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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外國人士：我感受到活力自由高效的香港

懲教主任吳奇霖：希望青少年遠離罪案

香港文匯報訊 監督懲罰是為「懲」，教化更生
是為「教」，懲教人員亦懲亦教的使命，讓他們在羈
管在囚者、守護公眾安全之餘，亦默默地幫助行差踏
錯、誤入歧途的人改過自新，重投社會。多元化的工
作內容，特殊的工作意義，讓25歲的吳奇霖毫不猶豫
地選擇了加入懲教署，成為一名懲教主任。

被懲教人員迎難而上精神打動
1997年2月出生的吳奇霖，一路成長中，目睹紀

律部隊對保持香港穩定和平的貢獻。肩負着捍衛社
會安全和捍衛香港司法體系責任的紀律部隊，在吳
奇霖眼中，是那樣的威風凜然，因而讓他萌生了加
入紀律部隊的念頭。大學時期，他曾參加懲教署推
展的社區教育活動，亦通過一些考入懲教署的學長
的分享，了解到懲教工作的意義。
讓他最終下定決心投考的契機，是看到懲教署推出
的一條宣傳片，講述高度設防監獄荔枝角收押所裏，
懲教人員充滿挑戰的日常工作。「我在短片中，見到
懲教人員有一種迎難而上的精神，想辦法解決各類問
題和不同事務，就啟發了我想加入懲教署，想去幫院
所解決問題，貢獻部門。」吳奇霖認為，自己比較好
動、健談的特質，適合需要與不同組別職員、前線同
事甚至在囚人士溝通的懲教主任工作。

立志從事懲教 家人釋疑支持
為通過考核，吳奇霖早早開始準備，跟隨懲教署

網站指引及資訊，安排自己的學習及體能訓練。起
初家人得知他想考懲教署，曾有一絲疑慮。「普遍
大眾對懲教署認知較少，只有在監獄工作、地方偏
遠等既定印象，但當我向父母解釋每天的工作和工
作意義，他們轉而支持我去投考。」幸得身邊親朋
支持，甚至有朋友陪他一起練習，最終在2021年1
月，吳奇霖正式加入懲教署成為懲教主任，派駐石
壁監獄，負責羈押和監管的工作。

臨危任監獄隔離區主管
作為高度設防的院所，石壁監獄每日的工作程序

繁複。吳奇霖不但需要負責督導在囚者完成每日的
工作，還要負責跟進包括派飯、康樂活動等在內的
不同工作。對懲教主任而言，除了督導初級職員、
監察在囚者行為，還要及時了解院所是否有特別事
件發生，若有就要立刻制定對策解決。這些工作，
處處充滿挑戰，極大地鍛煉了吳奇霖，讓他有了經

驗面對更大的挑戰。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感染人數海嘯式飆升，懲

教院所也未能倖免。部分懲教人員確診倒下，令院所
出現人手緊缺，懲教署及時應變，調配包括總部文職
人員及學堂受訓學員在內的同事赴前線支援。與此同
時，在囚者也陸續出現確診，因此懲教署在個別院所
內騰出空間做隔離中心，收治確診及需要隔離的在囚
者。吳奇霖臨危被分配到石壁監獄的隔離區做主管，
照看約四五十名確診在囚者。
這段經歷讓吳奇霖十分難忘。在囚者確診後，有

很多疑慮，擔心身體狀況，也擔心後遺症。「我和
我的同事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第一身去接觸他
們，告訴他們每一個防疫措施背後的意義和原因，
釋除他們的疑慮。」在懲教人員上下一心、互相支
持和勉勵下，成功遏止第五波疫情在監獄中蔓延，
衝在一線的吳奇霖也很幸運地未受感染。「除了懲
教署及時、貼心的安排，（抗疫成功）還有賴中央

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熱心人士的支援。」吳奇霖
說，各界捐贈的防疫物資，幫助懲教署順利完成抗
疫工作。

香港生命力頑強 遇挑戰總有出路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吳奇霖深愛這座充

滿生命力的城市。在他眼中，香港經過多次轉型，
每次都很成功，更具活力。作為97回歸一代，他與
香港一同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挑戰，從沙士到新冠，
以及近年的黑暴事件，但無論什麼事，最終都能逐
一化解，找到解決辦法。「我會形容香港有很頑強
的生命力，遇到任何挑戰，都會找到出路。」吳奇
霖希望，香港在祖國的大力支持下，能穩固提升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創造更美好的前程。
當談及想對同齡人說的話，這位年輕的懲教主任

面對鏡頭，十分誠懇，「作為一名懲教人員，我相
信我們比其他人更了解，被判入獄絕對不是一個好
體驗，不但會失去自由，還有浪費追尋夢想和個人
價值的時間。」吳奇霖說，希望同年齡的青少年都
能遠離罪案，不參與會令自己犯法的事，而是去找
到自己的目標，擁有光明的未來。

25·同行守護專題節目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點新聞特邀六

位分別任職於警務處、入境處、消防處、懲教署、
海關和飛行服務隊的紀律部隊成員，分享他們與香
港特區25年來共同成長的故事。其中，有人生於
1997年，與特區同齡；有人1997年加入紀律部
隊，見證回歸後的點滴變化。他們為何選擇加入紀
律部隊？這幾年風風雨雨，是什
麼讓他們更堅定守護香港的心？
他們對未來有怎樣的期待和盼
望？他們有什麼想對香港說的心
裏話？讓我們一同聆聽他們與香
港的「25．同行守護」故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在香港有這樣一類外國人，他們或因家庭、或
因工作、或因個人理想來到這座城市，便不

再離開。
香港是他們喜愛的城市。在這裏，他們像普通香
港人一樣生活和工作。他們熟悉這裏的環境，喜歡
這裏的美食、美景，更看好未來的發展機遇。談到
即將成立 25周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他們希望
「一國兩制」繼續行之有效，希望香港能長期繁榮
穩定。

「一國兩制」是具有創造性的

「7月1日對香港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天。25年
前，我在電視上觀看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74歲
的理查德．卡倫回憶當年的情形時如是說。
澳大利亞人卡倫是香港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1991年來到香港後，他便深深愛上了這座城市。
「香港獨具魅力，我來了就不想走了。在這座充
滿生機的城市裏，我感受到了活力、自由、高
效。」
卡倫表示，「一國兩制」是具有創造性的，是符合

香港實際的，並在香港獲得成功。他認為，在過去的
25年裏，「一國兩制」經受住了各種壓力及考驗，
尤其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
作為一名法學教授，他特別指出，香港國安法

的頒布實施非常必要，幫助社會恢復穩定和安
寧。卡倫非常反感一些外部勢力試圖借損害香港利
益來打壓中國的發展，他說：「只有中國好，香港
才會好。」
談及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特區舉辦的三場選
舉，卡倫認為都非常成功。他特別提到第七屆立
法會選舉，「沒有人跑來跑去亂扔東西，沒有人
大喊大叫……」話語中流露出香港「黑暴」肆虐
時他心中的失望。
在卡倫心中，香港無可替代。「這座城市是一個
絕佳的生活和學習的地方。我期待看到『一

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成功實踐，祝福
香港。」

「25年來，我們生意越做越大」

美國人詹姆斯．湯普森的辦公室位於香港灣仔一座
大樓的高層，向北便可看到金紫荊廣場和香港會展中
心。他清晰地記得25年前，他在辦公室眺望窗外，
見證了香港回歸的歷史性時刻。
上世紀60年代，湯普森在日本創辦嘉柏環球集

團，從事跨國物流。1978年，他把集團總部遷到香
港後，便從未有過離開這裏的念頭。他說：「香港回
歸25年來，我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在香港的經
營能力也在多方面得到提高。」
自2003年起，湯普森每年都會受邀參加香港特區

政府舉辦的香港回歸祖國慶祝活動。他說：「在我看
來，『一國兩制』是行之有效的。」
湯普森認為，中國市場的穩步開放為在港企業提

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許多公司能夠借此擴大業務。
在他看來，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許多成功的中

國內地企業和個人在香港投資，企業在香港上市。這
對香港金融市場是一個巨大的支持，讓香港繼續保持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背靠內地，尤其是身處粵
港澳大灣區，這是一個重要優勢。湯普森計劃在香港
進軍新業態，增加在港投資。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經歷了不少挑戰，但湯普森認

為，不管香港經歷何種困難，都能很快恢復過來，並

且變得比過去更強大。
在他眼中，香港有穩定的營商環境、勤勞智慧的人

民、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強大的法治、高效的基建
設施、便捷的交通、優美的自然景色、美味的食
物……「我相信中國政府希望香港成為祖國強大的一
部分。」湯普森說。

香港是成就夢想之地

「毋庸置疑，香港因回歸而受惠，在回歸後不斷成
長發展。」34歲的約翰．斯溫德爾頓來自加拿大，
大學畢業後被香港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所吸
引。在香港短期實習後，他決定留在這裏，目前在香
港一家銀行工作。
對斯溫德爾頓來說，香港是奮鬥拚搏之地，是成就

夢想之地。「這裏有太多機會了！我想在這裏開啟我
的事業。」他認為，香港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來
實現個人理想。
作為金融行業從業者，斯溫德爾頓特別提到，很多

想在亞太地區投資的國際公司都會選擇香港。「香港
地理位置優越，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橋樑，為
國際公司提供了很多便利。」
談到香港25年來的發展，斯溫德爾頓表示，目
前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一。「香港回歸前
夕，一些人曾表示擔心，但事實證明，回歸之後，

香港騰飛了。」他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很成功。
斯溫德爾頓說，對於外國人來說，香港非常棒。香

港是一座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有中西兼容的生活
方式，可以品嘗到世界各地的食物。他喜歡香港的茶
餐廳，愛吃這裏的點心。
香港城市格局緊湊，市中心和大自然距離很近。對

熱愛登山的斯溫德爾頓來說，從市中心出發，很快就
可以到達有山有沙灘的地方。
「香港在我心中具有獨特魅力，而且不會改變，香

港的未來會更好。」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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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網站圖片

回眸25年

◆吳奇霖要負
責督導在囚者完成
每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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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的吳奇霖2021年1月正式加入
懲教署成為懲教主任，派駐石壁監
獄。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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