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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基層聲音 促進油尖旺種族共融
Aruna GURUNG：服務社區需先過語言關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雖然擁有一副外國人的面孔，但開口卻是流利的粵語，有20餘年服務社
區經驗的油尖旺區委任區議員Aruna GURUNG向大公報記者分享她

的故事。Aruna說，社會工作是她的興趣，現獲得政府委任，幫助反映基層
尤其是少數族裔居民的聲音，對她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 「我在香港生活
了50年，我很喜歡香港。」 Aruna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推動油尖旺地區的
種族共融。

雖然語言溝通上沒有問題，但Aruna也表示，區議會工作促使她要在粵
語上 「下更多大工夫」 ，而她自己同時已經學習了一年半的普通話。她真
誠地向年輕人分享心得體會， 「面對激烈的競爭，不應該因為一次失敗而
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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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新風貌

▲Aruna表示作為區議員，會做
好 「上情下達，下情上報」 的
橋樑。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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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教育要由小做起
「對於基本法

第23條立法，我認
為香港社會需要有。」 Aruna對於23條立
法有着非常樸素的解讀： 「大家都應該知
道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一個城市，我認為這
個想法是從幼兒園開始就教給小朋友
的。」 Aruna指，加強教育是必要的，小
朋友也好，大人也好，首先應培養一個正
確的身份認知，熱愛香港這座城市的同
時，也明白自己是中國的一分子。她表示
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保護自己國家
安全的國安法，她不明白香港為什麼不能
有。

Aruna表示她在油尖旺區長大，而油
尖旺區有9%少數族裔居民，據Aruna的
了解，油尖旺區的居民都能夠和諧共處，
她亦與本地NGO合作，推進語言授課項
目，教少數族裔居民學習粵語和普通話。

Aruna坦言，如果希望真正融入香港社
會，一定要學習廣東話，她還分享，她已
經學習了一年半的普通話。

Aruna表示，香港是一個思想開放且
包容的地方，她希望政府能夠為少數族裔
居民提供社區中心，提供一些場地供少數
族裔居民展示和慶祝自己的文化和節日，
將香港少數族裔和本地居民凝聚在一起，
推動種族共融。Aruna亦稱讚有少數族裔
同事參加關愛隊，平時能夠為少數族裔居
民提供幫助。

在採訪過程中，熱心市民林先生上
前同Aruna搭話，Aruna熱心回答了他的
問題，亦認真聽取林先生給特區政府關於
盛事經濟提出的意見。Aruna表示，提振
地區經濟是長期的目標，作為區議員，首
要任務是聚精會神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大公報記者陸九如

蕭澤頤：培養青少年守法意識

少訊頒獎禮 1094人獲星章獎勵

調查：逾三成男士精神健康風險偏高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少年警訊昨日
（2日）舉辦2023年的獎勵計劃頒獎典禮，表揚積
極參與各種少訊活動的會員，今年獲得金、銀、銅
星章的少訊會員共有1094人，比去年增長了兩
倍。有獲獎的少訊會員是中日混血兒，參加了少訊
後性格由反叛變得守紀律，令他融入香港的生活，
更有志於加入警隊並積極裝備自己。

警方於昨日舉行 「少年警訊獎勵計劃2023頒
獎典禮暨少年警訊50周年及耆樂警訊10周年啟動
禮」 ，以表揚會員積極投入參與少訊活動。警務處
處長蕭澤頤致辭時表揚及勉勵得獎的會員，他說今
年是 「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推出全新計劃模式的第
二年，更有系統及全面地培育會員的正向思維、守
法意識、紀律和團隊精神。今年是警隊成立180周
年，亦是少訊成立50周年及耆樂警訊成立10周
年，少訊及耆樂警訊將會推陳出新，成為警隊與青
少年及長者聯繫的重要一環，一同宣傳防罪滅罪信
息。

最年輕得獎者七歲
今屆 「少年警訊獎勵計劃」 的金、銀、銅星

章得獎者達1094人，比去年增加近兩倍。獲得銀
星章的陳瑋綽（7歲）同學是今屆最年輕的得獎
者，他與姐姐陳奕嘉（10歲）一同獲獎。他們從
電視節目接觸到警察的職業並深感興趣，父母亦
非常支持子女加入少訊，讓他們學習融入群體生
活，團隊精神及領導才能亦有所提升。他們的媽
媽說，子女參加少訊後令她認識到他們的另一
面，例如姐姐平日表現安靜，弟弟比較膽小，但

參加少訊後從他們的前輩得知姐姐是最勇敢的同
學，爬繩索爬到最高，弟弟也敢玩繩索爬到最
頂，樂於接受挑戰。

獲得少年領袖金星章的應屆DSE考生小俁佳
靖是最高分得獎者，他是中日混血兒，在內地出
生，幼稚園及小學分別在日本及福建就讀，中一
隨家人來香港生活，他起初來到香港較難適應陌
生的環境，除了不諳粵語的語言障礙，他在校園
交朋結友亦遇到困難，在老師的鼓勵下加入了少
年警訊，在加入少訊後變得樂意與人溝通，提升
了粵語水平，認識了不少朋友，逐漸適應及喜歡
在香港的生活。他其中一個改變是學會遵守紀
律，他以前性格叛逆，不喜歡遵守紀律，起初加
入少訊時最不喜歡步操訓練，但在加入少訊後逐
漸喜歡上步操及升旗訓練，學會紀律、團隊合作
精神及積極面對困難。小俁亦曾參加少訊的內地
交流團，其中他在海南的交流團期間認識到中國
航天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令他印象深刻及對國家
感到自豪。他希望在大學畢業後加入警隊，在此
之前會積極裝備自己。

少訊於2021年推出 「少年警訊新策略─
IDEAS@JPC」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例如歷奇訓
練、創新科技大賽及中式升旗步操訓練等，培育會
員成為社會的棟樑。會員參加活
動後將獲取相應分數，達到指定
分數要求將獲頒金、銀、銅星章
及證書以作獎勵。少訊自開辦以
來，包括已畢業的人數共超過16
萬，現時活躍會員達4000多人。 掃一掃有片睇

▲蕭澤頤（左）向得獎少訊成員頒發獎狀及獎
章。

◀今屆最年輕的得獎者，是只有七歲的陳瑋綽
（左三），他獲得銀星章；而中日混血兒小俁
佳靖（右一）則是最高分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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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間精神健康中心辦聯合開放周

Aruna過去在國泰及港龍工作超
過30年，由往返世界各地的機務長，
轉變為油尖旺區區議員，她表示服務
社區時最難過的就是 「語言關」 。
Aruna服務過油尖旺地區很多街坊，
既有少數族裔人士，亦有本地居民，
而服務基層和推動種族共融需要對香
港各階層、種族的人群都有了解。
Aruna坦言，例如平時在區議會開會
討論時，使用的粵語僅靠日常生活積
累是遠遠不夠的，她需要認真進行前
期準備，提前熟悉會議討論的話題，
力求清晰明確地在會上表達市民的訴
求和自己的意見。 「粵語需要多下工
夫，才能看見進步。」

做少數族裔與政府的橋樑
2020年油麻地唐樓一間尼泊爾餐

廳發生火警，造成八位尼泊爾人士死
亡。Aruna告訴記者，這件事情給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反思如果有人

能向這些少數族裔宣傳防火信息，或
許能夠減低悲劇發生的概率，甚至避
免悲劇發生。

Aruna表示，當時有很多好心人
捐助了防火物資，政府和社會各界也
向火災受害者的家人們提供了必要的
幫助，她亦因此加入地區防火委員
會，希望能夠推動落實派發滅火器、
防火毯，以及安裝火警偵測器等消防
安全措施。作為區議員，Aruna說她
會繼續向政府提出意見，希望政府能
夠提供完善的場所和配套設施給少數
族裔，讓他們能有一個管理規範的地
方進行宗教儀式。

Aruna回憶起新冠疫情期間，油
麻地部分社區被封控兩晚。由於當區
有不少少數族裔居住，碰上突然封
控，亦未有提前告知，於是她便請公
務人員將政府文件翻譯為尼泊爾文和
印度文，再派發給當區的少數族裔居
民。Aruna又表示，油麻地有一些三

無大廈和劏房內有少數族裔居民居
住，疫情期間她上門做解釋工作，由
於使用相同的語言方便溝通，因此她
能夠安撫那些少數族裔居民的情緒，
讓他們意識到能夠獲得幫助。

勉年輕人從失敗吸取經驗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

結果，少數族裔居民數量約佔總人口
的8.4%，他們中不少已發展至二代
或三代，希望能夠真正融入香港社
會。對此，Aruna給出的建議是：
「任何人想要留在香港這座城市工作
生活，首先應該真正地，全然地喜歡
這座城市，在這個基礎上，接受學習
這裏的文化。」

Aruna坦言，找工作是一場競
爭，年輕人應該盡力爭取。她參加講
座時亦會告訴本地和少數族裔的年輕
人，應該在失敗中不斷吸取經驗，然
後落力去進步，提升自己。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男士容易因
為 「男兒有淚不輕彈」 、 「求助是脆弱表現」 的
心態，強裝硬朗堅強，當遇上情緒困擾也難以抒
發。有社區服務團體表示，男性較難向社會袒露
心聲，以為自己可以處理，成為社區隱形的情緒
困擾一群，而朋輩支援工作員會以 「同路人」 身
份紓解他人困擾，讓患者在康復路上並非自己一
人，有人幫助有人陪伴，透過社工開解及藥物治
療已真正幫助患者渡過難關。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加強朋輩支援服務，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數量將會增加，並會增設資深朋輩支援工作
員職位，令大家知道朋輩支援是專業工作。

男士難越心理關口尋求協助
「男生情緒爆發的衝動，自殺率都會高一

點。」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朋輩支援工作員林
偉昌表示，男士求助主動性較低，會因工作壓力
大、退休後感覺自我價值降低、喪偶等不同因
素，引發情緒問題，而男士在職場、家庭上等身
份都有不同限制，不會容易向他人展露其弱點，
會習慣性 「收埋自己」 ，於是變成社區隱形的一
群。

香港心理衞生會早前公布調查報告顯示，
1800名受訪的18歲以上男士，逾三成人有中度
至嚴重精神健康風險，約兩成人出現精神健康風
險的徵狀，而過去因情緒自殺的個案中，男士較
女士多，認為情況值得關注。

作為 「過來人」 的林偉昌說，受情緒困擾的
男士，一般難以跨越心理關口尋找社工協助，他
以自己為例，早年在製衣公司任職中層管理人
員，在應付公司架構轉變、上司期望等壓力下，
不知不覺出現精神困擾， 「最誇張曾經失眠一個
月，以為食安眠藥會無事，但原來是情緒問
題」 。他憶述當時覺得 「求助是否代表我有很大
問題？」 「我是否真的那麼軟弱？」 直至有一
次，他在街上經過浸信會街站，留下聯絡電話
後，才開展他的復康之路。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加強朋輩支援服務。孫
玉菡昨日在 「心連心」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聯
合開放周啟動禮上表示，有朋輩支援工作員反
映，政府應用好朋輩支援的工作，尤其是增加數
量；另有人反映， 「做來做去都是朋輩支援工作
員，好像沒有晉升」 ，施政報告將增加資源，增
設資深朋輩支援工作員職位， 「讓大家覺得做朋
輩支援都是一份專業」 。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由社會福利
署資助的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將於3月5
至18日期間舉行聯合開放周，以介紹中心的服務
及提升公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包括自我照顧工
作坊、互動攤位、復原人士親歷經驗故事分享、
精神健康講座等。

全港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是由11
間非政府機構營辦。昨日出席啟動禮主禮嘉賓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會盡最大努力為社
會的精神健康出一分力，他又表示市民可到就近

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傾訴、了解精神健康
資訊等，期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走入社區，
發揮作用。

除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外，市民抒發情
緒方法有許多，包括情緒通18111熱線，每日24
小時由專人接聽電話；明愛連線Teen地─網上
青年支援隊、 「輔負得正」 手機應用程式等本地
精神健康在線支援服務；專業診治；明愛向晴
軒、醫院管理局、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等緊
急求助熱線。

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