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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
前，在老

人院做義工的章
太，與當年任職警署警長的丈夫章先生說
起，有朋友成為寄養家庭並幫助有需要小
朋友，感到十分有意義，自己也想成為一
分子，經過與子女商量並得到全家贊成
後，章氏寄養家庭就此誕生。

多年來，無數個案觸動章太心靈，她
跟大公報記者分享其中一個 「苦中帶甜」
的難忘個案。一名年輕未婚懷孕的母親，
因受家庭反對，誕下的女嬰被送到章太家
中寄養，該女嬰自出生便患有嚴重濕疹。
有次女嬰母親帶女兒回家照顧，卻遭家人
拒諸門外，結果兩母女只能往簡陋賓館投
宿。多日後，當章太再次接回女嬰，發現
其手腳濕疹已呈潰爛，頓感十分心痛，
「我照顧佢（女嬰）變得肥肥白白，點知
接了回家會變成咁。」 可幸在章太 「教
路」 下，家人終肯接納兩母女，一家得以
團聚，該年輕母親及後亦重返社會工作。

章先生亦分享另一個案，他憶述一名
年輕母親懷胎五個月誕下 「孖胎」 ，其中
一嬰夭折，而倖存不足月的 「五星仔」 卻
不被家人接納。當 「五星仔」 被送到章

家，章先生得知他需24
小時加護照顧，各人便分工
合作，章太負責早上照顧，
女兒放學後中午接力，章先生則
負責晚上至清晨時段。四個月
後，早產嬰器官發育漸趨成熟，體重
亦增加不少。當 「五星仔」 外祖母前來
接回孫兒時，抱着章氏夫婦連聲道謝：
「這條生命是你們給他的！」 章先生此時亦

感動地補上一句： 「這些就是開心的眼
淚！」

作為寄養家庭擔負重任，有人會問已達
「仔大女大」 、退休之齡的章氏夫婦為何還

要 「攞苦來辛」 ？章先生便道出 「天堂與地
獄」 的故事，大意是指天堂及地獄都有珍饈
百味，惟每人都需用五呎長的筷子進食，在
地獄的人因自私自利而致皮黃骨瘦，天堂的
人則因相互餵食而各人得食。章先生補充
說，最初成為寄養家庭時，已向子女承諾不
會分薄父母的愛，而每位寄養者亦會同時
得到同等的愛。成為寄養家庭，章先生
稱能幫助自己教導子女，多年來子女從
一些寄養小朋友的家庭背景及過去，
認識到需遠離黃賭毒、如何分辨身
邊好壞朋友。此外，章太亦指子
女從小學習照顧別人，以身
作則下，現在兩名孫兒亦
被學校老師讚揚懂得照
顧別人， 「這些得
着較付出還要
大！」

落花無依，流水載送。一套以寄養家庭
為題材的電影《流水落花》，女主角鄭秀文
勇奪影后，喚起了大眾對寄養家庭的關注。
香港有許多兒童因家庭變故或其他原因，亟
需要一個溫暖的 「家」 作避風港，現時仍有
近300名兒童有此需求，社會福利署面對此

難題直言挑戰極大，並指 「離開寄養家庭行列數字有增加」 。
成為寄養家庭不只是付出，更大的感受是 「得着」 ！現實

中，類似《流水落花》的寄養家庭各有動人故事。作為寄養家庭
的章氏夫婦，以一個 「天堂與地獄」 的寓言
故事道出自身經歷，19年來先後照顧32名前
來暫住的小朋友，得到社會福利署兩次嘉
許，獲頒 「非凡貢獻獎」 外；這段時期，夫
婦未有忽略親生子女的成長。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這種身教，比起長篇說教更有效。

寄養家庭顯大愛
給孩子第二生命

《流水落花》現實版 19年守護32子女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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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城市運動 裕民坊前小巴站周六變滑板場
【大公報訊】滑板運動日趨普及，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二月在財政預算案宣布，
預留資源研究改建官涌市政大廈部分未善
用樓層，以提供適合滑板和攀登等城市運
動的室內場地，預計今年內完成有關工程
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另外，市區重建局將
於本周六，在觀塘裕民坊舉辦滑板工作
坊，讓參加者體驗在城市環境中穿梭飛馳
的樂趣。

官涌市政大廈建滑板場
「若問我有何吸引之處，我會說，踩

滑板時極具型格，每次成功做出不同難度
的動作，都很有成功感。」 香港滑板集訓
隊隊員（街式）張恒達表示，以往參加者
一般十多歲才開始學習，但現在不少人
五、六歲便接觸滑板。他贊同在官涌市政
大廈增設滑板場地，並期望可到更多小學

和中學推廣。他建議滑板場加設海綿池，
練習高難度動作時，海綿可緩減落地的衝
擊力，減低受傷機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現有八個滑板
場和五個極限運動場。市建局行政總監韋
志成昨日在網誌表示，為實現市民 「見得
到、用得到」 的意願，將在觀塘裕民坊開
放用地作臨時用途，與香港遊樂場協會合
作，本周六（29日）在前小巴站舉行滑板
活動，原有的多條輪候車道變身為板類、
騎行及輪滑運動的賽道，成為推廣滑板和
平衡車等 「城市運動」 的場地。

韋志成稱，屆時香港遊樂場協會更夥
拍香港滑板學院，安排專業導師，於周末
為初學者舉辦滑板工作坊，教導參加者如
何使用滑板，推廣運動普及；而場內亦有
其他體能測試活動，讓市民關注自己的身
體健康狀況。

現時有11
個非牟利社會

服務機構及慈善團體與社會福
利署合作，提供寄養服務，香
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是其中之
一，其 「寄養服務組」 於1993
年成立。該機構所有個案均由
社署中央寄養服務課轉介，該
機構主任文珮珊向大公報記者
表示，現在該機構寄養家庭達
100個。而作為前線照顧有需
要的小朋友，需時刻得到專業
人員的支援，機構服務總監鄭
元豪指 「寄養服務組」 內有兩
名資歷超過20年的社工及臨床
心理學家提供支援。文珮珊說

出一案例，早前有寄養家長突
然患上重病，受助兒童需急轉往
另一寄養家庭。一段時間後患病
家長病逝，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
便發揮作用，為相關兒童及寄養
家庭提供心理輔導。

至於如何能成為寄養家庭，
鄭元豪及文珮珊二人同聲說最重
要是有愛心，外間總誤會作為寄
養家庭資助很多，但文珮珊指出
其實寄養家庭與受助人之間的愛
是無價，有家庭去日本旅行，也
會帶着寄養兒童。文珮珊又提到
寄養家庭並非沒有假期，當有需
要時，該機構可安排其他合適家
庭作替補，以紓緩其壓力。

全港11機構提供寄養服務
紓緩壓力

供不應求 近300童等候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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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夫婦19年來先後照顧32名小朋友，給孩子們一個溫暖的家。

▼香港有許多兒
童因家庭變故或其他
原因，亟需要一個溫暖
的 「家」 作避風港。

做寄養家長條件
•喜愛兒童，有照顧兒童的經驗及能力
•能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
•有管教及培育兒童的合適態度和技巧
•具小學或以上教育程度
•身體健康及情緒穩定
•家庭生活愉快安定
•經濟情況穩定，例如有足夠收入、儲蓄或
可動用資產

•家居環境安全整潔，包括窗戶設有窗花或
安裝穩固的窗戶限距裝置、廚房符合安全
要求、露台（如有）設置安全裝置等

•有足夠居住空間，包括可為寄養兒童提供
獨立睡床及活動空間

•寄養家長及家庭成員同意參與寄養服務
•願意接受社工的調查及督導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網頁

寄養服務數字

寄養家庭數目

951

正在接受服務的寄養兒童

880

註：截至2022年12月底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網頁

「現在面臨很大挑
戰，新登記寄養家庭雖緩

慢上升，惟離開寄養家庭行列卻有所增
加，社署因而需作大力推廣活動。」 社會

福利署中央寄養服務課主任盧婉
華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坦
言，現時等候入住寄養家庭的兒
童約有298名，惟近年不少寄養家
長因年老、患病、移民及疫情後
希望過新生活的關係，而離開寄
養家庭的行列。截至去年12月
底，本港有951個寄養家庭，去年
有55個新登記的寄養家庭，惟同
時亦有58個寄養家庭因不同理由
而退出。而寄養家庭有84%負責
普通寄養，16%負責緊急寄養。
每名寄養兒童每月除可獲6654元

生活費外，還有

3327元一次性的初次入住津貼，而寄養家
長每月可獲4991元至6654元的獎勵金。

加強宣傳吸納寄養家庭
盧婉華指出該署會加強宣傳及推廣，

希望有更多 「新血」 加入成為寄養家庭。
盧婉華表示社署的中央寄養服務課不時通
過政府不同的宣傳渠道，又會安排街站令
更多市民認識並加入寄養家庭服務，今年
更計劃聯同多間企業提供不同的宣傳活
動，希望能解決現時寄養家庭不足的情
況。

盧婉華提到，市民若要成為寄養家
庭，必須喜愛兒童，及有照顧兒童的經驗
和能力，具小學或以上的教育程度，穩定
的經濟狀況和安全的家居環境，即使是單
身人士亦能夠登記成為寄養家庭，家居面
積亦沒有限制，但寄養兒童必須有獨立床

位和活動空間。

▲盧婉華表示，社署會加強宣傳及推
廣，希望有更多 「新血」 加入成為寄
養家庭。

面臨挑戰

▲現時有近300名兒童正等待合適寄養家庭。圖為香港家庭福利會宣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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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轄下五個極限運動場，可供自由花式小輪車、滑板、特技直排滑輪和自由花式滑板車等四項極限運動的愛好者共同使用。

▶不少年紀
輕輕的滑板運動
愛好者，已能做
出高難度動作。

未婚媽不獲家人接受
濕疹女嬰被拒進家門

讓子女懂得照顧別人
「得着較付出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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