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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成立27年以來，歷遍多少風雨，每次跌宕起伏，香港警隊始終如一守護香

港——我的家。香港文匯報近日走訪8名香港特區首批警察，他們來自不同警區、職級，但

均在自己崗位上服務市民。其中，警務處助理處長（公共關係）陳思達、水警總區副指揮官

葉智文與毒品調查科高級警司陳江明更是特區成立後首批見習督察學員，聚首受訪猶如97

同學會聚會，有說不完的往事，交織成為香港特區警隊27年的足印，最難忘無疑是2019年幕幕

動魄驚心的抗暴畫面，陳思達更儼如雷霆救兵，直奔被暴徒佔據的中文大學二號橋營救陳江明。

黑暴帶來傷痛，同時也成為香港國安法立法契機，使香港愈來愈安全、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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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香港回
歸祖國，同月，黃邦恒進入學

堂受訓成為首批香港特區警察，從
此陪伴港人同喜同泣。每場社會大事

件，總有警隊作為市民的後盾，沙士疫
情、非法「佔中」、黑暴、新冠疫情……所

見所聞猶如香港特區27年的史記，見證特區的
變與不變，但天變地變，服務市民的信念始終不

變。
黃邦恒憶述，自己初出茅廬的第一仗是1999年，上水

石湖新村因為收地問題爆發衝突，有村民在村口鐵橋上以雜
物架設路障阻止政府人員入村，包括黃邦恒在內的防暴警察奉

命到場戒備，遭村民以自製武器及開山刀阻止，更有村民企圖引爆
石油氣罐。在這種情況下，警方不得不發射催淚彈，多名警員受傷及

有村民被捕，最後雙方達成共識，平息事件。

歷「佔中」黑暴 痛心青年被煽動
這一役在黃邦恒警務生涯中也許只是小菜一碟，要數最教他痛心的一役絕對是

2014年的非法「佔中」及2019年的黑暴事件。當時，他眼見大批年輕有為的青年，受
別有用心者的唆擺，佔據多區主要道路、癱瘓交通，甚至到處打砸燒，令美好的香港家園

變得一片狼藉，市民無法過正常生活，更賠上這些青年的前途，一直在最前線力抗暴徒的黃
邦恒心痛不已，痛恨煽動青年的幕後黑手。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在香港最岌岌可危

的時候，香港國安法生效發揮定海神針作用，成功開啟香港由
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與暴徒同樣可怕的還有病毒，2003

年爆發的「SARS（沙士非典型肺炎）」及2019年的新冠疫情，絕對
是無差別、人人自危的公眾衞生威脅，黃邦恒與同袍冒着受感染的風

險，協助政府部門執行抗疫政策。猶幸香港在國安法下，政局穩定，內耗
停止，全民齊心合力終於戰勝新冠疫情，如今百業待興，重塑和諧社會。
回首與港人走過的27年，感覺儼如昨天，黃邦恒感觸地說：「當年面試時仍是

叫皇家香港警務處，到7月入學堂時香港特區已成立，感覺更加有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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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署警長黃邦恒】

警署警長黃邦恒

警務合作恒常化
兩地滅罪無死角

「警徽由『皇冠
頭』變為『洋紫
荊』，代表香港人終

於可以當家作主。」香港
1997年回歸祖國後，首批入

學堂受訓成為警務人員的林淼勝
回憶道。當年，他在學堂橫跨港英

時代及香港特區，這變化至今仍歷歷在目。他入學堂第三個星期的
步操訓練，原本需要手持英式303步槍進行，但編配步槍後一兩日
便獲教官通知取消持槍步操環節；集體宣誓詞，轉為「竭誠依法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效力為警務人員」，這句誓言警隊恪守至今。
目前駐守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的林淼勝，見證了香港警隊在香港

回歸祖國27年以來的不斷進步，更貼地應市民所需、急市民所
急，維持社會治安。
回顧在警務生涯中，令林淼勝最為印象深刻的兩宗案件，一是於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晚上發生的「旺角暴動」。當時，他駐守的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負責調查案件，在人手不足、時間緊迫

的情況下，他與同袍通宵達旦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搜證及拘捕涉
案疑犯，整理文件及徵詢律政司意見作出檢控。雖然調查工作非常
辛苦，但最終成功將暴動罪犯繩之以法，他認為一切都是值得的。
另一宗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2018年他駐守屯門警區重案組

期間，元朗一間兌換店東主攜同超過100萬元現金回家途
中，不慎將藏有現金的袋遺留的士上，涉事司機卻堅稱
未有發現該袋。探員憑經驗調查司機的信件，發現一
張水費單，並按水費單地址到單位搜查，成功起
回涉案款項及拘捕司機，事後獲兌換店東主致
謝。
林淼勝相信，警察只要無忘服務市民

的初心，處理每宗案件時除了鍥而
不捨的追查外，設身處地從苦主
角度及感受出發，多行一步、
動之以誠，市民絕對會肯
定警隊的努力。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立本

更換誓詞歷歷在目 急民所急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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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長潘劍僑

1997 年是香港重要的一
年，也是潘劍僑人生的轉捩
點——成為香港特區第一
批學警。他說：「回歸祖國
之初，廉潔敬業的香港警
隊，一直是市民評分最高、最

喜愛的公務員隊伍。」前幾年黑
暴，警隊被污名化，個別被人煽動的

市民攻擊警員和其家屬。在這個黑白顛
倒的時期，一對目擊暴徒惡行的母女，一
聲：「支持你！」潘劍僑激動得灑下男兒淚，
所有委屈一掃而空，自覺不是孤身作戰，市民

與警隊永遠站在正義一方。
警長潘劍僑（公共關係部少年警訊組）學生時期已有一份服務
社會、保障市民安全的使命感。他自小立志當一名警察，並有幸成
為首批特區警員，與罪惡勢不兩立，故黑暴期間他義無反顧地站在
最前線，奮戰暴徒，維護治安和法紀。當時，黑暴分子不敵警隊，
即轉攻警察宿舍及警員家屬。與太太住警察宿舍的潘劍僑憶述，當
時每天出入也提高警覺，互道珍重。他說：「我感覺很委屈。警隊
一定政治中立，打擊犯罪、保護市民是我們的天職。何況我們的家
人又有什麼錯？為何飽受辱罵攻擊？」

維護法紀初心永不改變
潘劍僑身正不怕影子歪，「無論市民如何對待我們，見到一切
違法行為，身為警察一定要奮不顧身執法。維護法紀是我們的
初心，永不改變。」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與同袍巡經被暴徒蹂躪過的
街道，滿地狼藉，突然一名婦女帶着三四歲的女兒走
近，女童一句「哥哥加油，我們支持你」令潘劍僑內
心激起千層浪，熱淚滾落面頰，頓覺自己乃至
整個警隊的努力，明理的市民會銘記在心。

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總會在關
鍵時刻用自己的方法捍衛這
片樂土，這也是黑暴過
去，香港漸漸恢復安
寧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僖

警隊與時俱進 高科技杜絕罪案

香 港 回
歸祖國的懷抱

後，兩地執法部
門一家親，強強聯手

打擊跨境罪案事半功
倍。1990年前後，惡名昭

彰的邪教組織「中華養生益智
功」 在兩地壞事做盡，更利用香

港向海外轉移巨額贓款。時任商業罪
案調查科探員的謝志偉奉命北上，與內

地執法部門全方位合作，為兩地合作打擊罪
案開創先河。「時至今日，兩地警務合作已建

立全方位的恒常合作模式，打擊罪案再無死角
位。」
現任高級督察（投訴警察課）的謝志偉半途出家，大

學畢業後一度任職體育記者，但一直有個警察夢。1997年，
他毅然放棄原職，成功考入警校。過去27年來，他接手過無數

棘手案件，尤以瓦解風靡全國的邪教組織「中華養生益智功」，最
令他記憶猶新。

該組織以「氣功」為名，在全國開班授徒「修仙」為名，騙取逾十
億元「學費」，利用香港向海外轉移巨額贓款。兩地執法部門成立了
聯合專案組，謝志偉等特區警員走訪各省市調查取證。

打擊跨境邪教 合作從零星到系統
此前，香港與內地僅有零星合作，欠缺系統性。由於沒有先例，如

何合作、轉移證物、辦理法律文件等，處理該案的兩地警員一步步探
索。
該次穿州過省大規模調查，令謝志偉對內地公安的印象大為改觀。

「他們辦案十分認真拚搏，對打擊罪惡的決心，和香港特區警察沒有區
別。」在兩地執法部門鍥而不捨追查下，終於瓦解該邪教組織，更為兩
地警務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回歸祖國前，賊人犯案後都習慣『着
草』，港人犯案逃去內地，內地罪犯逃來香港。現在兩地警察建立全
方位合作機制下，早已無『呢隻歌仔唱』，無論在哪裏犯案，逃去哪
裏，都會被迅速逮捕。」謝志偉說。
謝志偉目前在投訴警察課工作，遇過不同類型的投訴案件。他明白

市民對警隊有期望，並感謝市民的投訴和鞭策，「香港特區警察作為
世界最廉潔的紀律部隊，對自身的要求十分嚴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僖

高級督察謝志偉

新界南總區虐兒案件調查組警長郭芷澄是首批香港特區女警，
從警27年，見證罪案演變，由以往以打家劫舍為主，慢慢變成科
技罪案居多，警匪攻防戰亦漸漸成為科技競賽，但時勢如何千變
萬化，邪不能勝正永不變遷。她表示，警隊近年利用科技大大提
高破案率，「覆蓋全港的閉路電視網絡，能迅速鎖定嫌疑人，破
案率提升八九成，在高科技幫助下，香港回歸祖國後一直維持世
界治安最好地區的美譽。」
郭芷澄先後任職軍裝警員、特遣隊、衝鋒隊等多個部門，見證
特區成立以來的罪案變遷，「20多年前，盜竊搶劫等案件仍時有
發生，但有了科技、閉路電視的加持，這類罪犯難逃天眼，故現
在已很少發生，市民無論玩到幾夜，身處香港任何地區，都可以
享受多姿多彩生活，無須擔心人身安全。」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警匪之間的攻防戰近年變成
科技競賽，罪案種類更新換代，網絡和電話詐騙案大幅上升，但
郭芷澄說：「無論點變，保護市民、維護法紀是警察天生使命，
警匪鬥法永不停歇。」

服務市民仍需「有溫度」
自言是「男仔頭」、愛
動、鍾意與人接觸的郭芷
澄，中學畢業後就投考警
察，「當差」27年來，印象
最深刻的是2013年埃及熱氣球
墜地9名港人死亡意外，她接手調
查，其中一對老夫妻在事件中陰陽分
隔，喪妻的老先生痛不欲生，郭芷澄從
旁安慰。
另一宗難忘案件是一對分別11歲、12歲的姐
妹長期被繼父性侵，卻求助無門，在學校鎅手自殘後才揭發事
件。郭芷澄鼓勵兩人勇敢查證，終將獸父繩之以法。她坦言，科
技雖然能協助查案，但人與人之間的扶持、慰藉是科技無法取
代，市民更需要有血有肉有溫度的警員。◆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僖

警長郭芷澄

身為警察，最欣慰的不光是將罪犯繩之以法，而是犯過錯的人知錯能改。在毒品調
查科高級警司陳江明27年警務生涯中，有22年主理刑偵工作。在毒品調查科任職多
年，他直言毒品對社會的禍害大，部分運毒年輕人是被販毒集團利用，其中一名少女
服刑後，以自身經歷拍成短片宣傳禁毒，成為警隊的好幫手，令他印象難忘。

陳江明指出，毒品不但危害吸毒人士和其家人，更禍害整個社會，每截斷一公斤的
毒品流入市面，就可以拯救多人遠離毒品。在堵截毒品和拘捕毒販的過程中，最難忘
的是將一名年輕人變成禁毒夥伴，「其中一個犯人現在已經做了我們一個關係很好的
幫手，她是一個17歲的被捕者，我們拘捕她。她遭人利用，在內地偷運毒品來港，最
終判了刑要坐牢，但她背後的故事可以警醒很多人。」

其後，該名17歲少女為警方拍攝短片，以自身經歷宣傳毒品禍害，「我們現時在很
多場合，禁毒的場合都拿（這個案）出來講。蕭Sir（警務處處長蕭澤頤）亦都在不同
的場合將短片傳給小朋友也好，家長也好，帶來的訊息很好。所以除了執法，對象除
了是犯人，還可以是我們好好的幫手，是我們將來防止罪案的一個伴侶，只是看我們
自己的角色如何去拿捏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更生少女拍片 助警隊宣傳禁毒

◆後排左起：警員林淼勝、警長潘劍僑、高級督察謝志偉、警署警長黃邦
恒、警長郭芷澄。前排左起：總警司葉智文、警務處助理處長陳思達、
高級警司陳江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謝志偉目前任職
投訴警察課高級督
察。

◆黃邦恒當年在學堂受訓期間為教
官查房作準備。

◆左起：總
警司葉智文、警務

處助理處長陳思達、高級
警司陳江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8名接受訪問的警務人員聚首，
分享當年入職警隊的光榮時刻
及27年來的警務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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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林淼勝

水警總區副指揮官葉智文過去27年間
駐守過不同單位，受訓完畢第一個崗位是
擔任軍裝巡邏小隊指揮官，他形容極具挑戰
性，因為要帶領不同性格和資歷的隊員，最難忘
的就是在風浪中拯救船員，事件令他深感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葉智文表示，剛加入水警時他還未有船牌，故交由警署警
長擔任指揮官，有一次八號風球期間，水警輪理應要拉泡（即
繫泊浮泡）或停靠避風塘，「當時電台問有個報案要不要做，其
實如果八號風球時，警輪指揮官有權力決定受唔受理，考慮情況會不
會對整艘船的同事構成危險呢？最後決定受理。」
遇事的是一艘由內地回港的漁船，當時失去動力，一直漂向附近的島上，
有沉船危險，因此指揮的警署警長決定出動救人。當時，水警輪在前往目的地
時，在西貢海面遭受大浪拍打，如同坐機動遊戲海盜船。
在抵達事發現場後，水警輪受大浪影響而未能泊到漁船旁。其後，船上兩名香港男
子跳到海裏，葉智文的同袍即跳入怒海中將兩人救到水警輪船旁爬繩網上船，「事件
令我印象很深刻，原來水警工作這麼危險，但同時間亦救到人。如果你在海裏，5分
鐘可能已是兩條人命（生死一線）。所以這也讓我看到在水警工作Teamwork（團
隊）的重要性，對日後在水警工作很多想法都有一定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風浪中拯救生命

掃碼睇片掃碼睇片掃碼睇片

陳思達、葉智文與陳江
明難得聚首一堂，互

相寒暄：「你哋都無乜變。」當
年警校生活片段再次浮現腦海，他們

都是1997年7月21日進入警校受訓，為
特區政府成立後首批見習督察學員。

大時代交替 更感使命重大
被大時代選中，他們感到無限光榮。陳思達
表示，回歸祖國後要令香港變得更好，才對
得起國家，「當時加入警隊，責任比任
何以前一個年代的警員來得更大。」
葉智文說：「真的可以說是當家作
主，覺得很開心。」陳江明強
調，成為香港警察特別有使
命感，「回歸祖國是我
們警察部的一個新章
節，是一個大時
代的交替。」

三人加入
警 隊 的

初衷，都是因為兒時目睹過黑社會行惡，以及不
公義的事，自小有一份疾惡如仇的使命感，加入
警隊是三人的第一份職業，也是終身職業。
陳思達中四時就曾與古惑仔交手。當時他到機
舖打機，無端有人打尖，對方更以指令的口脗
道： 「喂，𡃁 仔，幫我大佬帶啲嘢！」被陳思
達一口拒絕，對方遂「沒收」其銀幣。陳思達馬
上離開，跑兩個街口即見一架衝鋒車向警員求
助，把古惑仔拘捕，自此立志當一名除暴安良的
警察。

保衛中大與基建 難忘「火速救援」
警務工作從來不是兒時「我的志願」作文咁簡
單，尤其近年外部勢力充斥下，國安法生效前的
香港進入是非顛倒的黑暗時代，先後發生非法
「佔中」與2019年黑暴，陳思達一直在前線，
目睹部分人似被集體催眠，罔顧法紀、濫用表達
言論的自由，甚至演變為極端暴力事件，對此感
到心傷，「我覺得可惜，那些人沒有好好珍惜自
己的權利，反而濫用它。」
陳思達與陳江明當時不時面對槍林彈雨，2019
年11月中大二號橋有示威暴徒扔雜物堵路，陳
江明帶領應變大隊前往支援，惟人丁單薄，暴徒
射箭危及警員安全，他直言：「捱了一晚多已頂
唔到！」
猶幸陳思達帶隊到場，猶如雷霆救兵為陳江

明解圍，作為中大舊生的陳思達感慨萬千地說：
「我們入中大，是因為他們影響吐露港公路交
通，向校方提出如果能確保學生不再丟雜物到吐
露港公路、影響正常交通，我就可以走，校方只
答：『會嘗試』，但終辦不到。」
其後，暴徒加強對中大的布陣，衝突愈演愈

烈，陳思達說：「要守的話無話守不到，但管理
層不想見任何一方受傷，最後下令撤離，後果就
是吐露港公路癱瘓一星期，新界東居民受苦。」
他事後自我檢討，但發覺外部勢力入侵下，局
面發展難以完全受控，「慶幸當時無同事有重大
傷亡，我們控制場面，不會擴散影響範圍。」

國安法重建巿民信心
黑暴成為香港無法磨滅的痛，但同時帶來契

機，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不過，在香港社會漸
漸回復平靜之際，遇上了新冠疫情，而罪犯不會
因為疫情而停止犯案，有多年刑偵經驗的陳江明
表示當時查案受影響，「很多店舖沒開，追閉路
電視都較困難，第二是拘捕疑犯都要有特別防疫
措施。」
走過黑暴與疫情，重建巿民的信心成為警隊重
要任務之一，葉智文在黑暴期間雖留守水警負責
後勤工作，但暴亂過後擔任警察學院副院長，接
手活化警察博物館，用兩年多時間令博物館以新
面貌示人，向公眾重塑警隊的正面形象。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回歸祖國
後，首批入職的警務人員入職

誓詞，已改成竭誠依法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效

力。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攝

（右起：警務處助理處長陳思達、總警司葉智文、高級督察謝志偉、警長郭芷澄、高級警司陳江明、警員林淼勝、警署警長黃邦恒、警長潘劍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