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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少女：只想在母身邊盡孝
涉黑暴自責遭攬炒文宣「洗腦」犯案 籲青年要奉公守法

「我希望中秋節能親手弄一份西餐給媽咪

吃……」，這個別人眼中微不足道的願望，

對於因為暴動罪而判入懲教所的阿怡（化名）而言是

遙遠的目標。阿怡早年遭攬炒派文宣「洗腦」及利

用，在衝動下犯案，要接受法律制裁，付上沉重代

價，更令日做四份工辛苦養育自己的單親媽媽傷透了

心。深感自責和懊悔的阿怡雖未能在中秋佳節與母親

人月兩團圓，但昨日藉參與懲教署與警務處合辦的

「彩燈連心 並肩同行」中秋節活動和母親相聚。她

含淚承諾：「以後每一個節日、甚至每一日我都會喺

妳身邊，孝順妳……」她以「過來人」身份勸喻時下

青年，要奉公守法，不要讓家人傷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懲教署與警務處合辦的「並肩同行」計劃，由
懲教人員及警隊義工根據在囚青少年個人成長、
心靈需要及家庭發展而籌劃不同類型活動，並提
供「一條龍」釋後跟進輔導服務，進一步提升更
生成效。在昨日的「彩燈連心 並肩同行」活動
上，6名年輕女在囚者與家人近距離相聚。香港

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6名女在囚者與家人相聚一刻，各人也趁這
次難得機會，互相緊握着手或倚在一起親近，傾訴時激動得淚如雨
下，義工們即時遞上紙巾，場面令人動容。
在活動開始時，參加者先欣賞中秋專題影片，認識中秋節起源與

傳說及大灣區不同地方的節慶習俗，以加深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並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第二環節，由紮作大師夏中建介紹紮
作技藝的歷史和發展，並即席教授參加者製作傳統花燈，讓青年在
囚者及其家人在過程中合作和交流，合力完成他們獨一無二的花
燈。
當花燈製作完成後，在囚者會將預先繪畫的「與家人最難忘的經
歷」圖畫掛在花燈之下，再由家人「猜燈謎」估是什麼經歷，以抒
發她們內心感受及盼望，重建互信的家庭關係，最後所有家人也成
功估中圖畫內容；而共同製作的花燈會讓在囚者的家人帶走，作為
他們最好的中秋節禮物。
其間，懲教署署長黃國興及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到場與參加者交

流，以表達支持和鼓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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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相聚一刻 手緊握淚如雨

◆阿怡（左）向母親承諾「以後每一個節日、甚至每一日我都會喺妳
身邊，孝順妳」，令身旁的媽媽感動不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學年開始，本港多間
大學開展國安教育課程。香港大學昨日向所有本科生
開放其「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入門」課程網頁。該
課程涉及兩個必修部分，包括「核心原則和概念」及
「必修課題」共24個單元共10小時的影片，內容有國
家與香港的憲制秩序、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的刑事
訴訟程序等課題，所有本科生亦須取得合格成績才可
畢業。

須合格才可畢業
香港8所資助大學均已開始不同形式的國安教育課

程。其中，港大的「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入門」為
主要透過網上學習的非學分課程。據港大學生刊物
《學苑》指，課程網頁已於昨日正式開放，當中的課
程大綱顯示，課程包括共24個單元的約10小時的錄影
片段，及由港大法律學院陳氏基金憲法學教授陳弘毅
任教香港國安法的詳細內容。
校方會就各單元附有投影片簡報及文字稿，及關閉

影片的倍速播放功能，確保學生完整觀看影片學習相
關內容。有關課程設有測驗，學生需於1小時完成，
取得過半分數的合格成績才能滿足畢業規定，但容許
不合格者重考。
港大表明，課程要求所有學生遵守相關學術操守規

例，包括不會在測驗中冒充他人身份、和他人通訊，
或借助網上討論區、社交媒體及通訊程式尋求協助
等。
港大又開設了「國安法資料庫」，整理了香港、內

地、國際上多項有關國安法的資訊，包括各地國家安
全法例及相關範疇的學術研究供參考，並載有香港國
安法案例、相關事件時間線等。除文字資料外，學生
亦可在資料庫上觀看補充影片。

港中大5單元由重量級學者主講
中文大學亦由今學年起設立「認識中國」及「國家

憲制秩序與香港」兩個國安教育課程供所有本科生必
修。在已經開課的「認識中國」中，錄影片段先由該
校校長段崇智以英文講解課程特點，內容包含「認識
中國：知識基礎」「歷史如鏡：從古到今看中國」
「中國現代化」「中國經濟今昔」「中國科學與科
技」等5個單元，由包括前校長金耀基、劉遵義等多
名重量級學者主講。
在其他大學方面，香港科技大學於今學年設立了

「法律教育」必修網上自學課程，不計學分但設3個
單元測試，學生須獲合格成績，內容涵蓋憲法、基本
法及香港港區國安法。浸會大學、理工大學、教育大
學、城市大學及嶺南大學亦已於2021/22學年起推出
國安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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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署長黃國興向參加者交流表達支持和鼓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遇警截查又搞事 港記協主席陳朗昇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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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屢次挑釁警方博出位

◆ 陳 朗 昇
（紅衫）涉
嫌「阻差辦
公」及「在
公眾地方行
為不檢」被
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黑暴肆虐期間，身為仇警縱暴
「黃媒」代表的香港記協主席陳朗昇，昨日又借「採訪」元朗朗屏
邨業主大會之機，圖為在大會上搞事的「黃居民」撐場站台。他和
攝影師在旺角麥花臣場館外被執行人群管理的警員截查身份證時，
陳朗昇即場「發爛渣」，重演在黑暴期間「兇警」故伎，拒絕出示
身份證，更對警員大吵大鬧。警員屢次警告不果，其間全程錄影作
證，後以涉嫌「阻差辦公」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將陳拘捕。
現年41歲的陳朗昇，之前任職網媒《立場新聞》。《立場》在
一眾高層和董事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後自行「收檔」，令陳朗
昇一度失業。為了繼續出任記協主席，他其後轉到網媒《Channel
C》擔任副採訪主任，而該網媒由前《蘋果日報》港聞記者為班
底。
據了解，陳朗昇早前獲邀採訪「朗屏邨業主立案法團2022年特
別業主大會」，但有知情人透露，與其說陳朗昇去採訪，不如說
他去撐「黃人」的場，因為有人醞釀在居民大會上搞事，煽動
「黃絲」發難，要推翻現屆立案法團及管理公司。
據了解，有居民指圖謀搞事的以年輕居民為主。他們表面上聲

稱不滿管理公司的服務，並劍指立案法團，但其背後原因是針對
不同政治立場者，其中不少人是攬炒政棍鄺俊宇和黃偉賢的追隨
者，不排除有人在背後煽惑搞事，並邀請相熟的「黃媒」記者撐
場。

「採訪」業主大會辱罵警員
在搞事者的一片喧囂中，法團遂召開特別業主大會。由於元朗區
沒有足夠大場地召開業主大會，故於昨日跨區到旺角麥花臣主場館
舉行。居民乘坐大巴出九龍開會，會上將議決及通過延續屋邨管理
服務、清潔服務及原廠升降機保養承辦商合約。不過，在大會舉行
前，有人已在網上事先張揚會「有不同媒體去採訪」，煽動居民自
製紙牌搞事鬧場。
昨日上午11時許，陳朗昇與攝影師跟隨朗屏村居民乘坐大巴到
旺角，有警員在旺角麥花臣場館外管理人群。現場消息指，陳朗昇
與攝影師被門口警員截查身份證，陳馬上變臉，拒絕出示身份證及
大吵大鬧，辱罵警員。警員多次警告及勸喻他合作，並打開胸前的
流動攝錄機全程拍攝，但陳朗昇依然拒絕合作，警員遂將他拘捕帶
返旺角警署。
警方昨日在接受查詢表示，昨日上午約11時，警員在旺角奶路
臣街及染布房街交界執行職務期間，發現兩名男子形跡可疑，遂上
前調查，並要求兩人出示身份證。
其中，姓李本地男子（42歲）配合要求，提供身份證給警員查

核，經初步查問後獲放行，惟另一名姓陳（41歲）本地男子不合
作，拒絕向警員出示身份證。警員多次勸喻及警告不果後，以「妨
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將其拘捕，案件
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陳朗昇恃着「記者」身份多次以採訪為名挑釁，甚至刻意阻
止警方的正常執法。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他就以網媒《立
場新聞》記者的名義，在黑暴現場進行所謂「直播」，但他的
「現場直播」非常偏頗，就是極少將鏡頭對着搞事的黑暴分
子，而是經常刻意地將鏡頭逼近在場執法的警察面前，被批評

是企圖阻礙警方的正當執法。在被警員警告時，他又用「直播」來挑釁警員，藉
此獲得黑暴分子的認受性。
在2019年9月9日，時任「記協」執委的陳朗昇在警方舉行記者會前，突然衝

到講台前宣讀所謂「聲明」，將警方的記者會變成自己出位場地。同年11月，
當時已「晉升」為「記協」副主席的陳朗昇更變本加厲，在警總舉行的記者會上
帶領多名「記者」戴上貼有抹黑警察字眼的頭盔，將警方的記者會變成「抗議記
者會」，根本違背了作為記者在進行採訪工作時的最基本專業準則，嚴重影響記
者聲譽，引起社會輿論譁然。
同年12月，陳朗昇在大埔某商場「直播」黑暴活動時，拒絕聽從現場警員要

求他離開封鎖範圍現場的命令，之後被警員要求查驗其身份證及記者證時，由於
其直播並未關閉直播畫面而拍攝到其身份證。陳朗昇就以此大做文章，大肆抹黑
警方「故意」洩露他的「個人資料」。

表面道貌岸然 私生活不檢點
表面道貌岸然的陳朗昇，私生活卻相當不檢點。2021年12月，有市民拍到他
進入北角某大廈內的「邪骨」按摩店並與店內一名穿着性感的女子討價還價。事
件被揭發後，已升任記協主席的他被媒體詢問時，則「口窒窒」地支吾以對。對
此，不少網民直言，「『白頭昇』（他的花名）對外就扮正義，其實私底吓
（下）就『沙沙滾』（不檢點），點可以信得過佢呢？（怎能相信他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齊正之

懲教署與警務處昨日在勵敬懲教所合辦「彩
燈連心 並肩同行」活動，安排6名年輕女

在囚者與家人近距離相聚。透過中秋節專題影
片、共同製作花燈及猜燈謎等活動，大家加深對
彼此的了解，從而修補及強化家庭關係。
是次活動的最後一個環節，是由青年在囚者阿
怡（化名）分享自己被黑暴分子利用的親身經
歷，提醒時下青少年要奉公守法。
20歲的阿怡年幼時因父母離異，自小與母親相
依為命，感情良好。母親不惜每日做四份清潔工
作供書教學，女兒還能學習法文，為未來創造美
好生活。在阿怡即將成材之際，2019年一場修例
風波摧毀了這一切。
當時，阿怡受到攬炒派文宣網上散播煽仇「宣
獨」資訊「洗腦」影響，一時衝動干犯暴動罪，
被捕及判入懲教所，自此母女相隔。阿怡坦言，
「我在院所最難適應的地方，就是無咗屋企人的
陪伴，以前無論有幾辛苦都好，返到屋企都一定
有媽咪呵返、錫返。」幸好懲教署人員非常好，
耐心教導她和安排了不同活動，令她的生活更加
充實。

睹母奔波探訪十分自責
阿怡憶述，當年母親日打四份工，「好多時起
身已經見不到媽咪，晚上瞓咗媽咪也未收工回
家，現在回想起感到特別心痛。」無奈阿怡因為

暴動罪被判入懲教所，每次目睹母親一路奔波到
院所探訪時，都感到十分自責和懊悔。
在參與院所內更生項目及懲教人員專業輔導

後，她深切明白以往的過錯，也深深體會犯罪所
需要付出的代價，不但虧欠母親，更對社會造成
破壞。她以「過來人」身份勸喻時下青年，「做
任何事之前，要諗下自己最愛的屋企人，凡事三
思而行……奉公守法。」
正當每個家庭計劃後日中秋節慶祝之際，阿怡

回想以前每年中秋節，兩母女都會到婆婆家與一
班親友吃飯、玩燈籠及熒光棒等。
然而，今年的中秋節，阿怡已不能與母親一起
度過，令她對此感到非常內疚，因為自己成為母
親最大的負擔，「今年媽咪要自己一個出席中秋
節親友聚會，我感到好心酸，唯有努力生活、做
出好表現至離開院所。」

含淚向母承諾「以後天天陪你」
她含淚向母親承諾：「我應承妳，以後每一個

節日、甚至每一日我都會喺妳身邊，孝順妳。我
知養大我真係好辛苦，但我想講媽咪妳真係做得
好好，我真係好感恩，我有這個媽咪……適逢中
秋，我祝福媽咪同婆婆長命百歲，可以畀機會我
孝順你哋。」
被問及日後離開院所的第一個中秋節最希望做

什麼，阿怡表示：「我在這裏學到有關西餐的餐

飲訓練，最希望可以煮一餐西餐給媽咪吃，因為
咁耐以來也是媽咪照顧我。」
此外，她亦希望繼續進修，到外國讀法文及歷
史相關科目，再擴闊視野及見識世界。
阿怡的媽媽在接受訪問時憶述，「最初在女兒

判刑後，每日也唔想食飯、唔想瞓，那份痛苦難
以形容，直至經過數個月的探訪及書信來往，見
到女兒安好及變得生性成熟，心情才漸漸回
復。」
她表示，自女兒被判入懲教所後，一直隨身攜
帶紙筆及信封，記錄自己生活點滴與女兒分享，
「我做過什麼、有什麼感覺，當想寫時便隨時寫
畀女兒知。」阿怡母親平均兩三日一封信，短短
數個月已累計數十封，阿怡的院友也驚訝她收到
這麼多信。

與女近距離接觸 媽媽開心
阿怡媽媽坦言，女兒由細到大未試過離開自

己，但黑暴事件令母女分開近一年，每次探訪也
只能隔住玻璃相見，感覺好冰冷，所以昨日參加
院所中秋節活動，能與女兒近距離接觸感到好開
心。
被問到女兒日後離開院所的第一個中秋節想如

何慶祝時，阿怡媽媽笑說：「想由以往與親友一
同慶祝『調返轉』，母女二人世界好好過，彌補
好耐無見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