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差不多（下午）五點才放學，放學
回家吃了飯就是做作業，一直做到睡覺，周而

復始。他（兒子）好辛苦，我也好辛苦。」 年約46歲、來自上
海的陳學琴（Anna）這樣描述兒子在上海的學習生活。

為給予兒子更廣闊成長空間，她仿效 「孟母三遷」 ，帶着
就讀小五的兒子通過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來到香港，同時也
開啟屬於自己的職場新路向，冀在香港奮鬥出屬於自己的事
業。今天，已是他們在港度過的第二個母親節。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 林少權、受訪者（圖） 余風、融媒組（視頻）

今日是一年一度母親節，偉大母愛編
織一個個動人故事。2023年10月， 「上海
媽媽」 Anna申請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
去年3月她和兒子正式抵港。談及來港原
因，Anna表示，香港人才政策調整帶來新
機遇，有政策支持和人員流動的地方就有發
展機會；而兒子在上海的學習壓力較大，每
天作業做到晚上11時，學習幾乎佔據全部
時間， 「一條龍」 式教育模式讓升學競爭激
烈。相比之下，Anna認為香港靈活的插班
制度和全民教育模式，對她極具吸引力。

感恩兒子遇上良師
初到香港，Anna和兒子同樣面臨諸多

挑戰。她坦言起初 「放手」 讓兒子自行適
應，沒想到兒子課堂上興奮過度、紀律較
差，又因聽不懂粵語、英文水平與本地同學
有差距，上課和做作業困難重重。意識到問
題後，Anna迅速為兒子找了粵語和英文輔
導老師，幫助他適應環境。暑假過後，兒子
不僅適應香港的學習生活，還深受老師喜
愛。在香港教育環境下，Anna表示，兒子

變得有自信及獨立，親子關係
也顯著改善， 「他現

在更會煮東

西給我吃！」
一次 「紙飛機」 事件，更讓Anna深刻

感受到香港教師的鼓勵式教育。Anna表
示，兒子在課堂上摺紙飛機，本來還擔心會
被嚴厲批評，但班主任卻誇讚他手工好，還
讓他製作紙飛機送給自己的兒子。這讓
Anna的兒子很喜歡這位語文老師，學習態
度也大為轉變。

香港課餘時間較多
在興趣班、作業量和教育理念上，

Anna亦感受到兩地的差異。Anna提到，香
港學校有多樣的興趣班，如攀石、地壺、欖
球等，學生可在校內探索興趣；上海興趣班
大多在校外。香港學校作業量相對少，學生
能較快完成作業，擁有充足課餘時間。教育
理念上，她認為香港學校較注重愛的教育和
心靈成長；上海學校則更側重於學業。

Anna坦言，她和兒子現已適應並愛上
香港的生活，因與兒子熱衷於city walk，
龍脊成了新的打卡地。雖然覺得香港食物種
類不如上海豐富，但美味的食物依舊讓他們
滿足。如今，Anna積極規劃職業生涯，考
取地產代理牌照的同時，亦打算向證券方面
發展。生活中更是變身萬能媽媽，成為兒子
與丈夫的御用理髮師。她表示，丈夫目前仍
在上海工作，已計劃未來前來香港工作及生

活，一家團圓。

掃一掃有片睇

責任編輯：李篤捷 美術編輯：徐家寶

上海優才「孟母三遷」
大讚香港教育 與兒子關係變更好

母愛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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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當下快樂時光
媽媽積極面對患罕見病兒子

「我想儲錢帶媽媽去海
洋公園！」 今天是母親節，
12歲的Sam用稚嫩卻堅定的

話語，表達對母親陳學琴（Anna）的愛
意。這位隨母親從上海移居香港一年多的
小五學生，在新環境中收穫成長的同時，
也把感謝母親之情化作暖心行動。

初到香港，Sam在英語學習上遇到
挑戰，面對陌生的語言環境，是Anna第
一時間為他安排一對一輔導。在母親的悉
心陪伴與支持下，Sam不僅快速適應香港
的生活，還在學校取得優異成績。Sam更
指班主任善於發掘學生優點，對他關懷備
至，讓他倍感溫暖。

談及在香港的難忘經歷，Sam直言
對早前往杭州參觀阿里巴巴的活動記憶猶
新，看到不少創新科技。儘管這是一次難
得的學習機會，但短暫與母親的分離，仍
讓他依依不捨。在Sam眼中，媽媽是無所
不能的超人， 「她是清潔阿姨，是教我功
課的老師，更是職場的女強人。」 以往母
親節，Sam會和父親悄悄準備蛋糕，為母
親送上驚喜。今年他計劃用存下的零錢，
帶母親前往海洋公園，用行動回饋母親的
愛與付出。

當被問及未來夢想，Sam堅定地回
答： 「我想成為警察，不僅因為警察制服
很酷，更想是守護媽媽和每一位市
民。」

杜興氏肌肉萎縮症，又名 「杜
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 ，屬於兒童
遺傳性神經肌肉疾病，是由X染色

體上的DMD基因突變引起的，導致不同程度的
肌肉營養不良，範圍可從

輕微症狀到嚴

重症狀，令患者隨時間失去活動能力，約每10
萬人中有1至9人患病。

該病發病期通常在兒童期，包括在3至6歲
之間可能出現上樓梯有困難、容易跌倒或走路
搖擺；之後到約8至10歲時，大多數病童開始逐
漸失去站立和行走能力，需要使用輪椅；而進
入青春期後，因病症影響心肺功能，患者多數
需在晚間使用輔助呼吸機和開始服用心臟藥

物。大多數患者早逝，通常會在約20至40
歲因心臟衰竭或呼吸衰竭去世。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 「不能總是
想18歲的魔咒，最重要的是我們心中掛念對方，
珍惜當下的每分每秒。」 面對兒子患病的事實，
李苑峰已學會以平常心接納。罕見病 「杜興氏肌
肉營養不良症」 患者平均年齡僅18歲，李苑峰的
兒子梓鍵在1歲半時確診，今年已16歲的他，每
日靠輪椅生活，心態上卻積極面對。李苑峰也受
兒子的樂觀性格感染，從終日崩潰、彷徨，到接
納事實，把握生命每一天，兩母子一起潛水、上
高原、體驗滑翔傘，疫情期間一個 「全副武裝」
的擁抱，讓二人相互支撐下去，希望在有限的時
間內，創造無數的難忘回憶。

梓鍵在1歲半時，醫生說他的肝酵素過高，
檢查發現是患了 「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 ，李
苑峰說，當時聽到 「營養不良」 ，她還以為只是
營養問題，沒料到是肌肉萎縮，甚至影響生命，
「我們當時想，會不會用不同方法、多做些訓
練，就會有奇跡？其他病人只活到18歲，我們梓
鍵會不會是個例外？」

創造無數難忘回憶
梓鍵一天一天長大，這病的各種病症開始陸

續出現，肌力逐漸減少。首先是大肌肉能力逐漸
喪失，令他於9歲時無法走路，需坐輪椅；然後
是影響小手肌力，令他手

部無力， 「平時出外飲茶，一個普通的杯都舉不
起來」 ，李苑峰說，再到後來，梓鍵的心肺功能
變弱，呼吸出現困難，現時每晚睡眠需靠呼吸機
輔助。按病情發展，梓鍵屬於退化情況較快。

16歲的梓鍵現時身高約156厘米，但體重只
有28公斤，四肢瘦弱，需定期到八個專科覆診。
李苑峰坦言， 「每次想到他18歲時，自己50多
歲，仔仔可能會離開，我真的很崩潰和彷徨，每
過一天好像都是生命的計數。」

不過，梓鍵十分樂觀，愛嘗試學習，小時候
身體較好時，潛水、戈壁沙漠、海拔3000多米
的高原、滑翔傘，「海、陸、空」要嘗試過遍；也
嘗試做YouTuber，自己拍片、剪輯和發布視
頻；又學習演講，通過分享經歷，鼓勵他人，李
苑峰說， 「只要是他想做的，我也一起學習，引
導他、陪他一起做，幫他完成一個個夢想。」

新冠疫情期間，一個小感冒，都會給梓鍵帶
來大問題。當時李苑峰確診，只能 「全副武
裝」 ，除了送一日三餐和幫兒子沖涼，其他時間
母子一房一廳隔離，通電話報平安， 「當時這麼
恐懼的環境下，不是照顧他有多辛苦，而是不能
面對面支持鼓勵對方，更難以承受。當時也是兒
子首先支撐不住，他說 『不行了，媽咪我一定要
攬一下你！』 」

二人於是 「全副武裝」 ，戴多層口罩，李苑
峰用毛巾包着兒子，二人相擁傳遞力量， 「有時
其實一句話、一個擁抱就已經足夠，我知道我們
都很擔心失去對方。好在最後我痊癒了，兒子也

沒有被傳染。」
看着兒子的身體日漸衰弱，李苑峰坦言，身

邊不少人覺得他們很慘，好像是一個18歲的魔
咒，她也曾無數次預想過最壞打算，而現在能做
的是盡量陪伴，最重要的是心中掛念對方，珍惜
當下的每分每秒，在有限的時間裏，一家人創造
更多回憶。

李苑峰說，在照顧兒子的過程中，自己也不
斷成長，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 「我識得把握好
每一天，將人生中重要的事情重新排序，想做的
就去做，慢慢摸索，相互支撐，不留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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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全職媽媽
全身心照顧家庭，若要返回職場工作，兼顧家
庭，並非易事。兩名全職媽媽美圻和庭煒，在
照顧家庭十年後重返職場，成為港鐵客務主
任，不僅以媽媽的同理心，耐心幫助站台走失
兒童找尋父母，更獲 「鐵路迷」 兒子讚好叻和
偷偷 「探班」 ，不僅令自己重返職場更有成就
感，母子關係亦更密切。

曾經的全職媽媽陳庭煒，十多年前為了照
顧一對子女，辭去文職工作，兩年前重返職
場，加入港鐵 「半職工作」 計劃，現時是上水
站客務聯絡主任，每周一至五的上午工作。她
稱，雖然家庭工作兩邊兼顧會辛苦一些，但也
很有成就感。

陳庭煒說，曾有一名七、八歲的小朋友與
家人走散，在溝通過程中，發現小朋友更患有
自閉症，她耐心與小朋友交流， 「我就用媽媽
的語氣，慢慢嘗試不同的方法，詢問小朋友的
資料，盡量不嚇到他，最後在粉嶺站找到孩子
家長。」

「鐵路迷」兒子探班
青衣站客務聯絡主任黃美圻曾任酒店前台

的工作，兒子出生後，她離開職場，專心照顧
家庭已約十年，隨着兩個兒子升小學，她萌生
重返職場念頭。加入港鐵的半職工作後，每周
三至周日工作，每天工作4小時，可以送孩子
上學後再返工，中午下班後也有足夠時間照顧
家庭、接孩子放學。

黃美圻笑稱，兩個兒子都是 「鐵路迷」 ，
他們有了更多交流話題。有次她在返工時，看
到了兒子悄悄來 「探班」 ，觀察媽媽穿着制服
服務乘客的模樣。這種獨特的親子互動，讓她
的職場回歸之路充滿了成就感。

▲▲兩名全職媽媽重返職場兩名全職媽媽重返職場，，擔任港鐵客務主任擔任港鐵客務主任，，左左
為黃美圻為黃美圻、、右為陳庭煒右為陳庭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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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飲茶 母親節活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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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今日為母
親節，市民不只與媽媽去酒樓飲早茶，更參加
豐富的慶祝活動。全港多區今日舉辦市集，包
括愉景灣舉行母親節、寵物主題周日露天市
集，中環街市亦舉辦以 「關於永遠的愛」 為主
題的母親節慶祝活動。

新青年論壇聯早前調查，以電話成功訪問
了517名18歲或以上市民，近五成（48.9%）
受訪者稱有計劃慶祝母親節，當中，選擇外出
用膳及在家用膳的分別有61.5%及22.3%。
70%人選擇留港過節。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近年市民慶祝母親節的方式和
消費模式均有所轉變，很多市民不一定選擇傳
統的中式酒樓吃早茶，令近年母親節前的酒樓
訂枱情況，較去年減少近一成。

旺角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近幾個月假期較多，復活節後連着
五一和佛誕日，不少港人選擇外遊或北上消
費，令今年母親節前的訂枱情況有所減少。

香港鮮花零售業協會主席謝黃小燕向大公
報記者說，今年花價整體與去年相若，大家多
數仍會選擇康乃馨、百合，加上玫瑰或滿天星
的花束，價格在三、四百元至千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