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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懲教署昨日在香港懲教學院
舉行學員結業會操，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結業
儀式。他在致辭中強調，面對世界地緣政治複
雜，外部勢力不斷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懲教人
員要時刻警惕，建立底線思維，防止破壞國家
安全的力量暗中作亂，企圖挑戰中央和特區政
府的管治。
會操中，結業的128位二級懲教助理採中式

步操，以整齊的步伐拼砌出懲教署徽章內的指
南針圖案，象徵學員對服務國家及香港有着清
晰目標和方向，肩負起守護香港刑事司法體系
重要防線的決心。李家超頒發「金笛獎」予六
名二級懲教助理：劉健朗、張麗蓉、廖振禧、
郭家祚、文鳳儀和吳志輝，表揚他們在入職訓
練中的優秀表現。
李家超致辭表示，2019年的「黑暴」、港版

「顏色革命」對香港社會造成的重大而且規模
難以估算的破壞，以至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

脅。隨着中央在2020年果斷頒布實施香港國安
法，涉事犯案的人依法被捕、還押和判刑，香
港實現由亂到治，社會重新回復安定。
他強調，懲教署是守護香港的6支紀律部隊

之一，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使命。懲教人
員確保在囚者恪守監獄的秩序和紀律，無畏無
懼地防範和打擊監獄中的不法和違規活動，防
止監獄被反中亂港勢力侵擾。
李家超同時肯定了懲教署在更生工作的努

力，包括推出「沿途有『理』」計劃等一連串
創新的活動，協助涉及嚴重罪行及有激進思想
的在囚者，重新建立正確價值觀，又積極推動
防罪及教育工作，包括舉辦全新社區教育活動
─「更生速遞」，透過教育宣傳車，向小學生
推廣國家安全、國民教育、防罪、禁毒及「助
更生」的信息。
同時，懲教署又舉辦「尋根文化之旅」，安

排「更生先鋒領袖」到大灣區城巿交流，加深

青少年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認
識，培養他們成為心懷國家、放
眼世界的新一代。

設「立德學院」供在囚者進修
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

「立德學院」，為成年在囚者提
供自願報讀的全日制教育課程，
培養他們建立良好品格及協助他
們裝備自己，以便日後重投社
會；在3間男性懲教院所開設親
子中心，加強維繫在囚者與家人
的關係，從而鞏固他們改過的決
心。李家超勉勵結業學員要為迷
路的人指引前路，並訂立清晰的
目標和敢於接受挑戰，成為勇於承擔、嚴守紀律
及盡忠職守的新一代懲教人員。
中央政府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聯絡局局長

鄧建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辦公室主任劉孝
明、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警務聯絡部副部長孟小
援，以及懲教署署長黃國興等出席了結業儀式。

特首主持懲教結業會操 勉為迷路人指引

跆拳小子奮發 終升呢做督察
積極部署職涯規劃二進警校 胞兄苦學成才成學習榜樣

香港警察學院今日舉行結業會操，見證分別接受36周及27周訓練的見習督察和

學警結業。兩名取得優異成績的督察及警員，和另外兩名同袍分享了自己的「警察

故事」。自幼練跆拳道的見習督察楊子健，由於中學成績不佳，一度未能踏入警校

大門，其後他不斷自我增值，13年前終成為警員。不過他未有原地踏步，更夢想

成為一名督察，並展開「十年長征計劃」，通過不斷進修增強領導能力，最終完成

督察夢。曾是金融才俊的見習督察丘逸龍，在年幼時看過電影《飛虎雄心》後種下

從警的「希望種子」，大學畢業12年後決定改換人生跑道，靠抄報紙學中文彌補

不足，終圓警察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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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過去3年新冠疫情下，家
長和子女相處時間增加，親子衝突亦日益增多，甚至形成
「困獸鬥」局面。和諧之家昨日公布，2022/2023年度接
獲的家暴個案按年增加23%，而該會的調查又發現近30%受
訪幼稚園及小學學生家長出現中度至嚴重的情緒倦怠情況。
該會強調，家長和小朋友的情緒教育十分重要，尤其是家
長，建議特區政府向家長提供更多支援措施，例如提供家庭
生活基金，讓他們學習如何正確對待及教育兒童等。

SEN童家長：安撫孩子情緒感無助
在和諧之家昨日舉行的第38周年大會暨「家長情緒教
育–醫．教．社新動力」周年論壇上，一名SEN兒童的
母親胡女士分享，她的孩子4歲時或於學校遇到令其受驚
的事情，不知道如何處理及向老師表達，以致情緒及精神
出現問題，更恐懼上學、坐立不安。其後，孩子更用肢體
攻擊胡女士以表達恐懼上學的情緒，例如搶手機等行為，
令胡女士崩潰。

胡女士表示，對如何安撫孩子的情緒及處理心理問題感到
很無助及不知所措，「我終日在哭，更忍唔住對小朋友有語
言暴力，或關門隔開自己與小朋友。」為了幫助孩子，她找
到一些相關訓練及安排時間表，需要工作以支付高昂的費
用，承受很大精神壓力，經常失眠及感到低落。
無奈的她後來向和諧之家求助，孩子獲安排了遊戲治療

服務，她亦接受了家長輔導服務，更在接受輔導期間，探
索到自己不自覺地逼迫孩子要達到合乎社會的標準，導致
自己容易發脾氣、容易說錯話傷害孩子，忽略其感受，影
響了親子關係。透過各類活動，胡女士紓緩了積存已久的
負面情緒，從而改變自己的態度，以平靜的心情對待孩
子。
和諧之家計劃主任李嘉欣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疫情因素

及社會氣氛緊張導致不少家庭關係惡劣，令虐兒事件頻
發。和諧之家此前訪問了125名幼稚園及小學學生家長，
發現近30%出現中度至嚴重的情緒倦怠情況。
她強調家長和小朋友的情緒教育十分重要，自我關懷的

方法可以幫助家長減少情緒倦怠、改善情緒，亦能減少家
長以體罰及忽略的方式對待兒童。
和諧之家總幹事李劉素英表示，本年度接收的家暴個案
按年增加23%。她強調，精神及情緒穩定對家長非常重
要，學校應給予家長多些關懷，政府在設立強制舉報虐兒
機制的同時，亦應向家長提供多些支援措施，例如提供家
庭生活基金，鼓勵家長去上課學習如何教出一個健康的小
朋友等。

近三成受訪家長現情緒倦怠 專家倡增援

◆李劉素英（左）和李嘉欣都指出家長情緒教育很重
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攝

榮獲「施禮榮盾」及「榮譽警棍」、現年
34歲的楊子健自小修練跆拳道，培養了

正向價值觀及正義感。雖然他的人生目標是
從警，惟他中學學業成績平平，於2008年中
學畢業後未能加入警隊，輾轉兩年後才進入
警察學堂，並成為一名警員。在修例風波期
間，他駐守八鄉分區雜項調查隊，曾穿上防
暴裝備上街抗暴。
進取心令楊子健想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就是晉升為警務督察，「我在不同場合接觸
到當時的見習督察學員，他們給我的印象是
果斷、高效且有領導魅力，他們對我有非常
大的影響。」
他憶述，自己在學警畢業後就開始部署「十
年長征計劃」，其間不斷在業餘進修儲備知
識，先後獲取高級文憑及學士學位，並以教練
身份參與跆拳道訓練和賽事，強化心智及鞏固
領導基礎，為投考見習督察作充分準備。
楊子健不輕言放棄，是因為其胞兄給了他
很大動力。他說，哥哥與自己一樣，年輕時
因為學業成績不佳，中五畢業就投身建造
業，但兄長經過不斷進修，終加入建築署成
為公務員，更晉升為一名督導級人員，同時
亦是一名輔警警長。因此，兄長一直是他學
習的榜樣。

勉同袍「升級能慢不能停」
楊子健二進學堂成為督察後，將被派往西
區分區警署，迎接另一段警察生涯。回想當
年中學時的自已，他笑言無法想像今日成為
一名督察，他勉勵同袍：「升級好似跑步一
樣，可以慢，但唔可以停。」
見習督察丘逸龍同樣經過多年努力，終達

成夢想。他說，自己6歲時
與父親一起觀看電影《飛虎
雄心》，幼小心靈就萌生做
一名警察的念頭，不過後來
與母親到美國生活，中學之
後又到英國讀大學。其間，
他從未改變成為警察的志願，甚至與中學好
友約定大學畢業一齊回港投考警隊。
當年，丘逸龍曾想修讀最有興趣的犯罪心
理學，但由於不想違背父望，遂選擇大學修
讀會計金融，其後成為一名交易員，其中學
摯友則成為一名補習老師。當兩人各自發展
事業時，摯友突然轉行投考督察，丘逸龍一
方面為摯友實現夢想感到高興，但同時亦對
忘記自己的志願和承諾感到難過。

金融才俊秉初心 毅然轉跑道
當時，他並不想放棄工作8年的金融行業，

恐怕自己轉行已太晚。沒過多久，丘逸龍被父
親安排前往上海管理家族生意5年，即使工作
成績優異，但他完全感受不到快樂，腦海中不
斷浮現投考警隊的想法，但內心還是非常矛
盾，常常以不會中文、要為父親生意負責為自
己找理由，直至一次回港與中學朋友見面，被
對方一句「所有的繩都是自己給自己，自己綁
住自己」啟發，決定為實現小時候的夢想和履
行與摯友的約定，毅然改變跑道加入警隊。
為此，他立即去購買公務員綜合招聘考試
中文運用的「雞精書」，用了一年時間，每
天堅持抄報紙社評學中文。2022年，他申請
投考督察，現在迎來結業，自大學畢業到今
天達成從警志願，已經相隔了十二年，穿上
警服終讓丘逸龍釋懷。

律政司近日入稟
高等法院，申請涉
嫌干犯煽動分裂國
家、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等罪行、竄逃
澳洲的攬炒政棍許
智峯破產。根據司
法機構網站顯示，
該破產呈請的債權
人為律政司司長，
入稟文件未有詳列
內容，聆訊將於明
年 1月 23 日下午 3
時開庭處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2016年，時年22歲的
女學警梁春美在接受學警訓練的第一個月，由於未能調
節好體能和心態，在接受高強度紀律體能訓練時遇到挫
折和困難，意志動搖下，帶着不甘和遺憾離開警隊，成
為其人生中刻骨銘心的教訓。多年來，她念念不忘當年
的抱負，在結婚生子後，於2021年再次投考警隊，更克
服重重困難順利畢業，終於成為一名「陀槍師姐」。
現年30歲的梁春美曾任職餐飲公司服務員4年，育有

一名3歲的兒子。她表示，當年半途而廢，是因為自己
意志不夠堅定，但成為警察的初心一直未變，為了給兒
子樹立良好榜樣，向他證明自己是一位勇敢的母親，於

是七年後再次投考警隊。在訓練期間，無論有多難多辛
苦，她都咬牙堅持了下來。
能夠完成訓練成為一名警察，離不開家人的支持和教
官的栽培。由於要接受27周訓練，她的丈夫及母親接力
替她分擔家務和照顧兒子，「兩個月前小朋友上學後因
為腸胃感染而需住院3日，但我當時正值考試，只能無
奈地說『考埋個試先』。」所幸，班主任體諒梁春美家
中出現突發事件，准許她考完試後前往醫院探病。
梁春美將被派往將軍澳分區警署，她期望未來在警隊
工作中堅守信念、緊守崗位，在前線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家庭和兒童，服務市民、回饋社會。

昔半途而廢感不甘 女學警戰勝刻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榮膺「薛富盃」的男
學警鄢品豪現年22歲，將被派駐長沙灣警署。他說，自
己來自基層的單親家庭，母親靠一份薪金將他培育成
人，更自幼教育他要成為一位正直誠實的人，而母親的
堅毅也為他樹立榜樣。而讀小學時的一次遇險，更令他
萌生成為警察的念頭。
鄢品豪說，自己成長在治安環境不好的舊區，回家時
總是心懷不安，不過有警察出現時，就會感覺到希望和安
全感。他讀小學時，與同學途經佐敦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回
家，一名精神紊亂的男子突然撲向前襲擊他，幸一名警察
經過，果斷制止男子的攻擊。自此之後，他對警察這個職

業充滿了崇敬和感激之情，故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警察，
希望通過自己的奮鬥和付出，為社區帶來積極改變。
鄢品豪在畢業後隨即投考警員，並成功進入警察學院
受訓。面對嚴格的體能和專業要求，每天的汗水和努力
已成為他的伴侶。儘管訓練期間身心疲憊，但他相信只
有強健的體魄和專業知識，才能勝任這份責任重大的工
作，因此咬緊牙關堅持下去，最終半年間從一個普通人
蛻變成一名執法護民的警察。
鄢品豪期望，自己可以為社區帶來安全和正義，用關
懷和同理心去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尤其在保護弱勢群
體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少時獲警援脫險 立志從警護弱勢

◆左起：梁春美、
鄢品豪、楊子健、
丘逸龍。四人背後
各有不同的「警察
故事」，今終達成
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攝

◆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香港懲教學院結業儀式。圖為他檢閱結
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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