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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具彈性 盼添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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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寄養家長任寄養家長 從換尿片到伴讀從換尿片到伴讀 關愛不求回報關愛不求回報

愛心夫婦助孤苦
為稚童建避風港為稚童建避風港

童年應該是快樂無憂的，然而
香港有不少兒童因家庭變故、缺乏父母
照顧而被迫離開家庭，現時香港有900多個
寄養家庭給這些孤苦孩子提供一個暫時的安
樂窩，結婚6年的警員志Sir夫婦正是其中一
個愛心家庭。無生兒育女經驗的兩人，由餵
奶換尿片到陪伴做功課，逾3年來照顧10名
1歲到8歲的兒童，一路走來有苦有甜，他倆
投入的心力和體力，換來是這些兒童的幸
福，讓他們在未來的人生路
上，不忘那份陌生人給他們的
父愛和母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警署警長志Sir小檔案
名稱：
入職年期：
晉升日期：

曾駐守單位：

現時崗位：

志Sir
1998年
2011年晉升警長、2020年晉升警署警長
葵涌分區軍裝巡邏小隊、荃灣分區軍裝巡邏小隊、田心分區軍裝巡邏小
隊、機場警區軍裝巡邏小隊、天水圍分區軍裝巡邏小隊、大埔分區軍裝
巡邏小隊、新界南警察機動部隊、新界北警察機動部隊、新界南衝鋒
隊、新界北衝鋒隊、元朗分區特遣隊、荃灣警區雜項調查隊、荃灣警區
特別職務隊、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
警察機動部隊總部訓練隊教官、警察重點及搜查組成員

理想寄養家庭的條件
◆喜愛兒童，有照顧兒童的經驗及能
力

◆能為兒童安排妥善的照顧計劃

◆家居整潔安全，並有足夠居住空間

◆具小學或以上教育程度

◆家庭關係和諧及安定

◆身體健康及情緒穩定

◆家庭成員能接納寄養兒童

◆有管教及培育兒童的合適態度和技
巧

◆經濟情況穩定，例如有足夠收入、
儲蓄或可動用資產

◆願意接受社工的調查及督導

◆樂意與寄養兒童家人合作

資料來源：保良局

警署警長志Sir，與妻子Isabel在2018年結婚。他說，以往
執勤時曾處理過問題家庭案件，包括家暴或疏忽照顧，

當看到涉事家庭居住環境一片凌亂，他為這些家庭的兒童感
到痛心，因為實在難以想像兒童如何在這種環境下健康生
活，「生長在問題家庭中的小朋友普遍也是缺乏照顧，如果
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安樂窩，在他們最無助的時刻感受到溫
暖，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直至2020年，太太Isabel的工作
受疫情影響而大幅減少，故萌生成為寄養家庭的想法，於是
向丈夫提出建議。

警夫執勤睹家庭案 痛心兒童淪磨心
「既然有這麽多小朋友沒有地方住，我們又有資源，又有
能力，為什麼不讓那些有需要的小朋友住呢？」Isabel讀中學
時曾幫助母親為有需要家庭託管兒童，因此有一定的體驗，
她反問自己：「是不是一定要等到退休才做呢？可不可以早
些開始做這件事呢？」她與丈夫分享想法後，兩人說做就
做，開始蒐集相關資料，經過相關機構的培訓後踏上寄養家
庭之路。
他們照顧的第一名小朋友就遇到挑戰。2020年12月5日，
一名1歲大男嬰加入這家庭，志Sir憶述這是一種新奇的體
驗，但照顧嬰兒不是玩，男嬰晚上會嚎哭要吃奶，所以要經
常半夜起床餵夜奶、換尿片，即使如此，Isabel認為，在兩個
半月短暫相處的時光裏，能夠見證一個孩子的成長是一件開
心的體驗，「由看着他開始不太動、跟着開始學爬行，差不
多到離開的時候已經識行，當然不是行得很好，但他開始懂
得走幾步。」

妻兼任功課導師 自豪「愛女」有進步
就是這份見證生命蛻變的神奇經驗，使他們更熱衷投入寄
養服務的行列。逾3年以來，先後照顧10名8歲以下的兒童，
不同年齡段的兒童有不同的需要，如果是在學兒童，兩人需
要跟進其學業，當中最令夫婦印象深刻的是一名6歲女童，Is-
abel說：「因為她之前得不到很好的照顧，幾乎沒有正式上過
學，所以讀書成績很差，考試成績都是個位數。」
眼見女童讀書非常吃力，Isabel於是跟她說：「這麽辛苦不
如不要讀啦，不要緊啦」，但是令Isabel想不到的是，女童並
不是不喜歡讀書，而是以前可能沒有安全穩定的家庭環境，
現在身處一個安穩的環境更渴望讀書，女童說：「姨姨唔好
啦，我想同其他小朋友一樣，你教我啦。」Isabel深受感動，
決定親自輔導女童，陪伴用Zoom上堂、做功課和溫習，然後
再追補錯失的課程。
最後，女童在考試中取得滿意分數，更榮獲學校進步獎，
令Isabel深深感受到做「家長」的驕傲。
這名女童返回原生家庭後，家中再次出現問題，女童又一
次回到志Sir夫婦的安樂窩暫住，其間Isabel發現女童不適合
就讀原來的小學，於是與其母親商量後，安排她轉讀另一間
以活動教學為主的學校。
Isabel說：「每一間學校教學模式不同，不是她原來的學校
不好，而是不適合她。」最後女童適應新學校後，成績突飛
猛進，全級排名第二，甚至擔任班長。

「他們不認得（我們）可能是好事」
寄養家庭是這批兒童的避風港，但風浪過後，兒童通常會
返回長期寄養家庭、家舍，或返回原生家庭居住，與志Sir夫
婦失去聯繫，雖然心有所牽，但Isabel說：「畢竟他們寄養在
我們家時都處在一個艱難時候，他們不記得可能是件好事，
所以也不想他們再回來。」丈夫志Sir則說：「在小朋友最需
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出現就足夠了。」志Sir表示，如果不是
擔任寄養家長，單憑由媒體、新聞方面得到的資訊，難
以體會寄養家庭對有需要的小朋友是多麽
重要，希望香港有更多有條件的家庭伸出
援手，讓愛和溫暖惠及有需要的
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立本）志Sir與太太Isabel放棄二人世
界而申請做寄養家庭，夫婦合力照顧兒童過程中，不知不覺增
進彼此默契，他們鼓勵有條件及有能力的家庭也參與寄養家庭
計劃。Isabel更趁着這次受訪機會，親身說法介紹申請寄養家庭
所需條件及資格，希望吸引更多家庭參與這項極富意義的社會
服務。
Isabel表示，申請做寄養家庭的資格及要求其實很簡單，住所
只需要有一般家居安全設施，包括有一張並非「朝桁晚拆」的
床、窗戶裝有窗花、廚房有門或圍欄等；而由申請至成為寄養
家庭過程中，夫婦需要接受數次的家訪，包括讓人員視察家居
設施是否符合要求，詢問夫婦原生家庭背景及童年生活經歷，
以及了解夫婦為人和感情近況等，然後只需再接受一個為期半
日的簡單培訓，便可以順利成為寄養家庭。志Sir亦附和指，短
暫寄養服務充滿彈性，參與者可因應自己時間而選擇暫停或恢
復接收個案，不會影響夫婦外遊和進修等私人計劃。

根據規定，緊急寄養期限最長為42天，長期寄養則照顧兒童
至18歲，而志Sir夫婦提供的是緊急寄養服務。不過Isabel表
示，通常寄養兒童因後續安置問題無法準時離開，而他們曾經
照顧過的小朋友，實際居住時間介乎21天至半年。即使親子時
光相對短暫，由於兩夫婦投放大量心血照顧，每次面對分離都
會非常不捨和傷心。
根據資料，2022年度香港有900多個寄養家庭，為合共800多
名有需要兒童提供寄養服務，但仍有近300名兒童在輪候寄養
服務，平均輪候需要長達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
政報告中提到，今年4月會大幅提高寄養家庭獎勵金，以鼓勵
熱心人士參與成為寄養家庭，其中普通照顧由每月約5,000元增
加超過一倍至約11,000元，緊急寄養則由每月約6,600元增加一
倍至約13,000元，並為照顧有特殊學習或照顧需要兒童的寄養
家庭提供額外支援，包括及早安排評估，以及合適的專業康復
治療和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志Sir
與妻子Isabel成為「丁克夫婦」，原因
是兩夫婦都熱愛自己的工作，以及嚮往
退休後的自由。但他們不認同為寄養兒
童提供臨時的安樂窩是「貼錢幫人養
仔」，所以夫妻同心將愛心奉獻給有需
要的兒童，即使有時自掏腰包帶小朋友
遊玩及報讀興趣班，他們也心甘情願，
甚至連家中的長輩也主動幫手照顧小朋
友，而孩子們也帶給他們快樂。
現時，夫婦雙方身體健康而主動不生
育，都能接受終身無子女的生活，二人都
有收入，這種夫婦通常被稱作「丁克
族」。志Sir和Isabel於2014年在朋友的
聚會相識，拍拖四載後結婚，當二人決定
不生下一代後，得到家中長輩的理解。Is-
abel說，不少親人都選擇不生育，但都喜
歡小孩而且主動幫助照顧寄養兒童。
有時，他們夫婦需要同時外出工作，家
人們亦會輪流過來幫忙，尤其是喜歡與兒
童互動的Isabel母親，更將兩夫婦照顧的
10名寄養兒童視作親孫，經常和他們一起
玩耍。
對於社會上存在寄養家庭是「貼錢幫
人養仔」的想法，Isabel說，首先她不
認為是「幫人養仔」，他們家人十分支
持他們成為寄養家長的決定。兩夫婦認
為，其實政府會為每位寄養兒童提供生
活津貼，雖然政府發放的資助有限，很
多時未能完全應付所有日常開支，但兩
人都願意自掏腰包帶小朋友四出遊玩，
以及為他們報讀興趣班。
Isabel說，去年10月照顧的女童由於
學習能力偏差，需要入讀學前遊戲小組
（playgroup），「其他小朋友都要上興
趣班，沒理由為了省錢不給她讀。」

踏青野餐赴迪園 自掏腰包報活動
夫婦二人亦會帶孩子們到充滿歡樂的
迪士尼樂園遊玩，所需費用從政府發放
的寄養津貼取出，Isabel說，夫婦會根
據不同時令及季節，為孩子們安排不同

種類的活動，「我們夏天去沙灘，春天、秋天去
野餐，冬天我們會去露營……年齡大的去太空
館、科學館，其實我們的生活和一般家庭沒有什
麼分別。」
志Sir夫婦說，給人快樂，自己也快樂，在照顧

及教育寄養兒童的過程中，兩夫婦建立溝通的橋
樑，在培育孩子方面互相協調及合作，逐漸增進
兩人的默契和感情。Isabel認為，照顧兒童是一個
雙向幫助和互相陪伴的過程，「因為在他們身上
得到很多快樂、美麗的回憶，增進我們家庭成員
的感情，這是孩子們帶給我們的。」

◆志Sir夫婦接受訪問時正照顧一名不足兩歲的女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攝

◆平日穿着制服雄赳赳的志Sir，每當與太太帶小朋友四出遊
玩時，盡顯鐵漢柔情一面。 受訪者供圖

◆ 志Sir夫婦在不用照顧寄養兒
童時，也會趁機旅行享受二人
世界。 受訪者供圖

◆志Sir夫婦與小朋友樂也融融。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