ年為毅行服務，當中的喜與樂實令我有無限的回憶，津津樂道。每天大清早便集齊

人馬，清晨五時便到達大浪灣起點，不過人影都無隻。毅行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不單可有機會

讓領袖和童軍大顯身手、發揮所長，更能讓各支部成員有互動的機會、共同在遠足活動上努力一番。

每年我們親眼看到各個毅行精英出發後，便立刻轉場到一號檢查站等候冠軍隊伍的駕臨，也為其他隊

伍打氣。完成工作後，我們一眾領袖便會上酒樓，將勵自己一番，賞心樂事。 

專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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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總部 李敏儀 

對於我來說，毅行工作是份內事。工作是由開會開始、製作通告開始、出通告、有隊伍報名了、資料

輸入、發出開會通知、製作參賽証、檢查站報告板………，工作一大堆。不過幸好，童軍會的人勝在

夠義氣，每年都有一班義工幫手處理工作，否則就通宵都做唔哂。早年的毅行因為參賽証上大有相片，

這就是我的工作中其中一項最困難的工作，追相是花大量時間的。及後參賽証上取消了相片才大大減

輕了我的工作。此外，在比賽當天我也會隨隊到山頂工作。人所皆知，山頂的天氣變幻無常，出猛太

陽、下雨、寒風等等也是令我印象難忘。 

 

物資組 陳維斌 

自從搬地域總部以來，物流就由我一手包辦。每年毅行我都要要求各部門在星期五之前 pack 好嘢，

並需在每箱物品中寫好資料後，我便會用不同顏色的 label 字把它們貼上，以方便知道運往何處。總

算拓赖，這麼多年來也沒有把貨物搞亂。 

 

山頂五小花 

 

 

 

25 公里組 佘穗全 

陸立志 

何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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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 大同世界 天下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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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與受惠機構 
 

童軍運動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服務社群，能夠把毅行精神融合於服務社會，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

事情。港島童軍毅行在過去二十年中與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當中包括合辦毅行比賽、獲受資助、協

助機構籌募工作等，不遺餘力。現在就讓我們介紹一下我們曾經協助過的服務對象。 

 

香港海港扶輪社 
香港海港扶輪社許諾在中國較為貧窮及亟待開發的貴州省岑鞏縣建立至少五間

鄉村衞生室，及贊助其後三年的維護經費。貴州省共有 88 個縣、上百條散佈

山區的村落。因地理位置偏遠，村民都無法得到恰當的醫療設施和照顧。此項

計劃的目標是建立達致省政府認許標準的模範鄉村衞生室，使各鄉村可向省政

府證明他們是有能力以專業態度管理和使用國家醫療資源，以期從僅有的資源

中爭取適當份額。改善對村民的醫療康健服務。 

 

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於 1963 年成立，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抗癌

機構，一直致力推動各項防癌和抗癌工作，竭力為香港市民提

供相關的多元化服務。香港防癌會的使命是透過在香港以下途

徑以減少癌症帶來的重擔，包括提倡癌症預防和探測、治療、

復康、紓緩及全方位支援癌症患者和家屬；及透過教育，研究

和宣傳有關癌症的資訊以增加瞭解和知識。多年來，賽事協調會議透過港島童軍毅行為香港防癌會籌

募經費，用作提供資助或藥物贊助予有經濟困難的癌症病人，和購買未獲醫院管理局資助的藥物以作

治療，令到港島童軍毅行活動更有意義。 

 

心晴行動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於 2004 年初成立，為香港註冊非牟利慈善

團體。本會服務宗旨為向社會各階層推廣情緒健康，讓大眾認識

情緒病。成立以來已推行多項社會服務，包括全港首個推廣情緒

健康的綜合性電視節目、資訊及轉介熱線、公眾情緒健康教育、

專業面談輔導服務、商場推廣及巡迴全港十八區之校園計劃——情緒睇真 D 等，期望喚起社會大眾對

情緒病的關注。 

 

現時香港經濟持續增長，似乎人人安居樂業，但在社會的另一角落，一群面對經濟困難的市民，就連

每天最基本的溫飽也未獲得滿足，可見香港仍存在貧富懸殊的情況。 港島童軍毅行發展至今，已不

只是一個簡單的童軍遠足比賽。大會藉著步行活動，同時為有需要的社福機構提供籌款的平台，歷年

所籌得的善款超過三百多萬元。多年內來大會透過邀請地域不同旅團，希望各童軍成員轉贈最少一罐

罐頭予有需要的人士。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c6Zbs-pvRAhUFJ5QKHZvsBNMQjRwIBw&url=http://dss.hkcss.org.hk/view_agency_info.php?id=268&psig=AFQjCNHr0DhUjpcDN7Nyv5w3cxIr3mX9zA&ust=148318871249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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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受惠的機構包括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及東華三院善膳堂（any more ?），是香港少數的食物銀行，

專為有經濟困難的香港市民提供緊急的食物援助，解決饑餓問題。期望能透過一個小小的罐頭，表達

童軍成員關愛的精神及服務社群的承諾。 

 

樂健坊 
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 

眾膳坊的辦事處位於西營盤的西安中心，本是一所露宿者援助中心，在

1997年 3月 24日投入服務，至今仍為港島區露宿者提供服務。一直以來，

中心提供食物予露宿者外，亦向貧困人士提供緊急食物援助，解決饑餓

問題。眾膳坊現時只得到特區政府的少量支援，大部份食物、善款、工

具及器材，均由善心人捐贈。眾膳坊的主要工作是籌集食物及善款，透過各區的伙伴機構，將食物轉

送給本港貧困人士。 

 

東華三院善膳堂 

東華三院於 2009 年 2 月獲社會福利署的撥款，成立「善膳堂食物援助服務」，為有需要人士

提供短期食物援助。為居住於深水埗區的香港居民（例如：突變家庭、失業人士、低收入人

士、居港未滿七年人士、露宿者等）提供短期食物援助。 

 

香港骨髓基金 

基金成立於 1991 年成立之時，當時普羅市民對無血緣骨

髓捐贈的認識很少，因此「基金」以慈善機構名義成立

全球首個以華人為主的「香港骨髓捐贈基金資料庫」，為

病人找尋脗合骨髓捐贈者。基金成立時引起了全港熱心

人士的關注，反應非常踴躍，在短短數星期內便有近一萬三千人向「基金」登記成為志願捐

髓者。截至 2016 年年底，本港已有逾十一萬人士登記成為志願骨髓捐贈者，當中 527 位已作

出捐贈；另外資料庫成功為 940 位本地及海外的病人尋獲合適的造血幹細胞作移植治療。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Wq7zE8KLRAhVKpJQKHYF7DKkQjRwIBw&url=http://www.iwfsh.cn/zh/news.asp?lx=iwfclub_zh&id=7092&psig=AFQjCNGsYqlPPspnH1iqTPDUNcscqbnpRA&ust=1483426509137923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gpqp8KLRAhWSNpQKHfv3BUMQjRwIBw&url=http://www.aquawiz2000.com/new-world-eco-charity-tri&psig=AFQjCNFSz1rwTXfG_cYhwiYyoOQMUQNAug&ust=148342643991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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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與社會慈善機構合作外，我們也希望透過教育童軍成員和登山者愛護和珍惜大自然。在

2017 年的港島童軍毅行中，我們加入了「不留痕」元素（Leave No Trace）。不留痕概念始源

於美國，其目的是為了研究人類進行各類野外活動時，如何盡力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的衝擊。

後來這個概念推廣至全球多個地方。 

 

不留痕 
 

「不留痕」精神的七個項目，這包含了技術、觀念及

態度，適合使用於各地方的野外，原則參考如下： 

 

1. Plan Ahead and Prepare （行前完善的計畫及準備） 

2.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 （在經久耐用

的地表旅行及露營） 

3. 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 （洽當的處理廢棄物） 

4. Leave What You Find （將您的發現留在發現地） 

5. Minimize Campfire Impacts （將營火的的衝擊減至

最低） 

6. Respect Wildlife （尊敬野生生物） 

7.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 (考慮到其他訪客)  

 

 

「全民登山」計劃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4oLXj8ILTAhUGKJQKHY0cA8YQjRwIBw&url=https://www.pinterest.com/roller758/cub-scout-leave-no-trace/&psig=AFQjCNEzJXe5zL2dF5NoBESgU9HiXutXwg&ust=149112312839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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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順天應民 實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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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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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革新 
 

革命性的年代 

科技日新月異，科技為人類帶來幸福，也為毅行比賽帶來發展。港島童軍毅行在第一屆舉行時只有 32

隊（128 人）參加，發展到今天的ＡＡ隊（ＢＢ人），若果我們還逗留在舊有的方法和落後的科技，比

賽是辦不成的，工作人員的數量也要多幾倍，比賽進度的運算時間也追不上參加者的期望。幸好，我

們毅行有一班技術超群、創意無限的ＩＴ人材，每每為毅行比賽帶來新點字和新技術，現在就讓我們

一同來回顧毅行二十年來有關技術發展的的歷史檔案。 

 

從參賽証到號碼布 

毅行從第二屆開始，各參賽隊伍的四位參賽者都需要配戴參賽証。參賽証上有參加者的相片和資料，

背面印有十個空白方格。當時的參賽証製作費時、又要追收相片、又要做剪貼、過膠等工作。每當參

賽者去到檢查站時，工作人員會在每張參賽証上的空白方格「打 punch」，以證明到達。可是當中所消

耗的時間甚多，防礙參加者比賽進度。加上在比賽過程中，若果參加者遺失了參賽証就非常麻煩。當

隊伍到達終點後，就要交出參賽証，工作人員就會仔細核對証上的 punch 孔是否跟大會預先製作好的

sample 一樣，這也是花上不少工夫。直至 2006 年起，全隊四張的參賽証改為全隊一張，並附上四名成

員的相片，同時參賽者首次佩戴號碼布。為使監察容易，由是年起，每名成員需在比賽期間配帶號碼

布。2001 年起，參賽証取消相片，各隊伍在經過檢測站時會被邀請拍照，也就是這個動作，各隊伍便

由是年開始開以在網上找會自己的比賽相片。又由 2014 年起，參賽証上取消打 punch，改為掃描 QR 

code。 

 

從打咭到掃ＱＲCode 

過去屆別的檢查站是需要大量人手，工作包括在參賽証上打 punch、把隊伍的到達時間抄在紀錄板上、

定時定候向賽事中心報告隊進度、派發食物等，可謂馬不停蹄摩打手。檢查站的工作員在上報隊伍比

賽進度時，由於是用口傳，難免有溝通上的困難和誤點，賽事中心工作人員在抄寫的過程中難免會出

錯，又引致電話來來回回。雖然及後改用了 SMS 代替電話對話，情況已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使用 SMS

始終都是需要由檢查站同事定期上報，未能做到實時性。直至 2014 年起，大會在參賽証上加上了一

個 QR code 識別碼，所有的問題已迎刃而解。無論是資料的準確度和實時紀錄都一切無誤。其實，早

在第Ｘ屆開始，比賽組已經開始研究用㫶描條碼去取代人手抄寫和上報。可是，以當時的科技來說，

掃描條碼是需要用電腦的。手提電腦的電量有限，根本不可以維持整日的流程，再加上掃描後的資料

要上報到賽事中心是非常困難的。若果要採用 SIM card 輸送資料，費用相當昂貴。科技日新月異，智

能電話的發明和普及性確實為毅行帶來了革新的改變。一代一代的智能電話無論在功能上、資料傳送

速度和電量都大大提升。 

 

從手寫進度到屏幕顯示 

還記得港島地域總部還未搬遷時，每年毅行，大會的賽事中心就設於地下大堂。設賽中心設有一塊賽

事板，賽事的進度是寫在這塊白板上，方格的線條劃分得非常仔細，上面寫有隊伍編號，到達各檢查

站時的時間，到最後的一行會寫上名次，一目了然。直至 2010 年，因舊地域總部的拆卸，賽事中心

亦一同遷往地域總部臨時辦事處（亦即香港童軍中心）。於同年，賽事中心把隊伍的進度寫入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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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隊伍自己本身、所屬旅團、親有，基本上係全世界人都可以登入網站查看隊伍進度。此舉與樂

施毅行所做的相差無異。 

 

從到站登記到全程追踪 

雖然如此，追踪隊伍始終都需要他們到站才可以有所紀錄，若關心隊伍的進度時，就只好致電隊友，

但此舉會妨礙隊伍的進度。大會便於 2012 年起為毅行組 50 公里領袖組的隊伍配備了全球衛星定位儀

GPS，於是各隊伍的實時追踪便可在網上一目了然。由於這次的試很成功，大會於翌年為所有 50 公里

毅行組的參賽隊伍配備，同時也收到南華早報的探訪邀請。不過，這個 GPS 也有相當限制，包括電

量的考慮、訊號的收發強弱等因素。加上成本高昂，在百多隊的參加者中只可以有十數隊伍可以佩帶，

並未普及。配戴GPS的隊伍也感到方便了他們，因為隊伍可以在比賽過很從網上了解自己的比賽紀錄，

有助他們檢討比賽策略，就此有更多組別也要求需要配備 GPS。大會於 2014 年開始也為毅行組 50 公

里成員組配備 GPS。今年第二十屆毅行，大會有一項新突破，就是各參加者可利用自己的手提智能電

話作為 GPS，此舉解決了所有問題。參加者只需下載應用程式，並在比賽當天啟動程式，大會便可即

時紀錄隊伍的位置，並即時在 google map 上顯示。此項新措施可望在下一次毅行比賽中全面開放至各

參加隊伍。故事的背後更引發更大的好處。童軍會成員人數眾多，所進行的戶外活動次數冠絕全港，

此項應用程式不單可以應用在毅行比賽，也適用於所有戶外活動。除了能確保參加者的安全外，也能

幫助領袖和審核員進行追踪監測之用。 

 

從硬照到 Facebook Live 直播 

原來早在 2002 年，毅行已設立網站，域名為 www.hkirscout-trailwalk.org。當年由 IT 專才何智恒負責𦄒

寫版面及管理。但是早年地域的行政程序繁複，所在放上網的內容都要經過審批，因此該網頁的內容

是不能 up-to-date 的，網頁並於 XXXX 停用了。毅行的另一項進步就是利用社交媒體把賽事的實況以

第一時間公諸同好。大會於第二十屆毅行開始在不同的比賽點拍攝比賽的實況，並即時上載到社交媒

體 Facebook，這就是網上直播！這全賴智能手機的發展迅速和網絡競爭的好處。在這屆毅行中，大會

只選取了三個試點，但在未來的毅行中，會增加其它熱點。我們更希望有朝一天可以做到全程追踪。 

 

航拍全紀錄 

港島地域曾斥資購買了兩部航拍飛機，並用於 2014 及 2015 的毅行動，拍

攝於大浪灣起點。但是後又因為保險和責任問題，於2016年開始停止使用。

但事情相信會很快搞定，相信在未來的毅行中，航拍機將會再大派用場。

2014 年有 2000 人次收看隊伍的 GPS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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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中心專訪 
2017 年 3 月 19 日 

 

記者 Q 賽事中心主管 A 

 

Q： 今屆毅行首次試用的 Mobile GPS 定位系統功能對你們賽事中心工作有甚麼好處？ 

A： 今次毅利所用的 Mobile GPS 定位功能可以為比賽全程紀錄省下不少功夫。第一，可確保隊伍不會

行錯路。就以今次比賽為例，我們從 GPS 紀錄上可以看到有幾個隊伍行錯路，我們便即時致電給

他們，指引他們返回正確路線。第二，用了此程式後，每組各隊的即時排名都可以自動得出，並

即時上載上網供人瀏覽。第三，有了這個程式，各檢查站和賽事中心都可以減少溝通誤會，有助

資料的準確性。 

 

Q： GPS 定位系統對整個比賽還有甚麼好處？ 

A： GPS 定位系統所取得的資料會自動衍生在 Google 地圖中，供公眾查閱，增加比賽的透明度。參賽

隊伍也可以知道自己身處位置與跟其他隊伍的比較，調整比賽進度和策略等。知道他們的位置後，

各個檢查站的工作人員都可以知道隊伍大約的到達時間以作準備，使隊伍到達時更有效率地讓隊

伍過關。 

 

Q： 現在這個系統還有沒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A： 在大體上，這 GPS 定位系統程式已經很好，在早前我們已做了很多實地測試，才令系統運作流暢。

有關於定位的準確度、對用家的方便程度等等，我們在此期間已作了不少修改。不過，在今次的

毅行中，可能有些隊伍忘記登出程式，或者作了錯誤的登入，這都會令程式所取得的資料有誤差。

再加上每部手機所獲取的 GPS 頻率不同，在定位時都要預留時間作調整。 

 

Q： 如果下一屆再用這個系統，你們會對參加隊伍有什麼呼籲？ 

A： GPS 定位系統的好處多，而且方便工作人員及參賽隊伍，我們希望參賽隊要依從大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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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 
Young Post XX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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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 薈萃聚集 安和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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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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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 
 

「今時今日，要為你的產品展開宣傳，共需在本台以一個價錢，便可以有超過二百萬人收看」！

當然，今時今日還是「有麝自然香」的年代嗎？盡管毅行搞得有多好，再有很多人參加，全

靠口碑，但這也是不夠的。現今數碼年代，資訊爆棚，要為自己的產品作推廣，也一定要花

點心思和工夫。於是港島童軍毅行籌委會便於第十九屆（2016）開始設立「品牌推廣」部門。

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毅行活動，分甘同味。 

 

無論老少，愛好運動與否，甚麼職業，或多或少也會接觸到社交媒體。甚或已有賑號，每天

進行瀏覽和上載你的所見所聞、心得和照片等。近這兩年來，港島童軍毅行在社交媒體

Facebook 開設專頁，除了貼聞以外，也充份利用媒體的功能，例如上載相片和影片、Facebook 

Live、也讓讀者「讚與分發」、comment 等。Facebook 專頁於 2014 年開始設立。透過閱讀次

數和 Like 的次數，可見專頁的成效。除此以外，專頁又舉辦遊戲比賽，讀者只要在港鐵出入

口尋找到毅行的宣傳海報，將它拍攝下來並上載至專頁，即可有機會獲獎。此舉除了增加專

頁的宣傳性之外，還發揮群眾的互動力量，一舉兩得。在「區區有跑手」的提案中，各區總

監及年輕的區代表一同拍照，象徵接棒（薪火相傳），亦能造成好像看連續劇一樣，讓區內的

成員、領袖為跑手打氣，期待比賽的日子來臨，看誰最後會勝出。專頁不時出打氣支持 post，

營造比賽氣氛，並提醒跑手加緊練習，為毅行大日子倒數。專頁還有「毅行新手」、「毅行為

慈善」、「毅行二十週年回顧」系列等。在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行中，專頁特備加入了「我撐

你跑」宣傳活動，此可吸納非參加者的童軍人士留意，為此瀏覽人數大增。專頁也讓參加者

作賽事後轉載不同參加者的感言，成為了「觸動心靈」系列。直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專頁

的 livefeed 達 2,453 次，而短片接觸了超過 4 千人。從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共 65

個貼文，接觸了超過 4 萬 5 千人，而投入互動的更高達 1 萬 6 千人。毅行在比賽之餘，也不

忘服務社群的精神，也籍專頁作出罐頭募捐的呼籲，為此慈善活動振臂一呼。 

 

毅行在 2017 年設立了「品牌推廣」部門。除了設立 Facebook 專頁以外，也極盡心思，去設

計精美產品、紀念章、吊牌、完成獎牌、毛巾、Backdrop、號碼布、手機應用程式封面、獎

狀等。此一系列的宣傳除了能達到統一性之外，也大收宣傳效果，深受參賽者和工作人員歡

迎，紛紛貼聞。在第二十屆毅行賽事中，相信最令參加者最難忘的紀念品，莫過於「Finishing 

Medal」，凡完成比賽組 50 公里賽事的參加者皆可獲得一枚，相信此舉不單止能讓他們在來年

繼續參加比賽，也能吸引其他成員和領袖在來年為紀念品而作戰的決心。 

 

此外，在過去的屆別中，其實毅行也一直有進行不同的宣日活動，例如借助日本城電視推廣、

在屋苑和巴士站張貼海報、在雜誌中、小巴、新巴、晴報、南華早報、AM730 登廣告等，當

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在港島地域季刊和香港童軍月刊登廣告。不過最具效果的當然是在港鐵站

出入口張貼海報、在香港童軍中心大堂張貼巨型海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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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傳策略 
 

2010 年 AM730、頭條日報、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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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濟 萬事皆濟 守成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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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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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相對於童軍運動、香港童軍的歷史來說，雖然不是一個長時間。但是，對於一個能連

續舉辦二十年的活動來說，這卻是不可多得。在眾多曾參與活動、出力協助的義工、甚或曾

出力的機構，一段又一段的回憶常在腦裡盤旋。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回憶一下二十年當中的喜

與悲。 

 

檢查站逐個捉 
 

 
 

   

 

NO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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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有真相(all check points with staffs, briefing 會, 置富/余振強, 山頂舞台, 影相板, 成

績板 衝線, 起步(50,25,6,3.5km), 賽事中心(舊地域地下大堂及新總部), 25km 召集(聖約瑟

小學, 維官), 13 號巴士站及筲箕灣搭旅遊巴, 山頂麥當奴, 紀念品派發, 分發食物, 防癌

會記招, staff reunion, 各 UG logos, 贊助機構 logos, 合辦, 表演隊伍, 三樓平台, 太古城, 

fun 咁同味今晚夜, 大吉利是白帽, 網站追蹤, facebook 專頁, st. john 急救站, 航拍相片, 

2016 區際奇裝異服) 

 

紀念品款式層出不窮 

 

1999 年的團隊風褸 

 

電話掛繩 

 

1999 年的團隊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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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章、T 恤 / 風衣、寶礦力、Power bar、不織布袋、撒隆巴斯、碌油葉沐浴露、美綠、電話

繩、金屬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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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紀念章介紹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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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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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年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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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行政的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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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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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小檔案 
 

天氣小檔案 

港島童軍毅行每年的舉行日期大致在三月份舉行。香港三月的天氣清涼、乾燥，吹清勁至和緩北至

東北風，多數天晴，是行山最佳的月份。根據紀錄，所有年份的 50 公里賽事開步那一刻均沒有下

雨。話雖如此，但有幾年的毅行也是有下過雨的，其中包括 2001、2003、2006、2012 和 2017 年。

其中 2003 那年，因微弱冷峰於兩日前過境，全日下著微雨，天氣寒冷，但遠不及 2012 那年的雨勢

那麼大。因為大雨，氣溫也非急降。又濕又凍的天氣引至不少隊伍在中途退出，而山頂工作的同事

卻仍然留守至晚上八時，差點變了冰人，當年的印象還存留在好多同工心中。天晴也不代表好事，

2005 那年天氣非常好，一片雲也沒有，日間氣溫高達 XX，但因為晚間散熱原因，氣溫卻急降至最低

11C。 

 

大浪灣起點 

還回想起最初幾年的毅行，工作人員大清早便來到大浪灣起點，當時這個空空如也的佔停車是沒有

街燈照明的，同工便第一時間著起幾枝大光燈、架設好工作枱。另一邉的工作人員就忙於在起點線

附近的地面上貼上電線膠布，劃好格仔，供參加隊伍「泊好」準備起步。後來便簡化到讓隊伍自動

走位，不再劃定位置了。又有一年，大會在起點設置 Booth 供參加者更衣，可是這麼多人，又要設

多少個 Booth 才夠用丫。此外，早期的毅行是限定為四人報名，不得換人。若果有隊伍的成員不能

赴會，那又如何呢？他們可以參加隊重組，總之湊夠四人一隊就可以出發。可是這個做法太不受歡

迎了，「唔相唔識，大家冇 feel」。於是到了後期，報名表便增設後備隊員一格，問題便解決了，此做

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最、最後，「三人或二人行唔行得？」可以。不過不當作參加比賽，「條路是阿

公的，呵!呵!呵!」。 

 

2003 年香港沙士大爆發 

2003 年香港爆發沙士，籌備委員會真的緊張起來了，今年夠竟還應不應該繼續舉行毅行呢？… 

 

收費貴唔貴？ 

港島童軍毅行的參賽費用夠竟貴唔貴呢？根據紀錄，1999 年參加毅行比賽的收費為童軍組$120、領

袖組$400。現時 2017 年的收費為劃一$500。對於領袖組來說，二十年來只是加了一百元。可是毅行

的「製作成本」由最初的 XXXX，到至今的 YYYY。沒有了支持機構和社會熱心人事的贊助，毅行是搞

不成的。 

 

賽事中心選址 

2010 年港島地域總部因拆卸重建原因，賽事中心也必須要尋找新選址。到哪裡去好呢？最簡單的就

是在香港童軍中心。但是在最初的時候，大家又想到會出現協調的困難，加上要求檢查站同工到九

龍這邊領取工作套包，隨即又要撲回香港島那邊，實在有點費時。但種種困難終迎刃而解。2012 年

有人提出，如果把賽事中心設在山頂終點站，這樣運作便會更緊密。可以，賽事中心要在早上五時

便可始運作，山頂廣場那裡會有人招呼我們呢。於是，這年的賽事中心在上午時段便設在太古城某

旅團的旅部，到了下午便搬往山頂廣場。但是，效果不如理想，費時失事。此後，賽事中心一直在



 
15 

 

港島地域臨時總部。 

 

強大的行政支援系統 

港島地域向來人才濟濟，尤其是行政特別出色。隨著毅行的發展，團隊製作了多個行政手冊。一來

大家在工作上可以有法可依、有跡可尋。二來又可以流芳百世，代代相傳。毅行曾經製作過的手冊

包括有「港島童軍毅行手冊」、「危機處理手冊」、「6 公里事工手冊」、「」、「」。 

 

暫停不暫停？ 

2003 年，香港發生非典型肺炎。當時香港全城戒備，在不必要的情況，巿民都減少出外。食肆、商

場拍蒼蠅。究竟毅行還應該繼續舉行，還是停辦一次？各人爭辯不休。幸好，當時 XXX 極力主張繼

續舉行，而當年大家也做好了防犯準備，包括為參加者預備口罩、量度體溫等。致毅行仍然能不間

斷。 

 

荃灣第二十四旅與白頭叔叔 

1999 年毅行成為正式比賽，由於是第一年舉辦比賽，各隊伍又不是十分熟習路程，沒有心裡預算，

因此大家還是以步行的方式參加比賽。但是有一隊伍卻以跑步的方式去參加比賽，於是他們不單止

獲得成員組的冠軍，還比領袖組的冠軍隊快一小時之多。當時坐在賽事中心的白頭叔叔（陸立志）

卻感到懷疑，認為該隊伍有作弊之嫌、走捷徑，於是便親身到薄扶林水塘與該隊會一會。到場後才

理解事情的真偽，在這一屆以後，各得獎隊伍明白到，如果要嬴得比賽，就必須要跑！於是，隊伍

便越跑越快，本來預大家步行 13 小時的旅程，結果最快的隊伍以 6 小時 22 分鐘便跑完。 

 

山頂廣場 

港島童軍毅行比賽每年的終點站必定是山頂廣。此處遊人眾多，在此舉行比賽和頒獎典禮實是最合

適不過，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在此參觀，為童軍做宣傳。不過，有兩次的毅行，大會借不了廣場地方

舉行頒獎典禮，只可以使用三樓平台，這兩年分別為 2007 和 2015 年。2008 年在毅行頒獎禮之上曾

出現失禮場面，有好幾隊得將隊伍上台時除了衣衫不整外，還「踢拖」上台領獎，場面實在不好

看，因此大會便於翌年開始設立「領獎禮儀」，規定上台的衣著，也就此凡得獎的隊伍每位成員都會

獲贈毅行 T 恤一件。此外，於 2009 年這一屆，大會特安排了與眾不同的帽子供嘉賓戴上。毅行工作

人員的帽子是藍色的，大會為嘉賓找來的帽子是白色，但當其時便讓人有「大吉利是」的感覺。自

此之後，大會再沒有安排帽子給嘉賓了。還有，在 2012 年的檢討會中，山頂廣場收到附近居民投

訴，指毅行活動（頒獎禮）聲亮太大，因此在翌年毅行中，大會特備了噪音計，以証聲音在及格水

平。麥當努餐券 

 

比賽時計 

二十年毅行過去了，除了一眾老臣子之外，還有一位老臣子也陪伴了我們二十年之久，它就是卡西

歐。最初，大會有三個卡西歐，不過它們陸續壞掉，現在只剩下一個。每年毅行比賽組的其中一個

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時計跟天文台報時一起較準。一個帶去 50 公里起步點，一個放在賽事中

心，一個放到山頂終點站。及後為了讓遊人也知道比賽時間，便請了背景製作公司在背的頂端安裝

時鐘。直至第二十屆毅行，大會借來了一個比賽級的大鐘，頓時感到有一份專業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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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小茶聚 

在毅行剛推出「357 年」獎之初，獎項是在山頂頒獎典禮中頒發的。不過隨著屆數日增、得獎人數也

大增，這會使到典禮時間太長，因此便取消了這個安排，改為在毅行 Reunion 中頒發。但是，在

XXXX 年和 XXXX 年，大會又嘗試在傍晚六時許在山頂舉辦山頂茶聚，在此場合中頒發獎項。 

 

賽前集會 

相信有很多同工也仍然對以前的賽前集會印象尤深。在舊地域總部未拆之前，賽前集會是在

五樓禮堂舉行，高朋滿座。首場是非比賽組別的講座，次場是比賽組別。每年大會都特別請

來贊助商（例如寶礦力、power bar）為賽員介紹產品特點及最佳使用策略等。另一邊廂，

地下大當也很熱鬧，工作人員在派發毅行紀念品套包。 

 

在過去二十年，有好幾屆毅行都還中了惡劣天氣，現在就讓我們一同重溫一下當時的情況。 

   

   

 

  

 

Those were the days，好不容易找到這些懷舊照片，是多麼的珍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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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知新 
(過去香港童軍月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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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誠信嚴正 恭敬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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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 

展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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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主席關祺先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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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主席鍾震宇先生亮明燈 

 
時光荏苒，物換星移，今年已是港島童軍毅行第二十年。在這值得慶祝的日子能擔任賽事主

席，要肩負承先啟後的責任，可謂任重道遠。萬丈高樓從地起，回望這二十年，從原來單純

的行山活動到現今多元化的比賽項目，更見證地域總部的重建。隨著賽會在這些年來引入更

多新科技，賽事的質素得到顯著的提升，參加者人數節節上升，與更多的團體合作，一直都

驅使我們做得更好。今年天公不造美，活動甫開始便下起滂沱大雨。然而在困境中，我們仍

然成功創新。回顧種種，只有感激一眾工作人員的付出，一切盡在不言中。 

 

今年我們加入了許多科技元素，當中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為港島童軍毅行而設手機程式。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現時手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們計劃未來利用手機程式協助我

們調配物資。另外在青年人的意見下，我們用更時髦的方法作品牌宣傳，例如開設 facebook 

live，最高觀看達 2,453 人次，也算是開創了先河。另外我們在二十屆這個重要的時刻設立十

五公里組別，反應不錯，所耗的資源亦不多，相信可以延續下去，以後每提到十五公里組別，

都是一個劃時代的產物。 

 

如今二十周年，我反覆思量究竟過了這個分水嶺我們又如何令這項活動有更多的發展。以下

乃在下對此活動的願景，請容我一一詳述。 

 

自 1999 年起，賽事中心大多於港島地域總部，風雨不改。現時地域總部將在不久的將來竣工，

屆時賽事中心可重設於愛群道的土地上，並引入現場直播，於這裹及山頂終點播放，可以說

是我們比賽一個劃時代的指標。 

 

二十年來，一直有賴各地域童軍旅團仗義相助，擔任義工，賽事方可年復一年順利進行。未

來我們希望將所有檢查點的服務由全部童軍旅團報名參與，更會力邀更多旅團參與比賽，實

行全民參與。為此，我們有機會在未來舉辦港島童軍毅行教室，透過教授技術及提供訓練，

增加旅團參加的意慾，實現活動最初定立的精神。 

 

近年我們將比賽慢慢公開，讓其他非童軍人士參與。未來我們希望可以這項有意義的活動繼

續推廣，完全開放予公眾，成為全港性賽事。與此同時，期望以此平台籌款，令更多機構受

惠，好好貫徹童軍日行一善的精神。 

 

活動自 1999 年初創至今，終極目標仍是以百里長征路線作賽。當時礙於地理因素，我們只將

比賽設於港島。然而交通日漸方便，加上衞奕信徑的設立亦打破了地理上的限制，未來我們

繼續研究此路線的可行性，一圓我等二十年的毅行夢。 

 

今年我們科技上的革新給了我們不少對未來的洞察，我們期望未來可引入 AR 的技術，讓更

多人可以另類的方式體驗比賽，並「親歷其境」去感受一下毅行的樂趣及港島徑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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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有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關祺總監當初構思這活動時，想必也沒有預見到今天的景

象。二十屆過去，我們同樣也不能預見二十年後的景象。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比賽可以建立

或突破健力士的紀錄，讓童軍薪火相傳的精神永載史冊。童軍就是這樣天馬行空，不斷將夢

想變成理想，再讓理想變為成功。希望毅行精神可繼續發揚光大，讓更多人享受遊走山野之

間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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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陰陽交合 安泰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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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 

港島童軍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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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017 年 3 月 19 日是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行的大日子，亦即代表港島童軍即將踏入

二十周年紀念的大日子。零晨五時許，一眾工作人員和五十公里比賽參加者在天色還昏暗的

環境下，浩浩蕩蕩已齊集在大浪灣起點，抱著興奮的心情等候出發。各隊伍在領取選手包

後，選手們便隨即把號碼布扣在衫上，隊長也掛上參加証，大會不時呼籲隊伍開啟 GPS 手機

應用程式。大會在今屆有多項新的改變，其中一項就是試用「手機版 GPS」，由賽事組的 IT

同事負責開發。上午五時五十分，最早出發的毅行 50 公里領袖組已擠滿在起跑線上，地域

總監關祺先生隨即為參加隊伍打氣。關總監更表示今年是他最後一次主持毅行開步禮，他將

會身體力行，跟參賽者一同在路上並肩作戰，要求各參賽隊伍一定要堅持到底，行畢全程。

Horn 聲再一次準時在上午六時響起，第一批出發隊伍便立即拔足狂奔，希望以最佳時間到

達終點。又一如已住，隨著最後一批隊伍出發過後，天也開始亮起來，起點的工作人員開始

收拾擺設，返回灣仔準備 25 公里組別的起步工作，而另一邊廂在地域總部的賽事中心亦正

式開始運作。 

 

 今年為了報導第二十屆毅行比賽，編輯委員會特備派出多支採訪隊到相關的場地作現場

採訪，務求能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每年整個賽事所發生的場景包括大浪灣 50 公里賽事起

點、八個常設檢查站、灣仔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15 公里和 25 公里賽事集合點、布力徑

25 公里起點、聖伯多䘵中學 15 公里起點、置富花園平台非比賽組別起步點、山頂廣場終

點、北區區會物資分發中心及港島地域總部賽事中心等。 

 

 關 sir 是最後一年主持毅行起步，總要為大家帶來一點難忘的

回憶的。有關 sir 所到的地方，天總是要下雨。今年的天氣認真麻

麻，雨勢時細時大，採訪隊走訪各檢查站時，看到檢查站的同事

都要冒雨工作，每次幫隊伍「打咭」的同時，也不忘幫「落湯

雞」的隊伍打氣，鼓勵他們務必完成到終點。因為大雨原因，增

加了工作人員的工作難度，裝著水和食物的紙皮箱都濕透了，一

枝枝的樽裝水很容易便滾出紙箱，工作人員也要連忙把它們安置妥當。雖然如此，不是每一

個檢查站的情況都是這麼差的，好像是 CP3 和 CP8 是有涼亭的，

而 CP7 的工作人員也一早有所準備，架搭了天幕。在另一邊廂，

為了要取得比賽隊伍珍貴比賽時刻，我們特派攝影記者到重點位

置拍照。可是，又是因為天氣太差卻未能取得好的拍攝效果。記

者曾到訪過 CP3 大風坳，當時不單止雨勢很大，且風勢也很強，

據步行者同事的報告，隊伍要由此處開始，經畢拿山和渣甸山才

能到達 CP4 絕非易事，一定要有無比勇氣和毅力才能以完成。題外話，今年大會新加了八幅

橫額，為參加者打氣和提醒他們有多少公里便完成比賽。 

 

 那邊廂 15 公里和 25 公里的集合點（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

學）也很熱鬧，時間是早上九時，特約記者差點以為去錯了地

點，「不是毅行嗎？為何這裡會有這麼多的卡通人物和怪獸造型

呢？」𠩤來這些隊伍都是參加賽事的，他們都是為了要奪取最佳

造型獎，頓時間令到整個會場增添了不少氣氛。所有的選手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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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過後，各隊員也整裝待發登上旅遊車前往起點。幸好在起步的一刻天色還不錯，沒有阻礙

到賽事的進行，Horn 聲又再次響起了，25 公里賽事也展開了。為慶祝第二十屆港島童軍毅

行的舉行，今年新設的 15 公里賽事如箭在弦，各隊伍在聖伯多䘵中學集合，等待起步。起

步點是香港仔貝璐道，由於此路段不是港島徑一部份，因此大會特製了幾枝標距柱，以提示

各參加者有關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Horn 聲又再響起，15 公里賽事正式展開，15 公里

賽程比較短，各參加者便拔足狂奔，先拔頭籌，務必要以最快的時間到達終點。 

 

 
 時間來到中午十二時，另類的行山活動也即將展開，這就是每年毅行最多人參與的組別

——非比賽組別。大雨又再一次降臨，由於雨勢頗大，各參加旅團領袖帶同幼童軍到大會攤

位報到後，隨即走入商場避雨。雖然大雨令非比賽組起步禮帶來不便，但各位工作人員本著

童軍「Be  Prepared」精神，早已有所準備，繼續典禮預備工作，又為音響設備加上膠袋和

為嘉賓預備雨傘。採訪隊趁機訪問各參加者，雖然他們要在附近商場等待一段時間，直至雨

勢減弱，但卻沒有褪卻他們參加毅行的意興，反而感到惡劣天氣可以增加活動挑戰性，並希

望日後能正式參加比賽組賽事。 

 

 典禮開始前，我們再次見到關 sir 的出現，他表示剛剛參

加於灣仔舉行的二十五公里起步禮，再徙步走過來置富花

園，所走的路程絕不比各位參加者少。到了下午一時，非比

賽組起步禮終於在置富花園平台開始，起步禮邀請了香港總

監吳亞明先生、地域會長吳家麗小姐、地域總監關祺先生和

防癌會ＸＸ主禮，場面非常熱鬧。經過一輪致辭和進行轉贈

食物罐頭的儀式後，便開始起步，而數百位幼童軍參加者亦

有秩序井然地離開會場，正式開始六公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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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場天雨路滑，為了照顧參加者的安全，今年的路程也稍有更改，各參加者離開置

富花園後，改經由薄扶林水塘道步向山頂。儘管今年的天氣比去年差，而路線也稍作更改，

亦無阻各參加者的興緻，就採訪隊所見，大部分幼童軍都能完成整條路線和愉快地參加今次

活動。 

 

 在賽事中心那一邊，工作人員正忙於收集各隊伍的到站紀錄

和使用 GPS 應用程式追蹤他們，檢查一下新的 Mobile GPS 系統運

作是否正常和預期之內。在紀錄時間之餘，賽事中心也忘於把進

度報告至山頂終點站和解答查詢，簡直是忘過不停。 

 

 好不容易地，參加者終於來到了終點站，最快的一隊只用了

ＸＸ時間ＹＹ分鐘，成績破了？？？。雖然在山頂的天氣也

十分之差，但也無損各參加者發動最後的力量，衝過終點，

各參加者一臉興奮的表情，實在令人感受得到毅行精神。頒

獎典禮一如已往，準時在下午四時三十分開始，幸好當時天

公造美，雨停了下來，始令典禮可以順利進行。大會今年很

榮幸邀請到衛生及福利局局長高永文醫生擔任主禮嘉賓，高醫生已是第二次來到毅行中，對

上一次是九年前。除了各個獎項外，今年新增設的完成賽事掛頸獎牌、最快隊伍的行山杖

等。今年也是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香港總監特駕臨親自頒發多個獎勵予多名有特殊貢獻

的領袖。此外，地域總監關祺先生亦在童軍運動中服務了四十五年之多，獲頒發長期服務三

星獎章，在場所有觀眾皆報以熱烈的掌聲答謝關總監在童軍會多年來的服務。 

 

 隨著頒獎禮的完結、各參加隊伍陸逐到達、時間來到晚

上七時，最後的一隊也來到終點，亦即代表今年的毅行又結

束了，各人皆以一顆期熱熾期盼的心等待下一屆毅行的來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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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來鴻 
 

《毅行精神》    港島第 159 旅 陳子聰 

 

小時候，我有很強的好勝，經常上網找尋童軍活動參加。 在 2004 年，就讀中二的我發

現原來有港島童軍毅行比賽，便組了一隊成員隊，報名參加。那次可能是港島第 159 旅第一

次參加毅行成員組比賽 ，領袖更幫我們付報名費呢。我們在華富邨讀書，放學便走上山頂

練習。 看着前人的目標，我們決定要突破他們。那時不講究甚麼行山裝備，更沒有 support 

team，要自己計算要帶多少東西，以及每段路的速度。就這樣，我們便去比賽了。第一次參

加，也是第一次吃了那麼多巧克力 、雞尾包、寶礦力。當時對一位屋邨小朋友來說，已經

很滿足。第一次參加，有幸取得亞軍，更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但往後數年找不到同伴，便沒

再繼續參加了。  

直到讀中六的時候，友好旅團的領袖鼓勵我們組隊比賽，當時是 2009 年，我已經是深

資童軍了，也是初出茅廬的教練員，便組織了幾位中二的童軍，參加了 50 公里成員組 。當

年的訓練不足，尤其是尾段的路沒有練過，所以跑了四分之三的路徑，便有隊員捱不住，要

退出比賽。後來反省，是自己貪快，沒有顧及隊友的速度。  

後來我們 159 旅在 2013、2014、2015 連續三年都有報名參賽。 2013 年組織了五隊參

賽，有四隊是參加 25 公里組。可能他們不知道 25 公里有多長，便爽快的答應了。到了練

習的時候，他們方知 25 公里這個長度絕不簡單。 到翌年，想再嘗得獎滋味，所以練習較艱

苦，也把每段路的目標時間寫在紙上，不時觀看，最後也能奪得第五名的成績。至於 2015

年，因為大家要準備旅團 35 周年的「台灣山野行」和「麥徑百里行 」兩個旅慶行山活動，

故和幾位領袖組隊。那次我採取較輕鬆的步伐，期間有驚喜出現，那就是幾次的「突發支

援」，包括少時活躍於童軍團的領袖，實在感受到一份溫暖。  

十多年來，參加了 5 次毅行比賽 。回想自己由一位成員，到一位領袖，我都是一位跑

手、一位召集人、一位山賽訓練員。港島毅行是一個給童軍小試牛刀的機會，為將來長途

賽、遠足考驗、海外歷險作準備。港島毅行，也是個團隊訓練的機會。港島毅行重視團隊合

作、跨支部，雖然每次隊伍組合不同，但都感受到旅團上下一心，全力以赴的精神。2017

年，是我最後一次，可以成員（樂行童軍）身分參與童軍組別，希望今次也可創佳績吧！  

 

《傳承毅行夢》   港島第 81 旅 梁卓軒 

 

三月剛至，細雨綿綿。杜甫於《春夜喜雨》中提到：「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這場

春雨綿延不斷，毫不間斷。如果要以一種顏色來形容它，相信很多人也會選擇憂鬱藍，但是

對於港島第八十一旅的童軍來說，令人熱血沸騰的鮮紅色也許更為貼切，這場及時雨就像知

更鳥一樣，提醒我們港島毅行的到來。 

 驀然回首，由當初雄心壯志組隊挑戰至今已為五載，那個懷著衝天志的小伙子也長大成

人。三度參賽，兩度奪亞，成績未算驕人，但是杯中盛載的更為重要。由二月開始，每逢周

末，在港島徑上不難找到我們的身影。整隊為了同一目標努力訓練，在路上留下血汗，那一

種共同奮鬥、一起堅持的兄弟情愈見罕有。回憶起第一次集練，長路漫漫，但是靠著隊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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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支持，咬著牙關還是走下去。時至今天，五十公里對我來說也許不算甚麼，但是第一次

的經驗仍然歷歷在目。 

 毅行不單於此。舊生總愛帶領新生鍛練，一起感受過程的樂與苦，陪伴及見證他們成

長。這是我們團員間培養感情、增加認識的最佳平台，又有甚麼比得上旅程中的促膝長談

呢？毅行也是一種傳承、經驗、經歷、策略，更重要的是背後的精神和道理，以言說身教把

這些無價寶一代傳一代。 

最後，還是那一句：「三月十九日，山頂見！」 

 

《Trailwalk Spirit》   港島第 139 旅 李卓琪 

Baden Powell said，“Life without adventure is deadly dull.” while HKG 139th members say, 

“Scouting with Island Scout Trail Walk is deadly meaningful.” 

只有 25 公里毅行者才知道，這是童軍的入團洗禮！沿途要激勵自己，更要激勵隊友，

才能完成首個沒有領袖陪同的遠足呢！ 

只有 50 公里毅行者才知道，腳掌的灼熱，大腿的刺痛及全身的疼痛讓你一直盤算著怎

麼在下一個檢查站對隊友說：「我要退出！」。但一到檢查站，他們一個為你遞上香蕉，一個

替你開「寶礦力」的，令你住口了。休息過後，你正要鼓起勇氣再開口時，隊長已拿起你的

背包説：「要起行了！」。這時兩個隊友走過來攙扶你，令你又踏上征途了。 

只有 50 公里毅行的隊長才知道，儘管你知道有隊員有「退賽」的想法，但你不能讓他

説出來。你不能跟他一樣輕言放棄，因為你不能「放棄」他！ 

只有 50 公里毅行者才知道，比賽翌日你只能舉步為艱地「蟻行」回校。你向每一個關

心你的人解釋後，他們面上驚訝及佩服的表情，已給予你無限的榮耀，你已感覺一切都值得

了。  

只有領袖才知道，要所有成員參加的傳統是多麼的殘忍！你要每年陪伴他們進行超過

100km 的訓練，你要提供住宿及交通，你要抵著寒風露氣守候每隊衝線。但這份支持卻讓

「不言放棄」的信念傳承下去。 

現在我們都知道，名次、三年奬、五年獎都不及一張「麥當勞餐券」帶給我們光榮、驕

傲及感動。  

 

《Those were the days》 長期支持者 李靜萍 

 

 時間真的過得特別快，轉眼間港島童軍毅行已是舉辦了二十屆，我很幸運能於第一屆便

開始被邀請成為工作人員，由第一屆至第十屆被安排於賽事中心工作，跟著負責了幾年的嘉

賓接待，後來大會加辦了 3.5 公里嘉賓領袖組，我便被安排負責這個項目至今。 

在這二十年的參與期間，我本人實在是學習及見識到整個活動不斷的進步及改善，有主

席的更替，有不斷新成員的替換，更由最初用人手做記錄發展到現今由現代科技及資訊代

替，使比賽更能得以順利進行，記錄比前更精準。 

近幾年大會又加添罐頭食品捐贈大行動這個非常有意義的項目，眼見及感受大會各位工

作人員的無私付出，實在是值得鼓勵我們的青少年參與及支持。 

                                        

旅團支持援領袖 蘇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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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第 9 年協助自己旅團的童軍成員，把參加 50 公里項目之童軍及領袖的個人物

資，由大浪灣起點運到中途站陽明山莊，最後再送上山頂，讓跑手無後顧之憂去享受整個賽

程。由初時承運三數個背囊，至今已增至三個紅白藍大袋，內含約 30 個不同大小的背囊。

作為幕後的支持領袖，體會良多。每年旅團全體上下都是十分期待港島毅行活動的，因為有

一個好明確的目標，讓不同年代的成員走在一起。第二可以磨練成員及領袖的鬥志。第三，

更是最重要的是當旅團上下都以這活動為每年必參加的項目，在準備比賽過程中，都能培養

出一種凝聚力。成員的得著可說是提升個人意志，亦可以透過毅行活動對港島徑增強認識。

多年來亦有不少成員都因為參加毅行而變得混熟，甚至莫逆之交。 

 

參加者的領袖 James Ross  29th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This time we have 2 teams in 25Km and 2 teams in 50Km, most of them are 12 or 13 which is 

in year 8 or 9. Some of them had joined Trailwalk for 2 or 3 years, some are new, but they are 

totally enjoy it. The Trailwalk help the boys, like have chance for them to establish team works no 

matter in preparation, practicing or just staying together. And they face some pressure as they 

need to fulfill the route at same time, so the activity help them a lot in scout self and group 

development. 

 

香港總監吳亞明專訪 2017 年 3 月 17 日@置富廣場 

 

    港島童軍毅行當日下午一時，非比賽組別的活動於南區置富花園平台進行開幕禮，有香港總監吳

亞明先生𦲷臨主禮。吳 sir 已參與了幾屆港島童軍毅行，兩年前更曾與時任總會執委會主席李逢樂先

生及地域總監關祺先生走過某些毅行路段，與民同樂。吳 sir 認為港島童軍毅行這項活動堅持及承傳

了二十年絕不容易，這項活動增加了童軍及社區的互動，更有益身心，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 

    吳 sir 引用童軍之父貝登堡勳爵的教晦，童軍應珍惜及感激大自然，並好好享受接近大自然的機

會。「港島童軍毅行要求童軍在郊野遊走 50 公里，不論比賽組或非比賽組的參加者在這段路程中須與

山野為伴，是接觸大自然的好機會。貝氏曾說過大自然是一塊瑰寶，我們應珍惜能在山野生活的時光。」

一直大力鼓勵童軍成員多進行遠足活動的吳 sir 指出參與港島童軍毅行這類活動，童軍成員可得到全

面的訓練。透過這些訓練後，成員的領導才能及團隊意識都會有顯著的提升，不論成員的心理質素及

體能都能有很大的成長。 

    在開幕典禮前數個小時，港島區烏雲密佈，典禮進行時更下起滂沱大雨，吳 sir 囑咐各參加者要

小心安全。「天雨地滑，山野中發生意外的危機大大提高，我們要注意安全。走得慢不要緊，最重要是

安全及享受過程。相信看到今天參加者的反應，天氣惡劣亦無阻他們的心情。他們樂在其中，是這個

活動最有價值的地方。」 

 

 

50 公里公開組冠軍隊成員 羅靖瀧 2017 年 3 月 17 日@山頂廣場 

 

    編採隊伍在頒奬禮前在山頂遊走，遇到外籍參賽者。正當小編用蹩腳英語向其表明來意時，獲得

了一句「好啊你問啦」的回覆，當真叫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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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靖瀧先生今年是第二次參賽，與隊友成功衞冕公開組冠軍。港島徑 50 公里，屬長途行山徑，故

羅先生稱比賽有一定難度，不算太容易完成。為保持狀態，羅先生與隊友平日有恆常練習，一星期前

更完成了 100 公里的訓練。 

    被問及今年比賽難度有否因天氣不佳而提高，羅先生直言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我們走了 20 至 30

公里，越過第五個檢查點後便下起大雨，路面變得濕滑。安全起見，我們都有所顧忌。今年時間為 6

小時 31 分鐘，在此情況下有此成績，也算不錯。」 

    然而，羅先生今年最大的遺憾並不是未能刷新紀錄，而是比賽的不幸。起步後羅先生的隊伍便與

一隊實力相當的對手進行拉鋸戰。識英雄重英雄，難得「跑逢敵手」，這群健兒當然樂此不疲。「我們

的競爭非常激烈，但今年的天氣的確太不濟，他們有一個隊員在山徑中身體不適倒下。」幸而羅先生

是一名護士，其隊中亦有醫生，立時為這名不適的參賽選手進行初步治療。「沒有人會願意看到這些事

情出現，我們先將比賽拋諸腦後為其進行治療。但對手因此而退出比賽，真的十分可惜。」 

    縱然如此今年經歷不太愉快，羅先生指港島童軍毅行的比賽項目具挑戰，來年仍然會繼續參與。 

 

旅團支持援領袖 蘇浩賢 

今年已是第 9 年協助自己旅團的童軍成員, 把參加 50 公里項目之童軍及領袖的細軟, 由大浪灣起點

運到中途的陽明山莊, 最後再送上山頂, 為成員讓跑手毫無後顧之憂去享受整個賽程。由初時承運三

數個背囊, 至今已增至三個紅白藍大袋, 內含約 30 個不同之背囊。作為幕後的支持領袖, 體會好多, 

旅團每年上下都是十分期待港島毅行活動的, 因為有一個好明確的目標, 讓不同年代年份的成員走在

一起, 第二可以磨練成員及領袖的鬥志, 而第三, 更是重要, 就是當旅團上下都以這活動為每年必玩

的項目, 在準備及比賽過程中, 都培養出一種凝聚力。成員的得著可說是提升個人意志, 亦可以透過

毅行活動對港島徑增強認識。多年來亦有不少成員都因為參加毅行而變得混熟, 甚至莫逆之交。 

 

參加者的領袖 James Ross  29th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This time we have 2 teams in 25Km and 2teams in 50Km, most of them are 12 or 13 which is in year 8 

or 9. Some of them had joined Trail walker for 2 or 3 years, some are new, but they are totally enjoy it. The 

Trail walker help the boys, like have chance for them to establish team works no matter in preparation, 

practicing or just staying together. And they face some pressure as they need to fulfill the route at same 

time, so the activity help them a lot in scout self and group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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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圖看懂港島童軍毅行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是毅行的意念，一個要在港島徑上由早跑到晚的行

山比賽。 

 

「兩儀」是毅行的兩大項目，包括比賽組別和非比賽組別。 

 

「四象」是組成毅行的「四大部門」，包括各位由開始報名

時所接觸到的行政部、比賽當日要去拎水和食物的支援部、

在沿路上必須要到檢查站裡打咭的賽事部、最後就來到山頂

準備領獎的典禮部。 

 

「八卦」是支持著整個活動的「港島七區和社區」，派出參加者和組成參加隊伍、派出工作人員協助

舉行活動、活動能使社區受惠。 

 

以上乃是組成毅行的各個元素，缺一不可。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經》第六十四章，全句為《合抱之木，生於亳末；

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意謂要用雙臂才能合抱的大樹，生長於細小的嫩枝；

多層高的亭台是從第一筐土疊起；千萬里的旅程開始於腳下的第一步。萬事萬物必先從很小、很少

的東西先開始，經歷量和質的發展，一點一滴地累積下來，才能長大、笜壯。因此，不要看不起小

的事情，小的事情做不好，成就不了大事。 

 

關祺總監在二十年前只是憑一個意念，然後把它逐步實踐，透過眾人的智慧和無私的付出，毅行才

能有今天的盛就。當中從無變有、從有變大，實在體現了老子對宇宙觀察而所得出的智慧。毅行不

單止是一項活動、一項競賽，而係需要參加者身體力行，在路上思考天、地、人與自然的奧妙關

係。毅行者要持之以恒、作出行動，不要紙上談兵。凡能達成者，必能心胸廣闊、目光遠大。筆者

自 1987 年認識關祺總監，師從遠足開始，並深深感受到箇中道理。三十年來有幸能夠跟隨關總監，

學習處世人做人之道，實為三生有幸。如今關總監已功成身退，卻把他在行山中、童軍中、人生中

所累積的智慧流芳百世，實在是我們童軍弟兄姊妹的福份。我們在此祝願關總監繼往開來，退休後

的生活裡另闢天地、活得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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