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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父志守護香江 警二代升呢做督察
每見警徽即肅然起敬 入職8年再入學堂受訓獲「榮譽警棍」

香港警察學院今日（22日）舉行結業會操，見

證新一批見習督察及學警畢業，其中4名優秀學

員在日前分享他們投考警隊的心路歷程。見習督

察梁灝雋曾是滑浪風帆港隊選手，退役後擔任港

隊教練，2022年參加警隊「運動員招募計劃」為

投考警隊作準備，最終克服重重困難成為見習督

察，加入守護香港的大家庭。見習督察冼亭彬是

一名「警二代」，8年前他追隨父親的道路投考

警員。在被主考官問到為何想做警察，他回應

道：「我每次望見警徽都會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

覺。如果可以加入警隊，我會覺得很自豪。」經

過8年不懈努力，冼亭彬今年成功晉升成見習督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芷珊

識別網上求職騙案貼士
1.謹慎選擇求職網站：選擇線上就業平台時
要謹慎。優先選擇知名且信譽良好的平
台，仔細研究和了解平台的背景資訊和使
用者評價，並確保它們有嚴格的審查機
制，以避免墮入求職騙案

2.識別虛假廣告：謹慎審查求職廣告的內
容。對那些承諾高額回報且看起來過於美
好的工作機會要保持警惕。如果某個工作
看起來過於好以至於難以置信，可能是一
個警示信號

3.保護個人資訊：在求職過程中，謹慎提供
個人資訊，特別是銀行賬戶號碼、身份證
號碼、賬號網絡安全等敏感信息

4.盡量確認公司的真實性：在決定接受一份
工作之前，應深入調查和了解僱主和招聘
方背景，包括查看其網站、社交媒體和其
他線上資源，以確保他們是合法且可信賴
的。同時，真實的僱主不會要求在開始工
作之前提前支付費用

今年榮獲「榮譽警棍」的冼亭彬現年35歲，在晉升為
警務督察前是一名警員，主要在軍裝崗位工作，其

父親是一名退休警察。冼亭彬加入警隊前，父親經常跟
他分享警務工作的見聞，印象最深刻是「新三狼案」
中，兇手在凌晨將死者埋在山邊，連兇手自己也不清楚
確實位置。雖然茫無頭緒，但父親和同袍堅持連日搜
索，因大雨沖散山泥，最終令死者遺體重見天日。

前線工作培養壓力下保持冷靜
在父親的薰陶下，他自小夢想成為警察，過一個有意

義的人生，8年前投考警員，曾駐守牌照組、機動部隊，
須接觸社會上不同類型、種族的人，以及接觸各類型的
案件，「小至屋企爆水喉，大至鬧交、盜竊及襲擊案，
都需要處理。」
冼亭彬說，前線工作使他培養出在壓力下保持冷靜的

處事和溝通能力，但他未有停下前進的步伐，決定「升
呢」做見習督察，並再次入學堂接受訓練。相比在個別
考核中取得突破，在高壓環境下長期維持最佳表現更為
困難，「我經常遇到我以為不可能跑完的路程，不可能
舉起的重量，不可能熟讀的課文和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
所幸，冼亭彬在同學的鼓勵下，成功以優異成績在警

察學院督察畢業。冼亭彬說：「只要有恒心和毅力，往
後再沒有什麼困難是不可能應付的。」警察制服除了是
身份的象徵，也是使命感的體現，「每當我穿起制服，
就會感到有信心和勇氣面對正常人會逃避或恐懼的事

物。」

港隊健將退役 轉跑道投身警隊
現年33歲的見習督察梁灝雋，由8歲開始接觸滑浪風

帆運動，曾代表中國香港參加過多項重大國際賽事，
2009年贏取東亞運動會金牌，參加過2012年倫敦奧運
會，在2014年仁川亞運會奪取銀牌等，直至2019年結束
15年的運動員生涯，在中國香港滑浪風帆隊擔任教練，
訓練青年隊伍。
2022年，梁灝雋決定離開舒適圈，尋找一份穩定而
有意義的工作，希望為自己和家人帶來更美好的生
活，遂參加了警隊「運動員招募計劃」，透過參觀警
署、與同為退役運動員的警察交流，深入了解多元化
的警務工作，並於2023年克服重重困難，成功投考見
習督察。
在接受訓練期間，梁灝雋認為最困難的是在短時間內

學習大量法例和警務知識，以及應付各項考核要求。由
於他已經放下書包多年，重拾學習的習慣無疑是一大挑
戰，「頭兩個測試都是勉強合格，擔心自己會搞唔掂，
所以好多謝長官們，根據我的問題給予額外訓練機會，
所以及後的考核分數有明顯改善。」
梁灝雋十分感謝在長官們的悉心指導、同學之間互相

勉勵下，順利完成訓練課程。這段艱辛而珍貴的經歷，
不僅大大增強他的自信，也培養出良好的學習態度和解
難能力，「相信這些經驗在我未來的工作中將會發揮重
要作用，讓我成為一名出色的警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榮獲警務處
處長學業成績優異證書的23歲女警謝佳璇，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系。她在2019
年與朋友到中環逛街時，由於暴徒霸路搞
事，她被迫坐車離開現場，途中目睹暴徒堵
路擾亂秩序，破壞了香港在她心目中安全和
平的形象，幸好警察到場及時控制場面，並
安撫車上乘客的情緒，又向市民指明安全回
家的道路，這一幕讓她感受到警察致力維護
治安、服務市民的專業精神，確保香港繼續
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謝佳璇表示，她畢業後曾任職教學助理，

但一直嚮往警察職業，於是放棄在教育界發
展，決定投考警察。她認為教育與警務都是
有意義的工作，前者教導小朋友學會守秩
序，令他們明白背後原因，培育成才可能要
花費十幾年，而警務工作充滿挑戰性，需要
利用不同崗位所需的知識及技能，與時並
進、自我增值。
「我相信警務工作中的挑戰能讓我跳出舒
適圈，也能令我活得更正面積極。」在27周
的學警訓練中，謝佳璇磨練了意志力，也考
驗了體能水平、心理質素和毅力，自己的溝

通技巧亦顯著提升。
榮膺「薛富盃」及「銀笛獎」的警員詹定
康（29歲）曾任救生員。他小學三年級有一
次不小心將球踢到天台，因而被朋友怪責，
當時有一名警察經過安慰他，令他對警察留
下好印象，加上中學時期認識到警察「波
友」被他們熱心幫助市民的精神感染，最終
決定投考警察。

受訓警克服傷患摘「銀笛獎」
詹定康去年接受學警訓練期間曾經受傷，
在復康過程中擔心自己能否走上從警路，在
親友支持和學院支援下繼續鍛煉體能，最終
重返警校接受訓練，闖過一個個難關，令他
明白警察有時就像一個「逆行者」，面對困
難時會衝破、克服他，在體能訓練時，「我
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我不想浪費
警察學院給我這珍貴的機會。」
漸漸地，詹定康身體素質得到很大提升，

努力令他得到回報。由於在訓練中表現出
色，他收穫了文學獎、銀笛獎及薛富盃的殊
榮，「今後我將會全力以赴，為香港為警隊
作出貢獻。」

睹黑暴肆虐盼獻力護港 浸大女生棄教鞭從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務處黃大仙
警區於6月3日至20日展開「破標」行動，偵
破73宗各類騙案，在163名受害人中有三成是
墮入網上求職騙案。警方發現，有騙徒冒充
知名飲食集團，利用分店經理的真名和聯絡
電話在社交平台登招聘廣告，向應聘者收取
保證金和手續費。有就業輔導及培訓服務機
構提醒畢業學生或正在求職的青少年，或初
到香港工作的人士，無論是找全職或者是短
期兼職工作，都必須時刻警覺防墮求職陷
阱。
黃大仙警區科技及財富罪案組督察吳澤鉅昨

日講述案情表示，在整個「破標」行動中，警
方共拘捕82男32女，年齡介乎19歲至74歲，
報稱職業為司機、侍應、家庭主婦甚至有學
生，涉嫌「欺詐」、「洗黑錢」等罪，合共涉
及73宗騙案，案中共損失7,354萬元。

網上求職騙案多 苦主50人
涉案受害人有163人，包括63男100女，年齡
15歲至78歲，不少是學生、工程師或不同界別
專業人士，損失金額由1,000元至2,070萬元不
等，其中有16宗為網上求職騙案，有50名受害
人，在各類騙案中佔比最大。
今年3月至5月期間，黃大仙警區接獲多名

市民報案，指有騙徒在社交媒體刊登招聘廣
告，訛稱本地知名並有不少分店的集團包括餐
飲店、烘焙店、卡拉OＫ等經理。為了招聘廣
告更有真確性，騙徒更在招聘廣告上提供店舖
負責人的姓名及電話，以作聯絡之用。
當受害人聯絡騙徒後，騙徒會以不同理由如

要求他們繳付保證金，又或行政費等理由，要
求受害人繳付款項，金額由數千至數萬元不
等。當受害人繳付款項後，騙徒就會失聯。受
害人其後更會發現所謂工作其實並不存在。

扮經理致電其他分店 套取員工資料
警方調查發現，有本地詐騙集團利用俗稱
「cold call」致電到知名連鎖集團分店，假扮其
他分店的經理，騙取目標分店員工資料，其後

將員工真實姓名及職銜投放其虛假招聘廣告
中，令求職者信以為真。警方在今次行動中以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洗黑錢」罪
拘捕4名集團成員，包括一名骨幹成員及3名傀
儡戶口持有人。調查仍然在進行中，警方會根
據線索追查餘黨。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高級項目經理王嘉慧表
示，2023年網上求職騙案數字達3,600多宗，損
失金額有760多萬元。在該處接觸的個案中，有
青年人曾在不同社交平台、通訊平台被加入搵
工群組，甚至「白撞」通訊群組，誤以為可即
刻返工及「搵快錢」，部分經朋友介紹建立傾
偈群組，結果被群組中不法分子誘惑買點數
卡，跌入網上裸聊、援交騙案等。
常見的網上求職騙案還包括虛假職位廣告。
有騙徒在網上刊登一些看似合法的工作機
會，又或用高薪吸引求職者上釣但實際並不
存在，其實是誘騙求職者的個人資料或費
用。有求職者更需付培訓費用或資格認證，
但這些資格實際無用，又或涉及詐騙性面
試，套取申請人個人資料或銀行戶口資料，
又或假冒知名企業或政府機構，企圖利用信
譽令求職者上當。

警偵破73宗騙案 揭騙徒冒知名集團招聘呃保證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持續打
擊詐騙犯罪鏈中利用傀儡戶口洗黑錢環節。
新界北總區本月採取「馭浪」行動，拘捕245
人主要為傀儡戶口持有人，包括5名學生，涉
及179宗不同類型詐騙案，受害人合共損失
5.4億元，其中有44個傀儡戶口涉及清洗早前
曝光的70歲婦人墮假冒官員騙局的2.6億元騙
款。
被捕的164男81女年齡介乎14歲至74歲，
包括5名 14歲至 21歲學生及12名非華裔人
士，涉嫌「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及「洗黑
錢」罪名。
新界北總區由本月6日至18日動用432名刑

偵人員拘捕245人。在他們涉及179宗詐騙案
中，包括54宗電話騙案、39宗投資騙案及34
宗網上求職騙案。

女商人被騙逾2.6億元
案中蒙受最大損失的個案，為警方於上月
公布的2.6億元假冒官員騙案。案發於2022年
2月，報稱商人的70歲婦人收到訛稱內地執法
機關的騙徒電話，指她牽涉一宗洗黑錢案需
要接受調查，指示她開設6個戶口及下載一個
手機程式，並輸入新戶口資料及密碼，以助
執法機關「審查資金」。女商人在近兩年時
間內，合共將2.6億元個人資產存入新開設戶
口，隨即被轉賬至44個本地傀儡戶口，再被
提走。
警方強調，市民切勿以為將錢存入個人戶
口便安全，若洩露戶口資料及密碼給騙徒，
對方就可以提走戶口內所有金錢。同時，警
方留意到近日有騙徒假扮銀行職員或者平台
客服，例如淘寶、TikTok、微信及支付寶
等，訛稱受害人已經購買會籍或保險，當受
害人表示沒有購買，便會被要求轉到騙徒指
定戶口作出相關「取消」動作，藉此騙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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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拘捕245
人涉嫌「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
產」及「洗黑
錢」。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 攝

◆警方拘捕114人，涉嫌「欺詐」、「洗黑錢」等罪，合共涉及73宗騙案，涉款7,354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左起：謝佳璇、詹定康、冼亭彬及梁灝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攝

▲梁灝雋曾在2009年贏得東亞運動會金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