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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街公園什麼人都有，有吸毒的，
有精神失常的。外人看到像是一堆帳篷或床
單堆在角落，其實裏面分了很多派別，要住
在這裏，就要 『埋堆』 、識規矩。」 露宿了
11年，財哥可說是見慣風雨。

公園內短短的一條通道，走到頭卻像是
走了許久，一路上有不少帳篷，也有些人是
直接睡在床墊上的，有男有女，也有20多歲
的青年，癱軟地睡在床墊上，睜着眼睛，但
對外界毫無反應， 「這個剛剛上完電（吸
毒），好得人驚啊？這裏就這樣。」 財哥帶
記者走到他的帳篷坐下來說。

打架被判囚悔不當初
財哥年輕時好賭，與家人關係也不好，

加上性格倔強，寧可走上街頭也不願意認
錯。如今在街上的第11個年頭，他沒有見過
家人。五年前的冬天，財哥因為被其他露宿
者搶了棉被，與對方大打出手，最終因蓄意
傷人而被囚， 「現在想，當然覺得自己傻，
但當時 『火遮眼』 ，一時衝動，覺得不打他
不解氣。」 他為此留下了案底。

在獄中四個月，財哥戒了毒，看到別人有
家人往探監、對出獄後的生活充滿期望，他的
內心也有動搖， 「以前覺得瞓街無所謂，不需
要理那麼多事，沒那麼多煩惱；年紀大了，又
開始覺得這樣不行，再瞓落去，真係會死喺條
街度，當時就試下走出這個公園。」

不過，他想重過新生並不容易， 「感覺是
人人看到你都怕。」 別人看他是一個60多歲的
露宿者，又有案底，除了倒垃圾的散工，沒有
找到一份正經工作， 「靠倒垃圾一個小時那幾

十元，工作時間也不穩定，能走出這個公園
嗎？」 財哥看着記者自嘲道。最終，他又
回到公園，繼續這樣的生活。

「宿位比街上還髒」
「年輕人記得不要行差踏錯，有

些事情做錯了，就算不一定是一
世的，但一定會令你要走多些
歪路。」說到過往的一切，財
哥始終有些後悔，奈何時間
過去了，人和事也在身邊靜
靜經過了，追悔已太遲。

政府有資助社福機構
為露宿者提供宿位，不
過，財哥對這些住宿印
象欠佳， 「以前也住過
露宿者宿舍，裏面比
街上還髒，蛇蟲鼠蟻
什麼都有，幾個人一
起住，有一個人從來
不沖廁所的……」
財哥希望，政府或
一些企業，能夠給
露宿者機會重投社
會的機會， 「肯定
不是每一個（露宿
者）都想改過自新
的，但萬一有一兩
個，都希望能有機
會。」 財哥看看住
的帳篷， 「從這裏
走出去吧。」

新春市面一片喜氣洋洋，家肥屋潤是很多人的新年願望，不過，在通州街公
園的財哥（化名）卻要度個第11個露宿的新春，加上今日天氣轉冷，明天更低見
10℃，寒風刺骨，有苦自知。
阿財坦言，他曾因傷人被囚，重歸社會後，曾想過走出露宿的公園，但

因有案底而處處碰釘。 「年輕人記得不要行差踏錯，像我這樣，想找份
工作，大家知道我有案底，都怕了我。」 阿財的兔年願望很簡單，希望社會人士能
夠更加包容，聘請有心改過的露宿者。

露宿者盼有工開 靠雙手自力更生
兔年願望：社會更包容 助我走出帳篷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責任編輯：楊 石 美術編輯：譚志賢

義工包餃子 向基層及無家者送暖

▲ 「眾望誠」 義工在為
基層市民及露宿者包餃
子。 受訪者提供

在 春 節 來 臨
前，有義工團體為

基層市民及露宿者派發手包餃子、
水果、口罩等物資，希望為基層市
民送上關注及祝福。

「這是中國人的節日」
義工團體眾望誠聯會近50名義

工，在年廿三（14日）到深水埗通
州街公園為基層市民及露宿者派發

物資，並送上新年祝福。派發的物
資包括1200隻手包餃子、數箱水
果、1000個口罩及400支搓手液。

眾望誠主席吳先生表示，活動
希望讓基層人士和露宿者能夠感受到
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懷， 「這些物資看
似簡單，其實準備了一個星期。」 吳
先生指，準備工作最困難是要包
1200隻餃子，並將它們熱乎乎地送
到基層市民和露宿者手中。為了保持
食材新鮮，18名義工包了一個晚上
才將餃子包好，並於出發前一次過煮
熟，用保溫箱裝好，之後用車運送到
派發地點，為的就是露宿者們能吃上
一口熱食， 「在一些地方，吃餃子也
代表團圓，同時也希望趁着新春，為
基層市民送上來自社會的祝福，這是
中國人的節日。」

新春祝福

▶深水埗基層市民排
隊領取各種物資。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義工團
體 「眾望

誠 」 上星期
到深水埗通州

街公園，派發手
包餃子、水果等防
疫物資予露宿者。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新春家訪 官民共度佳節 初四氣溫急降 謹記加衣
【大公報訊】踏入兔年，香港氣溫

也如兔仔般 「跳上跳落」 ，謹記添衣。
今日是年初三，早上天氣清涼，氣溫降
至約1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較乾
燥，晚上氣溫會再跌至約12度。天文台
天氣預報顯示，本港受
強烈東北季候風影響，
明日大年初四將急降到
10至15度，多個地區
將跌穿10度，當中打鼓
嶺只有5度，石崗僅6
度，上水、大埔7度，
屯門、沙田、長洲8
度，赤鱲角、坪洲、青
衣、西貢、將軍澳亦只
有9度。

天文台預料，一
股乾燥的季候風補充
會在本周後期抵達華
南，周末期間普遍晴

朗，早上寒冷，日夜溫差較大。而一
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下周初至中期
影響廣東沿岸，雲量增多。天文台呼
籲市民要注意保暖，多關心獨居長者
及慢性病患者。

▲昨日天氣回暖，有市民打赤膊在海傍跑步。今日氣溫
急降，將成強烈對比。 中通社

調查：80%分隔兩地單親家庭欠溫飽
【大公報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

日公布，疫情對分隔兩地的單親家庭影
響的研究報告。調查顯示，有八成受訪
分隔兩地的單親家庭三餐不得溫飽，八
成半要領取免費食物，近兩成家庭總收
入不足3000港元。

疫下開支大增節衣縮食
社協在本月2日至7日訪問52名分

隔兩地的單親家庭父／母及子女。調查
結果顯示，疫情下，分隔兩地的單親家
庭收入跌逾兩成，受訪者中有近八成家
庭三餐不足，當中有48.1%子女每日只
食兩餐，而有86.5%的單親父／母只能
靠領取免費發放食物，80.8%單親父／
母選擇不進食而讓給子女，更有61.5%
家庭會食過期食物。

研究發現，疫情下26.9%受訪者
未能往返內地工作，19.2%家庭總收入
減少。近兩成家庭總收入是3000元以
下，六成家庭為5001至10000元，其

收入中位數為6000元，比全港住戶每
月入息中位數27500元低。以家庭月入
中位數按十等分計算，其收入落入第一
及二組（即收入最低）。

疫情下七成受訪家庭開支大增，為
節省開支，他們須開源節衣縮食，
90.4%臨近收市才買餸、51.9%暫停
／減少子女參加課外活動、42.3%食少
幾餐及向親友借錢、更甚有15.4%拾紙
皮去賣。社協認為，調查結果反映家庭
貧窮會剝奪兒童參與活動的權利，影響
兒童整體發展機會。

社協建議政府盡快增加批核單程
證，讓子女毋須與父母兩地分隔；建議
政府檢視持雙程證的家長申請以外勞身
份工作困難、手續不透明及繁複等問
題。希望政府制定精準扶貧政策，分隔
兩地的單親家庭應為扶貧對象之一，並
建立分隔兩地單親家庭人口及經濟狀況
數據庫。另外，社協亦促請盡快全面通
關，令家長可往返內地工作。

次階段通關 須符合三個條件
【大公報訊】本港昨日新增2271

宗新冠確診個案，確診數字持續呈跌
勢。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防疫
措施有望在農曆年後進一步放寬，而政
府亦會持續與內地商討，視乎數據、口
岸配套及承受能力等，加快落實兩地第
二階段通關安排。

春節後可望再放寬
盧寵茂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農

曆新年後確診數字可能上升，但香港
會繼續穩步有序復常。他強調疫情比

較波動，隨着民生經濟活動增多，雖
預計確診數字可能上升，但現時香港
已有更好的免疫屏障，醫療系統亦有
比較好準備，所以可以回復以前的正
常活動。

本港目前尚餘口罩令等少量防疫措
施未撤銷，盧寵茂預計，有望在農曆年
後進一步放寬，而政府亦會持續與內地
商討，視乎數據、口岸配套及承受能力
等，加快落實兩地第二階段通關安排。
不過他強調，放寬不代表放棄防疫，指
新冠病毒沒有離開，市民仍應注意個人

防護，一旦發現染疫，要盡早求醫並接
受抗病毒治療；而當局會持續按照世衞
指引，透過基因測序，監察新冠病毒有
否變異。

抗疫三年下，盧寵茂形容香港做得
最成功及最需要改善的均是疫苗接種，
他指本港整體接種率達95%是全球非
常高的水準，但一老一幼接種率絕對可
以繼續提升。他又指，毋須強行將流感
與新冠兩種病毒扯上關係，因一旦同時
感染兩種病毒，有機會形成 「一加一大
於二」 效應，病情更嚴重。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參與由民政事務總署統
籌的新春家訪活動，昨日為黃大仙區基
層家庭送上賀年福袋，同賀新禧。在黃
大仙民政事務專員黃智華陪同下，律政
司副司長張國鈞聯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麥美娟，一起探訪居於黃大仙樂富
邨的基層家庭、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和署理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長張曼莉，同時探訪居於該
邨的獨居長者。

送上賀年福袋
張國鈞與麥美娟都曾擔任立法會議

員，服務地區，他們很快就與街坊打成
一片，並親手送上賀年福袋。張國鈞表
示，他小時候住過慈雲山木屋區，其後
才獲配公屋上樓，改善家庭居住環境，
對黃大仙區有着一份特別的感情。拜年
時有居民特別叮囑政府公屋上樓對基層
市民的重要。張國鈞說，必定會全力做
好 「簡約公屋」 項目，改善市民生活。

本身是外科醫生的盧寵茂，在拜年
時不忘提醒 「老友記」 要多做運動、保
持活力。他又感謝樂富邨街坊互相幫
忙，例如協助有需要的獨居長者解決日
常生活難題，和諧互助的鄰里關係正正
體現獅子山下同舟互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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