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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弱勢社群
和脆弱的兒童安
全，律政司於今年
1月初成立了「保
護易受傷害證人
及兒童專責小
組」，由警務處
及社會福利署三
方攜手合作，與
時間競賽，以迅
速處理涉及兒童及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等易受傷害證
人案件，包括身體
虐待、性侵犯、精
神虐待、疏忽照顧、
謀殺、誤殺等案件，
盡快將違法者繩之以
法。
負責統籌小組的高級
檢控官林曉敏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介紹，成立專責小組有
4個目的，一是在案件的不同階段維
護易受傷害證人的利益，以及與執法部門和
相關機構合作，以處理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案
件；二是優先及加快處理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案件；三
是加強與執法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專業培訓；四是檢討與
易受傷害證人案件相關的現行法例、政策和做法，並適時提
出建議。

與警「早期接洽」節省準備時間
林曉敏表示，小組將優先處理虐待致死案，涉及機構和院

舍、學校及多名受害人、集團式操控未成年人援交等較為嚴
重，或牽涉較多證據及法律議題的案件。舉例說，在「童樂居」案曝光
後不足兩周，小組檢控官已經和警方開啟「早期接洽」機制，令警方可
直接、即時及持續地向小組檢控官索取法律意見，及早着手準備所需的
法律文件，待警方完成調查後即轉交律政司考慮會否作出檢控。
在「童樂居」案中，牽涉大量文件及超過5萬小時閉路電視片段，但
小組僅用約5個月就已完成調查並檢控34名被告。案件由最熟悉案件的
團隊極速準備所需文件，包括開案陳詞、同意案情、結案陳詞等，以
「一條龍服務」提供高效率，又如近期「保良局」案以及其他虐待幼童
致死案，專責小組同樣啟動了「早期接洽」機制，以加快調查進度。
林曉敏表示，有時候「易受傷害證人」一直憂慮他們需否出庭作證及

等待案件結果，令他們難以放下往事且治癒傷痛，難免會感到焦慮和壓
力大，加上時間若拖得久，會難以憶起案件經過及細節，審訊時也會勾
起他們的不快回憶，因此小組必須分秒必爭、盡快處理，以保障受害弱
勢社群的安全，守護並彰顯司法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童樂居」虐兒案累計34名職員被控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目前已有5人認罪，其中4人被
判囚4個月至4個月19周，餘下一名認罪的32歲女助理涉掌摑兩歲女
童，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入獄4星期。
是案被告為32歲的李佩貞。案情指，去年12月12日下午於「童樂居」

的活動室內，坐在軟墊上的兩歲女童H欲取被告手上的物件，被告即打向H
的手，H還手後遭被告掌摑。被告又大力打其腿部，再掌摑H及搖晃其頭
部，令H不斷哭泣。
裁判官昨日判刑時表示，閉路電視片段顯示H伸手打算拿取玩具，被告阻

止並掌摑其臉。H其後雙腿提高踢向另一名兒童，被告隨後拍打H的腿部，
並掌摑其臉。其間，H曾以手掩臉，被告又捉住H搖晃，並狀似責罵H。

裁判官認為，涉案女童案發時腳踢另一名兒童應當阻止，但被告身為專業
人士卻「捨易取難」，以不正確方式對待兒童，只會令他們「從今以後，以
武力處理糾紛」，若被告停留在口頭訓斥，不會招致罪責。由於閉路電視
片段沒拍攝到被告之後有其他傷害或忽略兒童的行為，考慮到事件非同類
案件中最嚴重，加上被告認罪，決定判被告監禁4星期。

在「童樂居」虐兒案的34名被告
中，有5人不認罪已排期受審，24
人的案件被轉介至區域法院審

理，包括被控54罪的44歲女
職員趙詠茜。

「童樂居」事件引起社會對虐兒問題的關注，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日前表示，有關強制舉報虐
兒機制立法諮詢已經完結，原定12月提交立法會，但社會高
度關注及希望加快相關工作，故局方決定提早至11月提交立法會諮
詢修例工作。政府工作小組建議向指定專業人士施加法定責任，修訂《保
護兒童及少年條例》，以建立強制舉報懷疑虐待 / 疏忽照顧兒童個案的機制，
規定強制舉報者在工作期間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有受嚴重傷
害的迫切危機」，就必須作出舉報。
工作小組參考了本地法例的刑罰制度，特別是沒有履行責任舉報一些嚴重程度相若的罪行與干犯

這些嚴重罪行兩者罰則水平的差別，並比對《侵害人身罪條例》所訂施虐者可處監禁10年的刑罰，建議將
強制舉報者沒有履行強制舉報規定法例所界定的虐兒個案責任的罰則，定為3個月監禁及第五級罰款（即5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社會實驗3588人僅6人施援 警增宣傳冀喚醒市民關愛

6歲女獨坐街頭
三千人視若無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主辦的「童行．同心」保護兒童
計劃2022開幕禮昨日舉行，今年以「旁觀者Change」為主題，透過教育
和宣傳提升市民及早識別、主動介入，提升保護兒童的意識，並提供渠道
進一步提升兒童照顧者的心理健康，共建和諧家庭。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開幕禮上致辭表示，過去一年，警隊持續檢討及優化

處理虐兒案件的程序。今年初，警方和律政司成立了「易受傷害證人及保護
兒童專責小組」，已接手加快處理超過20多宗案情嚴重及性質敏感的虐兒案
件。警方亦在今年7月成立易受傷害證人支援隊，強化調查人員的訓練及與持
份者合作，合力保護兒童及易受傷害社群。
他強調，有不少虐兒案件是可以及早識別及介入，但往往因為身邊人的忽略

甚至袖手旁觀而釀成悲劇。因此，今年保護兒童計劃目的是希望改變旁觀者行
為，透過教育及宣傳讓市民能及早識別主動介入幫助受虐兒童，「若果每位旁觀
者都及時施援，可能不單止拯救一個兒童，甚至是一個家庭。」
在計劃下，警方將推出一站式網絡應用程式，進行以「旁觀者」為主題的社會
實驗及問卷調查、以高小學生為對象的藝術工作坊及徽章設計比賽等，以及印有
保護兒童信息的電車展覽。
蕭澤頤指出，警隊十分支持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立法工作推前至下月提交立

法會作諮詢，加快整個修例時間表，讓兒童福祉進一步受到保障。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郭

志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袁旭健、刑事及保安處處長葉雲龍、助
理處長（刑事）鍾詠敏和總警司（刑事支援）余鎧均等出席了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立本）市民發現
懷疑虐兒案件應如何處理？刑事總部刑事支
援科高級警司李經晞表示，虐兒案件大致可
分緊急與非緊急兩類，緊急即是指當刻
不提供幫助會有嚴重後果，市民需立
即致電999。以6歲女童單獨在街
頭影片個案為例，市民應該上
前關心查問情況及嘗試協助
尋找家人，若無法聯絡
女童家人，市民在場
等候一段時間仍
不見其家人
出現就應

該報警，以免女童獨自過馬路或被「怪叔叔」盯上而發
生危險。
非緊急情況則可能是市民經常在家聽到鄰居傳出「打
仔聲」，但不知準確單位。在遇上類似的情況時，可以
先嘗試向大廈物管人員查詢了解得知單位資料，下一步
通知區內非牟利機構或社署跟進。如果市民認為有即時
報警的需要也「無問題」，可以選擇網上報案平台或致電
區內警署，即使個案未必一定涉及刑事成分需要警方執
法，但涉事家庭可能需要社會支援協助，包括子女有特
殊需要、父母有感情或經濟問題等，可以由社署等部門
跟進輔導，防止家庭情況惡化。她強調，市民提供協助
的方式，很視乎實際情况而定，但熱心市民舉報懷疑虐
兒個案，可能就是無助受虐兒童的
唯一拯救者，絕不會因而惹上
「報假案」或「浪費警力」罪名，
「在保護兒童角度而言，寧願市
民多報一單，都好過唔報。」強制舉報機制

下月提交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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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刑事總部刑事支援
科高級警司李經晞昨日

表示，今年首8個月的虐兒個
案較去年同期微升1.9%，其間
發生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案件，包
括8月1名3個月大男嬰受虐待而

死亡、9月深水埗1名
5歲男童因營養不
良而死亡，最近
更揭發有院舍或
幼兒宿舍懷疑虐

兒案件。
在最近發生的虐兒案件中，

28%受虐者為初生至5歲，難以自
己向外求助，而逾70%的施虐者是受虐兒

童的照顧者或家人。由於受虐者和施虐者同屬
一個家庭，在家事不外揚的傳統觀念下，警方
難以透過巡邏、情報搜集或臥底行動揭發案件，
只能依賴市民的熱心舉報。
為了解市民保護兒童的意識強弱，以便教育公

眾及引起重視，警方於今年7月聯同防止虐待兒
童會進行了一項街頭社會實驗及問卷調查，模擬
一名6歲女童單獨在荃灣大河道街頭逗留了1小
時，人員在遠處拍攝觀察有多少市民會伸出
援手。

180人回頭留意 怕惹事止步
警察臨床心理學家馮浩堅昨日分析實

測結果顯示，1小時內有3,588人經過女
童身邊，但只有180人有回頭留意。這
180人中，只有6人關心慰問女童是否需
要援手，僅佔約3%。警方向有留意而無

幫助女童的市民查詢不幫忙的原
因，他們的回答包括擔心引起誤
會、懷疑是騙案、不知道如
何幫忙、或希望有其他人
會幫忙等。警方認

為，這些未有主動提出施援的市民，在心底裏其實想伸出援
手，只是心有顧慮。
警方又在街頭向340人進行問卷調查，涉及有否留意鄰居

有虐兒情況，其中123名（約36%）受訪者指聽過鄰居有小
孩哭鬧，其中70人（約57%）沒有進一步行動，41人（約
34%）覺得「問題不大」、25人（約21%）覺得是「別人
家事」，不便插手。

怕管別人家事 奢望他人出手
馮浩堅相信，香港人有保護兒童的意識，但未知該如何
協助或不敢協助，或者寄望其他旁觀者會幫助，不一定要自
己提供幫助。他呼籲市民應主動行出第一步，打破「旁觀者
效應」，主動幫助有需要兒童，市民作為旁觀者，也不應低
估自己能力，只要一個改變，由被動變主動，就可以阻止懷
疑虐兒事件，這種風氣一旦蔚然成風，就會有更多人出手幫
助。警方強調，一宗舉報若令社會早識別及早介入，就可拯
救一名兒童，甚至一個家庭，也可推動社會增添一份關懷和
關愛，因此將「保護兒童計劃2022」的主題定為「旁觀者
Change（轉變/介入）」，希望透過一系列宣傳活動將保護

兒童信息推廣給每一名市民，讓市
民明白在虐兒案中「旁

觀者」的角色其
實非常大。

香港虐待兒童

案今年首8個月有795宗，雖然比

去年同期升幅不大，但近期連串嚴重

虐兒案警醒每一位市民，虐待兒童在我

們身邊時刻存在，問題是有無「心」去舉

報。警方和防止虐待兒童會早前進行一個

社會實測，讓一名6歲女童「獨自」流落街

頭1小時，其間近3,600多人擦身而過，結

果絕大部分人視若無睹或不願施援，僅6人

願伸援手，反映大部分市民對潛在危險中的

兒童「無上心」。警方希望借助主題為

「旁觀者Change」的「保護

兒童計劃2022」，喚醒市

民的關愛之心，打破「旁觀

者效應」，發動全民力量早識別早介入幫助

受虐兒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一哥」挺加快修例
「袖手旁觀可釀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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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摑狂搖兩歲女
32歲女助理囚4周

◆警方推廣「旁
觀者Change」希

望喚醒市民對虐兒
個案關注及舉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立本 攝

◆社會實驗模擬一名6歲女童單獨在街頭1小時，以觀察有多少市民會伸
出援手。 短片截圖

◆警務處舉行「童行‧同心」保護兒童計劃2022開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童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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