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低垂，繁華大都會的香港，不少人開展五光十
色的夜生活，但挺着濃眉大眼、高鼻子的Nick，

在30度熱夜下遊走於長沙灣的橫街小巷，探訪被人遺
忘的一群——露宿者。無家者對陌生人總保持戒備，
善於察言觀色的Nick簡單一句廣東話：「朋友，要唔
要食飯？」融化彼此的隔膜。過去幾年夜復夜的派
飯，使Nick成為這班基層市民的「契爺」。
這天趁着父親節前夕，Nick帶同大女Samiha及兩名

義工，拿着20個街坊、善長贈送的飯盒走進長沙灣派
飯。上前迎接他的，是兩名推住一大車紙皮的婆婆。
兩人一見到Nick拿住大包小包物資而來即露出稚氣的
笑容說： 「哈，你又來了！」Nick左手從袋內掏出剛
由義工們煮好的素意粉，右手再拿出兩隻素糉說：
「今天是端午節，有糉食呀！」突如其來的驚喜，逗
得兩位婆婆樂上半天，日間穿梭大街小巷執紙皮的倦
意，隨即一掃而空。
在告別婆婆後，Nick沿住熟悉的路線來到李鄭屋七人

硬地足球場，一支箭步走上看台頂層位置的「老地
方」。等待他的，正是幾位露宿者，當聞到熱烘烘的飯
香，本來瑟縮在布簾內的露宿者紛紛探頭，興奮地接過
心意後，捧住熱飯連聲道謝便「開餐」。

家境不富裕 無阻大愛精神
身為土生土長的印度裔港人，Nick講得一口流利廣

東話，現時替印度老闆打理電子零件生意的他，早已
融入香港生活。作為單親爸爸的Nick家境並不富裕，
但有限的財力無阻他發揮大愛精神。4年多前開始，他
就萌生派飯的念頭：「疫情期間部分慈善團體不敢走
進基層，怕染疫，但看到不少露宿者無人理，我便和
細女Bianca在家中煮些飯，送給他們，及後大女也加

入行列。」
Nick 早前成立了慈善團體Hanuman

Charity。由於善款及經費所限，他們派
發的部分熱飯都是街坊「住家飯」，烹調
後就交予Nick及義工進行派發，也有團體
被他們的努力所打動，定期向他們送贈麵
包、蔬果和支裝水。
父親是不少人的人生導師，Nick的愛心正

是「遺傳」自已故的父親：他的父親早於上世
紀五十年代移居香港，「那個年代的印度有點
亂，在親戚介紹下，爸爸決定來港闖一闖。」在
偶然的機會下，其父當上了裁縫，儲了一批客
後，索性在尖沙咀重慶大廈開起自己的舖頭。

蝸居辦公室 女兒不埋怨
阿Nick有二兄一姊，父親挑起一家六口的擔子

不容易，但從小已教他們行善積德，「小時候跟
爸爸回印度探親，他會帶我們探訪老人院、孤兒
院等，派一些衣服、物資等。」
在耳濡目染下，阿Nick樂於助人，目前一家四口

蝸居在老闆的約500呎辦公室內，還不時堆積滿食
物和舊衣，家人出入只好在紙箱堆中側身而過，
「幸好兩個女兒從無埋怨，好支持我。」
提起Nick這位「非常父親」，女兒Samiha

同Bianca都引以為榮，「他很有愛心，為爸
爸感到自豪。」趁父親節，兩名女兒沒太多
零錢買禮物，以親親爸爸的面頰傳遞愛意。
父女對望的一刻，大家都笑得合不攏嘴，
彷彿世上最珍貴的禮物，早已在他們手
中。

古有「孟母三遷」，父母為了給子女最好的成長土壤，眾裏尋
家。原本在廣州年薪高達數百萬元的建築界高才張景鴻，為了一對
女兒的發展前景，毅然結束在廣州搞得有聲有色的公司，於去年2月
透過「高才通」計劃舉家移居來港，從頭開始打拚。他坦言，在當
地的公司早已上軌道，生意會自動跑上門，如今親力親為跟設計及
裝修團隊一起做木工、拉電線，日做15小時，破釜沉舟的背後，全
因兩名女兒。在港過的第二個父親節，他不忘呼籲港人不要被生兒
育女的重責所嚇倒，因為有了下一代才有源動力，「如果沒有子
女，可能我會甘於過着月入10萬元的生活，但有了女兒後，人
生有了目標，每天都在努力奮鬥，突破自己。」
今天父親節，張景鴻計劃帶同太太及女兒遊覽海洋公園，
「來港一年多了，總是忙於工作，既然女兒想去海洋公
園，就帶她們去走一走。」
一提起兩名分別只有6歲及3歲的女兒，他總流露慈
父的口吻，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沒要求她們要走
專業人士的路，只要看見她們健健康康，快樂成長就滿足了。」
祖籍江西的張景鴻，38歲，是不折不扣的「暖爸」，「我的父親也很溫柔，從不打罵
孩子，受他影響，如今我為人父，教導女兒時也不打不鬧，畢竟他們都是女孩子，當然
要寵一點。」
張父經商，家庭小康，張景鴻也算贏在起跑線上，求學時更是學霸，及後畢業於江蘇

南京大學，2016年創業在廣州開設建築設計及裝修公司，專門為醫療設施及實驗室做裝
修工程，因為夠專業，很快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張父並沒有參與張景鴻公司的業務，但就不時傳授營商之道：「我爸爸不會講很多大

道理，卻會帶我去見客，讓我明白與客人打交道的竅門，又不時提醒我做人要低調，腳踏
實地。」這些，他都一一記在心中，短短幾年間，其公司每年營業額高達數千萬元。
事業有成之際，兩名寶貝女兒先後出生，張景鴻開始考慮子女的成長環境，「內地教育

體制是好，但競爭非常激烈，單是今年高考已有1,340多萬人報考，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起初，他曾考慮移民英國，但得悉香港推出高才通計劃，很快便改變主意，他解釋畢竟雙親
仍居於內地，移居香港更易照顧，遂於去年初加入香港這個大家庭。

讓女兒接受中西薈萃教育制度
子女是父母的心頭肉，為讓女兒接受中西薈萃的教育制度，張景鴻重
新打拚，回想在內地的日子，他坦言賺錢較輕鬆： 「公司早已上了軌
道，說白一點，我『躺平』也能做到數千萬元生意額。」來港後，他
由零開始重組團隊，其間要適應截然不同的職場文化，「香港的工
人較少有加班文化，即使提供津貼也乏人問津，但商廈的裝修工
程大多只能在員工下班後的夜深進行。為此，我只好身體力
行，落手落腳幫忙工人做木工，拉電線。」每每工作至晚上
10時多，張景鴻更會親自駕車送員工回家。
移居香港另一大挑戰是語言，張景鴻說：「我一句廣東
話也不懂，也沒有朋友，幸好有立法會議員尚海龍幫忙，
介紹我加入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快速解決了找房子、
找學校、開公司等問題，女兒很快已融入校園生活，香
港老師教了她很多新知識。」見到女兒接受到優質的教
育，為適應新生活而帶來的煩惱通通一掃而空，讓他

更堅定相信移居香港的決定是正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咁美好家庭就
咁摧毀咗，好似喺我個心插咗把刀，每日都流
血。」今日是父親節，但對身為人父的黎先生而
言，猶如在傷口灑鹽。家家戶戶共敘天倫慶祝，
他的4歲女兒心悅卻在深切治療部留醫。心悅上月
在仁濟醫院接受縫合傷口期間，病人助理按住心
悅的面部，心臟一度驟停，更演變成缺血性腦病
變，目前情況仍危殆。黎先生灑下男兒淚表示，
自責當初太信任院方，沒有阻止涉事的醫護釀成
悲劇，更氣結的是院方企圖歸究是心悅患隱疾，
「點解懷疑我個囡有先天性咩病？檢查一大輪暫
時無發現。」父親節前夕，他只有十分卑微的願
望：「心悅可以早日醒返，跟爸爸返屋企，我哋
一家四口好似以前咁開開心心過日子！」
4歲女童心悅上月底在家中跌倒導致「後尾枕」

受傷，送往仁濟醫院接受縫針療程，其間心臟一
度驟停，經搶救18分鐘後才恢復心跳。其父親黎
先生昨日在父親節前夕與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

欣舉行記者會，憶述當日情況時難忍悲痛：「心
悅由救護車送到仁濟醫院急症室時，尚能自行走
動，在急症室分流站更嚷着想吃雪糕，豈料幾小
時後女兒已昏迷不醒。」

自責沒阻止醫護人員壓頭
心悅縫針期間黎先生一直在場。當時，負責的
醫護向他解釋頭部布滿神經線，不宜麻醉，在場
的護士負責消毒傷口，另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則固
定心悅的身體。「當時我女兒在掙扎，當時一直
被按着頭部向下，縫第一針後，助理話小朋友乖
咗。我心想她沒有出聲，我以為她習慣了、痛慣
了，原來事情已經發生，當時我沒發現，兩個醫
護人員都沒有發現問題。」
護士花約四分鐘為心悅縫三針及包紮傷口，完
成治療後反轉心悅身體，已發現她停止呼吸、反
白眼、舌頭伸出。醫護隨即進行搶救，並轉送瑪
嘉烈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仍須靠儀器

呼吸，不能自主呼吸，大腦受損及頭部較腫脹。
黎先生表示，十分心痛，過去近三星期每日風雨
不改到醫院守候女兒病床邊，坦言今年是最難過
的父親節，又自責自己沒有當場阻止醫護人員壓
住心悅的頭部，更不滿院方的善後跟進。

不滿院方善後跟進
陳穎欣解釋，黎先生起初對院方非常信任，但院

方並沒有第一時間與他們交代事件經過，而是舉行
記者會，黎先生也是透過新聞報道才知院方對事件
的版本。他曾兩次要求與醫院管理層見面不果，於
是報警求助，經由陳穎欣介入，於本月7日才獲安排
與仁濟醫院行政總裁張子峯及相關醫護人員會面。
陳穎欣表示，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倘因外力

而令其氣道有任何阻塞，都有可能在很短時間內
出現窒息，促請醫管局、仁濟醫院成立根源分析
委員會，並由專家、其他醫院的相關專科醫生等
展開獨立調查，查出心悅心臟驟停、缺氧的原

因。她又轉述仁濟醫院指涉事護士及病人助理已
停職，並承諾無論調查結果如何，涉事兩人不會
重返原來崗位進行同類臨床工作。
陳穎欣強調，仁濟醫院有必要檢視現有縫針程

序的指引，自己會繼續協助家屬全力配合警方調
查，又希望各界為心悅及其父母集氣打氣，期盼
心悅的病情有突破、有進展。

幼女公院縫針後危殆 父灑淚盼早日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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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檔送暖 善心傳承愛
印度裔「大叔」熱心助基層 身教感染兩女兒：為爸爸感自豪

一個父親節，三名父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演繹出三種不同的父愛。今日

佳節背後的意義除了弘揚父愛、孝順自己的爸爸，更廣義是關愛與自己沒有親緣關

係的長者，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中華美德，被在港土生土長的印度

裔「大叔」Nick發揮得淋漓盡致。家境平平、一家四口僅棲身於老闆租下的尖沙咀

辦公室，晚晚以梳化為床的他，有着助人的熱血，過去四年風雨不改

籌集街坊物資，甚至自掏腰包向無家者及拾荒者派飯，因而被封為

「眾人契爺」，善心爆棚的身教感染兩名女兒，女兒忍不住眼泛淚

光：「他很有愛心，我們為爸爸感到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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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才張景鴻為女兒有更
輕鬆的學習環境，去年舉家移
居香港。

◆堅持只派
素飯盒的阿
Nick（右）這
天特意買來
一批素糉派
給露宿者，
旁為他的兩
個女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霜靈 攝

◆心悅的父親黎先生邊說邊
哽咽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心悅目前仍然
危殆。

工聯會供圖

◆阿Nick與義工們將剛煮好的飯盒派到露宿
者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一到傍晚六時多，阿Nick便與大女Samiha提着
大包小包出動派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大女(左)與細女(右)向爸爸送上一吻作父親節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