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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你不再見你為愛你不再見你 成長光影留心中成長光影留心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就算他被判斷
為腦癱、不能行路，我亦不會放棄他。」單親媽
媽謝女士多年來花費大量心血及金錢，獨力將幼
年的兒子撫養成行得跑得、喜歡運動的少年。母
親節來臨，相依為命的兩母子一起製作手工康乃
馨，再加上兒子一聲：「母親節快樂！」撫平了
她多年來的傷痛和疲倦。謝女士淡淡然說出作為
母親的卑微願望，「醫生認為他不能完全恢復到
正常人一樣行路，但我會堅持繼續治療，希望他
長大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單親母穿州過省 為兒治腦癱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謝女士到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買菜，她10歲兒子恩仔略顯害羞，沒有跟記者打
招呼，只默默跟隨在媽媽身後。謝女士拖着車仔
坐電梯到街市二樓，直接行到一間心水菜檔，以
10元買下3份蔬果就匆匆離開。她唸唸有詞說：
「那間菜檔我觀察好久之後，發覺價錢最平，這
3份蔬果夠我們食幾餐，平時我隔幾天才購買一
次肉類給兒子食，發育期間營養均衡好重要。」
走得累了，母子倆就在街市附近的小花園歇
歇。恩仔雖然走路時身體稍微有些起伏，及左右
搖擺，但不細心觀察的話，一切與正常的兒童無
異，誰又能想像4歲前的他需要坐輪椅，更被醫
生判斷很大機會終身以輪椅代步。
恩仔出生不久被診斷患有腦癱，遭父親拋妻棄
子，「我曾跪求佢出錢醫個仔，但他言談間透露
送個仔去保良局。」謝女士毅然決定離婚。為母
則剛，縱然不少醫生斷言無藥可救，但她並沒有
認輸，走遍北京、深圳、潮州等地為兒子求醫，
「只要聽人講哪個專家很好，就會親自去詢問囝

囝的情況如何治療。」

努力告別輪椅 養出運動少年
在謝女士努力下，恩仔從輪椅代步漸漸學會靠

輔助儀器行路，目前更無須依賴儀器行走，每一
步都有汗有淚，「一開始扶着他、或者叫他扶着
把手行樓梯，每日我都同他練習行路，每日幫他
用藥油按摩腳至少20分鐘。」
多年來堅持接受中醫針灸、敷中藥、西醫治療

多管齊下，謝女士的愛兒如今已經能夠自如行路
以及跑步，「他之前行路是前腳掌落地，現在行
路整個腳掌可以落地，只剩下後腳跟不能踩地，
行路時有些起伏。」她一臉自豪地說：「兒子現
在行得跳得，還非常喜歡做運動，打羽毛球、跳
舞等，更曾參加交流團去韓國比賽游泳。」採訪
期間，感到無聊的恩仔起身跳起內地爆紅的「科
目三」舞蹈，動作熟練流暢。
沒有領取前夫贍養費以及醫藥資助，謝女士多

年來花光幾萬元積蓄，還欠下娘家約三十多萬元
人民幣，兩母子目前以綜援維生，居住在過渡性
房屋，每月租金加水電費約五千多元，扣除兒子
針灸、中藥等費用後，生活費所剩無多，就連本
月初兒子的生日都沒有辦法食大餐慶祝。

親子手作康乃馨 陰霾一掃空
雖然養育兒子需要花費很多心思，但謝女士說

自己很幸福，「兒子很孝順、懂事！」其間，她
更滿心歡喜向記者展示兩人一起製作的手工康乃
馨，此時恩仔不再羞怯，說：「知道母親節到
臨，想送這朵花給媽媽，希望她母親節快樂。」
坐在一旁的謝女士多年來所受屈辱、辛酸一掃

而空，頓覺前路充滿希望，「雖然他有缺陷，但
相信他可以自信以及樂觀，不會在乎他人的眼
光，成為一個有責任、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她說，兒子曾說想成為警察，「作為媽媽我會
盡全力幫他達成夢想。」

見阿仔「行得走得」再痛再攰也值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今日（12日）不

但是母親節，還是國際護士節，是向所有默默守
護病人的白衣天使致敬的日子。香港公立醫院人
手持續緊張，前線醫護壓力沉重，但他們對病人
始終保持愛心、同理心、耐心與責任感。香港醫
院管理局早前安排一個一家四口都任職護士的家
庭接受傳媒訪問，姚麗萍從事護理行業逾30年，
表示工作非常繁重，但看見病人康復出院是工作
最大動力。她作為新手護士的子女說，將父母的
護理精神傳承，照顧好每位病人是自己的使命。
於1991年入行當護士的姚麗萍是威爾斯親王

醫院的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部門運作經理，中
學期間曾修讀兩年商科，惟始終無法培養興趣，
「一直以來都認為護士是神聖的職業，所以就投
考護士。」畢業後，一直在威院工作至今，「入
行後，才知道工作是這麼辛苦，要24小時輪班
工作，但病人將他們的生命交給我，我就有很大
的使命感，要照顧他們至康復出院。」
令姚麗萍最難忘的是2003年沙士爆發期間，

8A病房爆疫時，她駐守在8B病房，「一些工作
夥伴成為了我的病人，還有一些同事犧牲了，感
觸非常大。」她強調，護士最重要的特質是「三
心兩意」，「三心」是愛心、關心和小心，「兩
意」是切勿大意和多加注意。
姚麗萍的丈夫鄭國中是該院綜合病房的資深護
師，已於2022年11月從威院綜合病房退休，幾
個月後獲返聘到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工作。鄭國中
說：「自己還有能力繼續做，心中還有團火。」

病人病情好轉 付出皆值得
在父母耳濡目染下，他們的子女鄭竣謙和鄭
詠曦將護士視為終身職業。鄭竣謙目前在澳洲一
所公立醫院擔任神經外科的註冊護士，鄭詠曦則
在威院的婦產科擔任註冊護士。
「從小到大都經常聽父母講述上班環境、和病

人接觸的故事，漸漸產生興趣。」入職前，鄭竣謙與父
母的交流相對較少，「現在共同話題慢慢變多，工作上很
多事情我都會向爸爸媽媽請教，他們的意見好有用。」
鄭詠曦在威院工作約兩年，「真正入行才發現想像和現

實是有很大差距，護士的工作實際上非常辛苦，有些病人
病情比想像差好多，例如有『糖尿腳』的病人，入行之前
我沒有想像到病人的傷口是這麼觸目驚心。」工作雖然
辛苦，但當病人病情有好轉，鄭詠曦覺得一切付出都是
值得的。她護士服上的第一顆鈕扣由母親姚麗萍贈予，
「我覺得很自豪，我會將媽媽的護理精神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香港有不少市民
昨日已經提早於酒樓慶祝母親節。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中午到旺角一間酒樓，只見全場幾乎坐滿
客人，有市民則提前到旺角花墟買花和訂花。但
酒樓和花店表示，受北上和外遊消費影響，今年
母親節的生意不太樂觀，今年市道反應「慢熱」。
育有兩名女兒的麥女士兒孫滿堂，她表示以往

母親節時也十分熱鬧，因為怕母親節正日外出人
多，故特此提前到酒樓慶祝母親節。「最重要一
齊食飯，有子女同孫，（心情）就好，願望是有
飯食，子女平安。」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表示，由於部分家

庭避開正日慶祝，不少人提早或延後慶祝母親
節。對於今年母親節市道，他表示僅20多名熟客
預訂正日的枱，「若有60枱入座已感到滿足。」
根據他對食客的了解，長者的消費模式已改

變，傾向選擇周末北上消費，「仔女可能會諗父
母都70幾歲，畀幾千蚊去旅行啦。」他預期午市
能達到疫情前的九成水平，晚市只及疫前的五成
水平，與不少港人減少出夜街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到旺角花墟視察，發現大部
分花束價格約100元至200元，相對情人節價格較
便宜。Sandy趁着母親節前一天，與4歲與6歲的
女兒，一同購買玫瑰花送給嫲嫲與太嫲嫲，期望
給她們一個驚喜。花店店主李小姐表示，訂花生
意額較往年減少近一半，「我無加價和出新款，
期望母親節當日花墟人流增加，可帶動消費。」

報親恩也北上 香江市道「慢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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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市民昨日提早於酒樓慶祝母親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左起：
鄭國中、
鄭詠曦、
姚麗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 攝

◀▲「恩仔」平常跟着媽媽到街市「格
價」，他將手工製造的康乃馨贈送給媽
媽，並祝她母親節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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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把握女童
的「黃金學習
期」，鄔太太
惡補兒童心理
學，查閱相關
書籍及研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艾力 攝
◆鄔先生、鄔太太作為寄養父母，先後為14名兒童提供臨時的家。

有一種母愛超越血

緣，亦不計較回報，它是

寄養家庭的大愛。香港的鄔氏夫婦先後為14名經歷原生家庭巨變

的兒童提供臨時的家，縱然他們遲早會返回親生家庭，夫婦倆還

是毫無保留地付出所有的愛。目前寄養在他們家的一名兩歲女童有

發展遲緩問題，在加入這個大家庭之初缺乏安全感，亦不能站立

和說話，但鄔太太一直視如己出悉心照料，還進修兒童心理課程

鑽研育兒方法。短短半年，女童變得活潑可愛，已能蹣跚前

行。潤物細無聲，寄養仔女度過「家變」後，都會返回親生

父母身邊，鄔氏夫婦為免打擾他們的正常生活，忍痛斷

絕往來，但他們永在夫婦倆心中，「人與人關

係好奇妙，每個小朋友都在我們心裏面，永

遠記住他們動人時光。」鄔太太含淚

強笑。

步入鄔氏夫婦的住所，空間雖然不大，但處處洋溢着家的暖意：
牆上貼滿大大小小的生活照，相中仔女早已各散東西，但每次

望見相中一張張爛漫的笑靨，昔日溫馨情境再次浮現在夫婦倆腦
海裏，深信只要他們重過正常生活，記不記起這個曾經的家已
不重要。鄔太太說：「做寄養父母開心多過唔開心，最苦係面
對離別，最開心係見到他們茁壯成長、蛻變。」

發展遲緩女童 追回「黃金歲月」
目前在鄔氏夫婦家寄養的一對分別兩歲及8歲的女童，

其中兩歲女童格外活潑，見到攝影記者探訪時還投以飛

吻，熱情款待融化採訪的拘束感。但誰又能想到半年前她加入這個
家庭時，既不會說話也不會站立及步行，因為她有發展遲緩問題。
不過，鄔太太一直對她不離不棄。為把握女童的「黃金學習
期」，鄔太太惡補兒童心理學，查閱相關書籍及研究，每日逐小逐
小培訓女童的大小肌肉，訓練手腳及腦部發展，期盼奇跡降臨。
「她同我同月生日，有一日我對着生日蛋糕許願，希望她有天懂得
行路。」皇天不負有心人，在鄔太太努力不懈下，女童終於能站起
及行路，「感到無比開心與感動，百感交集。」憶起這一刻，鄔太
太淚灑鏡頭前。

在乎施以援手 也是互相拯救
鄔氏夫婦於2018年結婚，翌年已決定參與寄養計劃，自此打消生

育計劃。以往是標準「工作狂」的鄔太坦言嚮往自由，卻喜歡小朋
友，「但喜歡不代表要擁有，既然有那麼多小朋友需要人照顧，我
們又擁有資源，何不為徬徨無助的小朋友伸出援手？」
施與受從來不是絕對，在夫婦倆無私付出的過程中，小生命的來臨
也為他們帶來意外的喜悅。早年，在她家寄養的另一名兩歲女童與他
們格外有緣，「她與我們家中所有長輩都十分投緣。」她加入這個家
庭時，鄔氏夫婦正經歷家庭成員重病及離世，女童卻陪伴他們度過艱
難的時刻。「她是我們的開心果，很感恩她的來臨。」鄔氏夫婦還打
破慣例，與女童親生家庭成員有聯絡，還協助女童生母求職。
面對普天同慶的母親節，鄔氏夫婦認為幸福可以好簡單。鄔太太

說：「最重要的是幫助現時寄養的小朋友追上學業，母親節當日會
簡簡單單一家人開心食餐便飯，因為陪伴大家已是最好的母親節禮
物，開心的話每一日都是母親節。」

寄養父母撫育14「家變」小孩 功成後忍痛斷絕往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迪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