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七成學童盼與爸爸多傾偈
逾四成日聊不足半句鐘 近三成指「父親不知我的煩惱」

在不少家庭中，父親作

為經濟支柱，終日為口奔馳，

缺乏與子女溝通的時間。有調查發現逾

四成高小學生與父親每天交談時間少於

半小時，但有逾七成學生希望能夠每天

與父親至少有半小時溝通時間。有任職

司機、育有4名子女的父親昨日就現身

說法，講自己如何與子女爭取時間溝

通，並強調家長與子女之間應以真誠的

心互相溝通和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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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去年11月至今年3月
期間進行有關問卷調查，共訪問了568名小

四至小六的學生，有41%學生表示與父親每天溝
通時間不多於半個小時，但有72.3%學生表示期
望與父親可以每天有多於半小時的對話時間。
此外，有29.8%學生表示「對於我所煩惱的事

情，其實爸爸知道的很少」，及有22.5%認為
「爸爸並不清楚我最近經歷的事情」。

疫下多居家 感情有改善
受訪高小學生認為，疫情對自己與父母的關係
有正面影響。以-5分為最低，5分為最高，整體給
予父親2.0分，母親則有2.5分，反映疫情下因在
家工作、學習等，為親子感情關係帶來正面改
善。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調幹事施文欣表
示，雖然現時大部分都是雙職家庭，但家長亦
應學習在工作、生活及家庭之間尋找平衡點，
每天抽最少半小時與子女相處，增進感情和了
解他們在學校的所見所聞。
她強調，父母的影響力較朋輩強，因此建立
良好親子關係亦是品格教育的一環，父母應在
子女小學階段或以前建立好關係，避免日後子
女踏入青春期後經常與父母衝突。
現年53歲的曾先生育有4名子女，年齡介乎7

歲至30歲。首三名子女由他與前妻所生，早年離
婚後由他獨自撫養，惟任職司機的他每天需要早
出晚歸，又喜愛交際消遣，回家時子女都準備睡

覺，親子關係並不親密。

司機盡量抽時間 陪愛女講故事
在與現任妻子誕下孻女Sammi後，曾先生決心

要珍惜與孻女的相處時間，不惜犧牲休息時間，
抓緊機會與她在睡前聊天、講故事等，保持父女
之間的溝通和陪伴。他續說，在疫情下，孩子大
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上課，見面時間較以往多，
有更多時間可以了解他們的生活趣事，改善家庭
關係。他建議家長在與子女交談時，應真誠以
待，互相溝通，並以孩子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所
思所想。
至於其他子女，雖然錯過了他們的童年，但現

時亦可以朋友態度相處。曾先生指，大兒子現時
已經30歲，但他們仍然會保持電話聯絡，每個月
至少見面一次，談談工作上的事情、煩惱等，而

曾先生則會以自己的經歷向兒子分析事情解決的
方法。
他續指，二女是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曾綺婷，早

前不幸感染新冠肺炎需要入院，由於無法探望，
亦不清楚治療方案，因此十分緊張，只能靠信息
聯絡了解她每天的情況，待醫院通知已經康復後
才如釋重負，「這麼多年來他們都沒有什麼事情
需要我擔心，唯獨這一次綺婷確診，每天都很擔
心她的安危。」
家中子女年齡相差最多達23年，加上性格差

異，少不免會有矛盾，曾先生說，他們會使用投
票方式解決問題，以少數服從多數而定。
Sammi表示，最喜歡與父親下棋和鬥快吃飯，

亦經常會與父親分享學校發生的事情，例如有同
班同學喜歡自己等。她昨日亦製作了父親節心意
卡向爸爸表達愛意，回家後亦會吃蛋糕慶祝。

適 逢 昨 日 父 親
節，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亦在昨日發表
的網誌上，向大眾
介紹一名參與興建
臨時醫院工程的爸

爸鄧承恩，透過他講述自己如何在抗疫
工作的同時，平衡照顧家庭的責任。經
過臨時醫院倉促的工程，他希望子女以
後在遇到困難時，不要以「不可能完
成」為藉口而輕言放棄，應跳出思維的
框架，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當
解決的困難愈大，滿足感就會愈大。」
在建築署任職工程策劃經理的鄧承恩

表示，去年8月初接到興建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任務，需於4個
月內完成6座病房大樓及其他配套設
施，工期緊湊，直言像是一個「不可能
的任務」。
直至12月，工程順利完成並進入最

後的驗收程序時，他的幼子出生，令他
更需要投放心機在家庭上，包括照顧妻
子、6歲的大女兒及剛出生的幼子。
鄧承恩憶述，當時把初生幼子從醫院

接回家的過程都嚴陣以待，包括做足防
疫措施等，對每一個步驟都十分緊張，
而每次下班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其後才會跟家人吃飯和陪伴孩子。
他說，由於自己平時工作時間已經很

長，經常會晚歸，加上臨時醫院建造工
期迫在眉睫，導致回家時間更晚，連大
女兒亦曾向自己投訴「為何這麼晚回
家」，令他感到抱歉，並更明白到與家
人相處需要着重質素，因此他與家人相
聚時都會放下手機，專心陪伴他們，讓
他們感受到天倫之樂的歡樂時光。他表
示，現時疫情放緩且大女兒好動活躍，
因此周末都會盡力抽空與她到戶外「放
電」，亦讓她鍛煉一下身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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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失眠引
致的煩躁焦慮，相信很多都巿人也有所體
會，但假如是數以年計的嚴重失眠，箇中
辛酸又有誰明白？中大生物化學課程應屆
畢業生蕭垚靚於中學生涯飽受失眠困擾，
高中更為此休學養病，幸有家人和醫生支
持，不但順利考入中大，以一級榮譽成績
畢業，最近更獲頒中大「利黃瑤璧千禧獎
學金」，新學年將赴英國牛津大學修讀神
經科學博士，未來希望參與研究大腦神經
迴路，「找出更多科學根據，證明它（失
眠）確是疾病」，令大眾正視問題。
「我自12歲開始就長期失眠……母系家

族一直有失眠史，加上家裏有過問題、衝突，
結果激發並惡化了我的病情，最嚴重試過兩
星期只瞓到一兩小時」，蕭垚靚講述初中開
始患有嚴重失眠症，病情後來更影響學業，
「病徵慢慢浮現，個人暈陀陀，眼睛無法集
中到書本，煩躁」，最初垚靚嘗試「死頂」
繼續上學，卻逐漸多了遲到、半日缺課，「直
到中三更試過缺席過百日，幸當時有醫生介
入，總算可以在不被開除學籍的情況下，在
家養病自修。」

同學受壓輕生 立志科研助人
從中四開始，垚靚幾乎整個高中生涯都

是自修度過，一度想自我放棄，「但那年
鄰班一名同學因學業壓力輕生，事件一方
面讓我很感惋惜，也令我反思學業和人
生」，加上父親當時從旁鼓勵，醫生提供
的藥物與認知治療，讓垚靚慢慢走出低
谷，順利完成文憑試並考入中大。

之後，她更立志要幫助有類似經歷的
人，因此也啟發了垚靚投身科研之路。
「可能好多人都覺得，香港環境本身壓力

大，個個都會失眠，不會把失眠當疾病……
如果我能多了解大腦，研究更多scientific facts
出來，相信會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向大
眾說明這確是疾病，盡量減少歧視。」為了
達到目標，垚靚在大學積極鑽研學問，獲生
命科學學院院長黃錦波注意及邀請到實驗室
學習，自此確立研究志趣，畢業後決定繼續
進修，順利獲獎學金資助，到牛津大學跟隨
神經科學專家，研究大腦神經迴路的運作機
制，望日後幫助受失眠困擾的病人。
事實上，垚靚至今仍須用藥控制病情。

回望這段經歷，她覺得社會和醫生給予的
彈性與寬容能幫助病人改善病情，也呼籲
學校和教師多關心學生的特殊需要，「不
要放棄教育和拯救每一個同學。」長遠而
言，垚靚期望可結合科研與教學志向，
「最好是將來成為教授，一邊做到研究，
亦可實踐教育同學、幫到同學的心願，但
這個目標並不容易達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同樣曾於
導師黃錦波的實驗室工作的中大分子生物技
術學課程應屆畢業生吳天朗，獲蓋茨劍橋基
金頒發獎學金，將到英國劍橋大學修讀藥物
學博士課程，「小時候曾有家人因癌症過身，
亦有親人經藥物治療有好轉，但終歸有機會
復發」，天朗分享昔日構思研究方向時，有
感癌症跟自己的經歷最為密切，遂立志要開
發對抗癌細胞及免疫系統疾病的藥物，期望

能為癌症治療和藥物開發作出貢獻。
2021年度「蓋茨劍橋獎學金」共有74

名來自全球30個國家或地區的得獎者，
吳天朗憑傑出學術成績和研究表現成為得
獎學生之一。受任職護士的媽媽熏陶，天
朗自小對生物及醫學特別感興趣，但對於
未來路向一直未有想法。
「直至上大學，得知黃錦波教授的研究項

目，認識到蛋白質結構和疾病的形成息息相
關」，天朗介紹從蛋白質的結構和機制能窺
探疾病特性，可幫助開發治療藥物，基於身
邊有親友曾受癌症困擾，讓他漸漸認清自己
的研究目標，「既然癌症算是跟我最接近的
疾病，倒不如就決定它成為我的研究方向，
尤其癌症治療雖然看來有好多種，但其實大
都不能百分百保證有得醫」，於是立志投身
藥物研究，申請到劍橋大學修讀藥物學博士
課程，跟隨醫學藥物權威 Laura Itzhaki 教
授研究如何改造蛋白質的結構，開發對抗癌
細胞及免疫系統疾病的藥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紅磡
站屯馬綫新月台昨日首次投入服務，
乘客等車時可歎冷氣。車站亦實施新
轉綫安排，原本由屯門綫轉東鐵綫只
需走到對面月台即可，但在新安排
下，旅客需要經地面大堂及上落電
梯，才能轉車，需時約3分鐘。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上午到場觀察，見到
大批市民在港鐵職員協助下到新月台
乘車，有市民攜小朋友專程到站內遊
玩體驗，更有鐵路迷清晨已到場等候
開站，趕快到新月台「打卡」。
新月台鄰近紅磡站C出口，乘客如
要由西鐵綫轉乘東鐵，須乘電梯到車
站大堂，再步行約3分鐘，行至舊有
月台。港鐵在路軌上加建行人接駁通
道，方便乘客往返兩邊月台乘車。

據記者觀察，新車站運作大致暢
順，港鐵預先張貼多張告示及廣播為
乘客引路，另有多名港鐵職員手持指
示牌在入閘機、出站位等處協助乘客
熟習新安排。據悉，昨早5時許，已
有一批鐵路迷到場等候開站。

行去半露天月台 熱氣撲面
鄭女士和丈夫昨日專程攜子女到新

月台遊玩體驗，她認為站內設計新
穎，空間闊落，是次旅程「值回票
價」。
蕭先生住在馬鞍山，平時搭乘烏溪

沙綫轉東鐵到紅磡，再轉乘屯門綫。
他認為，新月台設施便利，轉車路途
亦不算遙遠，不過他更期待一周後屯
馬綫開通，屆時乘車可以「一程到

尾」，毋須轉車。
乘客黃先生則表示，雖然屯馬綫有

新月台，但東鐵綫設施仍較落後，整
體乘坐體驗不佳，「由冷氣月台轉去
半露天月台，會好明顯感覺熱氣撲面
而來，冰火兩重天咁，而且個電梯好
長，上落感覺需要好耐。」
港鐵表示，為配合新安排，約200

名工程人員在前晚收車後於紅磡站進
行最後準備，包括調整車站大堂布局
及安裝行人接駁通道等。車站亦額外
增派約230名人手指引及提醒乘客新
安排。
根據港鐵計劃，目前的轉車安排將

維持至沙中綫過海段通車，即明年第
一季左右，屆時紅磡站東鐵綫亦會有
新月台，乘客上落一層就可轉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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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患癌過身 中大生赴劍橋研治癌藥
●紅磡站亦實施新轉綫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蕭垚靚 中大圖片

●●吳天朗吳天朗 中大圖片中大圖片

●●Sammi（右）向爸爸送上父親節心意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屯馬綫紅磡月台啟用
乘客：轉車行走3分鐘

●●市民在新月台打卡市民在新月台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