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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相融化動力 絕望中堅持奮戰
愛女疑遭保姆虐待腦部終生受創 堅毅媽媽無休奔馳爭取復康

母親節對許多人而言，是

鮮花與笑聲交織的溫馨時

刻，是家人圍桌共餐的甜蜜

畫面。但對小雪兒的媽媽來說，這天早已失去歡樂

的光澤，化為沉重的回憶與無盡的奮鬥。她的女兒

小雪兒在9個月大時疑遭社區保姆虐待，腦部受

創，醫生診斷為終生無法逆轉。小雪兒媽媽的母親

節不再是節日，而是一場場為女兒爭取未來的戰

鬥，「去年的母親節都在醫院，今年母親節真的感

受不到。」然而，在疲憊與崩潰的邊緣，母愛如磐

石般堅定，散發出無窮力量，「我就是小雪兒，小

雪兒就是我，融為一體。」這份母愛讓她在絕望中

堅持，詮釋「為母則強」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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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跟小雪兒真正慶祝過母親節，因為都在醫院煎熬
硬撐。」小雪兒媽媽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語帶

苦澀地表示，如今母親節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日期，她只想為
女兒爭取每分每秒的復康黃金期，盡力挽救其基礎自理能
力，無暇顧及節日的意義，「整個心都想着她的黃金復康
期。」幼童腦部在發育，小雪兒由一年前受傷至最佳復康時
間約三年，這段僅剩一兩年的關鍵時間，令小雪兒媽媽一刻
也不敢鬆懈。

回憶盡是折磨 女兒點燃希望
小雪兒媽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崩
潰，無法用言語或文字表達。」她坦言回憶是折磨，現實
是無盡的奔波與疲憊，但女兒的存活點燃她的希望，「她
現在能夠呼吸，我就會繼續去守護她。」這份與女兒融為
一體的聯繫，讓她將母親節的失落化為照顧女兒的動力。
現在，她每日都為女兒的康復治療奔波，穿梭全港，安排
針灸、電療、物理治療、言語治療、職業治療與中西醫各科
頻繁覆診，日程塞滿，「剛才還在約不同的治療師。」她在
受訪時強忍淚水，顯得疲憊，為盡力挽救女兒基本自理能
力，沒有一刻休息，令她窒息得喘不過氣，同時她還要照顧
另一名讀幼稚園的長女，而從事教育的她，還背負着照顧其
他孩子的責任。
不過，在母愛的本能下她從未抱怨，而小雪兒的治療充
滿痛苦，半身由頭頂到腳板底都插滿針，受電療及各項治
療折磨，讓小雪兒本能地大喊，她只能在身旁輕聲安撫：
「媽媽在這裏。」擦去女兒的淚水，用玩具分散其注意
力，用溫柔撫平女兒的恐懼，自己的淚水則只能強忍。

母愛超越崩潰 成女兒堅實依靠
「我不覺得自己是無私或堅強，只是盡力繼續生活下
去。」儘管女兒半邊腦部已死亡，無法逆轉，難以完全康
復，但直言女兒仍有呼吸是其最大的動力，而正是這份樸實
的母愛，讓她無視身心疲憊，堅持守護女兒，「她這麼堅持
和努力，我都會一直去守護她。」每一次陪伴，都是她對小
雪兒的承諾；每一次安撫，都是母愛的本能流露，母愛的本
能令她超越崩潰，成為女兒最堅實的依靠。
她對女兒的未來只有簡單的期盼，只希望女兒學會進食、
穿衣，或在危急時護住自己，減少對他人及醫護的依賴，
「始終我們不可以一輩子陪着她。」小雪兒媽媽自言：「母
親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她的堅持是給女兒最好的母親節
禮物，這份超越節日的母愛，成為她生命的全部動力，讓她
在逆境中閃耀無限的堅韌光芒。

「媽媽」，是家庭守護者、孩子的堅強後盾，同
樣也可以是職場上的優秀人才。曾叱咤上海職場的
「辣媽Anna」陳學琴，於2023年10月通過「優秀
人才入境計劃」，於去年3月正式舉家遷港。背後
的原因，除了為兒子尋找更平衡的教育環境外，也
是被香港這座充滿活力、創新和包容的國際大都會
所吸引，決定衝破「舒適圈」。46歲的她在談笑間
回顧過去一年的「港漂」生活，在經歷了從職場精
英到「歸零」再到新平台「綻放」的蛻變，通過一
年時間考取香港的相關金融牌照，正式踏入資產管
理領域，更見證兒子從學業重壓中解放，從「內
卷」到全人教育，重拾童年歡笑。
來港生活之前，陳學琴在上海一家外資公司從事

銷售和市場行銷工作，並與丈夫共同擁有一家廣告
公司，曾在香港參與多個專案項目。褪去上海外企
高管的頭銜，她將移居視為「18歲再出發」，擠地
鐵、住蝸居、從依賴駕車到熟稔港鐵線路，已經成
為她生活的一部分。

適應港式效率 享受斜槓人生
在需要學會適應「港式效率」的同時，她認為，

關鍵在於「心態要放正」，要有「歸零」和不斷學習
的態度，以及突破舒適圈的決心，憑韌性考取香港
1、4、9號金融牌照，踏入資產管理方向的新領域，
「香港的專業規範讓我看到『斜槓人生』的可能，這

裏每個人都像多棱鏡，在不同領域折射光彩。」

兒脫離「內卷」重拾歡笑
「放棄事業舒適圈最掙扎，但當孩子每晚寫作業

到11點，我知道必須改變。」陳學琴的兒子原先
在上海的公立學校就讀，面臨沉重的學業壓力和競
爭激烈的升學環境。考慮到孩子的快樂和教育品
質，她決定遷居香港，安排兒子參與插班考試，並
於去年9月成功轉入港島東一家小學插班五年級，
今年準備升六年級。
初來乍到，陳學琴一家都經歷了過渡期。

「當時老師說他上課總坐不住，我才發現自己
太放手了。」她憶述，兒子初插班港島東小學
時，因為粵語生疏屢屢受挫。面對親子關係與
學業適應的雙重挑戰，這位母親果斷聘請粵語
家教，並感動校方特意安排懂普通話的同桌相
助。
半年後，兒子不僅在學校舉辦的浙江交流團中，

自豪介紹母親的家鄉，更學會煮飯分擔家務，「全
人教育讓他發現書本外的天地，現在放學後竟也主
動參加興趣班！」

為孩子勇敢前行 港優勢予底氣
放棄既有資源赴港「從零開始」，陳學琴坦

言，「放手」是一種很難的抉擇，但是當看到兒

子從「作業機器」變為自信少年，她深信選擇值
得。「母親的角色從來不是單選題，既要為孩子
遮風擋雨，也要讓他看見你在勇敢前行。」
陳學琴的丈夫現在雖仍留守上海，但計劃逐步將

事業重心轉移至香港。她強調，家庭團聚的決心與
靈活的職業規劃，是「優才」家庭成功過渡的關
鍵，「突破舒適圈需要勇氣，但香港的國際化平台
值得冒這份險。」

對於正考慮是否通過該計劃赴港發展、開拓事業
版圖的內地優秀人才，陳學琴表示，內地社交平台
小紅書上湧現大量中介機構的參差資訊，導致申請
者難辨真偽，建議申請者可以通過官方渠道獲得資
訊，除了官方網站外，還可以在香港人才服務辦公
室（人才辦）及入境事務處的小紅書查閱資訊，以
「官方直通車」破解資訊亂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9個月大時的不幸遭遇，徹底改

變小雪兒的人生。現時兩歲的她有

着頑強的生命力，與終生不可逆轉的傷勢抗爭，

在復康黃金期中奮力求生，母親的溫暖對她而

言，是每日治療中的一絲希望，與對未來的微小

期盼。

關鍵功能無法恢復 脆弱難眠
小雪兒左腦經診斷，懷疑因為受虐待而永久嚴

重損毀，不少關鍵功能無法恢復。醫生評估表

示，小雪兒的視力僅剩一成，只能看到黑白；聽

力雖存，卻無法理解聲音含義，聽到「睇車」也

無法反應危險。此外，她語言能力停滯，僅能勉

強說出「媽」等單字，且發展遲緩，右手右腳亦

失去控制，無法站立或行走，肢體扭曲僵硬，長

期屈曲埋下關節勞損與關節炎隱患。醫生坦言，

小雪兒需長期治療，目標是讓她「某程度可以基

本照顧自己，無須過分依賴醫護」。

小雪兒頭部脆弱無比，稍有跌倒或輕微碰撞，

便可能致命，頭盔成為時刻的守護。腳托、膝

帶、手掛、腰帶等矯正工具，緊緊包裹着她小小

的身軀，試圖穩定扭曲的肢體。矯形師坦言矯正

工具不可能舒適，但不能卸下，晚上也要戴着腳

托睡覺。她曾全身插滿喉，但已由需要用呼吸

機，到現時能自主呼吸，這顯示她有着頑強的生

命力。不過，密集治療讓她疲憊不堪，進食流質

食物時常因虛弱嘔吐，夜晚難安穩入睡。

痛苦中掙扎 每天四五項治療
小雪兒每日都在痛苦中掙扎。父母和家人帶着

她奔波全港，穿梭於治療中心與醫院，每天清晨

到夜晚接受四五項治療，假日也不能休息。針灸

從頭頂刺到腳底，電療刺激肌肉喚醒沉睡的功

能，過程痛苦難耐，偶爾因疲累引發抽筋或嘔

吐，但年僅兩歲的小雪兒彷彿明白醫護與治療師

的用心和努力，「好像知道大家幫緊佢，佢自己

都好努力生存。」

小雪兒在物理治療中努力嘗試控制手腳，忍着

劇痛配合每個動作。醫生強調兩三歲是復康黃金

期，腦部可塑性尚存，密集治療是她爭取自理能

力的關鍵，目標簡單而遙遠：能自己吃一口飯、

穿上衣服，或在跌倒時護住脆弱的頭部。但治療

艱辛無比，頻密覆診與多重療程，讓小小的身軀

承受着超乎想像的負擔。

小雪兒的復康之路充滿未知，終生不可逆轉嚴

重傷勢意味着治療沒有終點，自理、智力、情

感、炎症、痛症等等潛在併發症為未來蒙上陰

影。復康黃金期僅剩一兩年，腦部可塑性正逐漸

消退，治療分秒必爭。醫生坦言許多功能難完全

恢復，但小雪兒的頑強令所有人都點燃了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小雪兒疑遭虐待
事件至今超過一年，調查仍未有結論。立法會議
員鄧家彪積極跟進事件，關注受害家庭困境及託
兒服務的漏洞，敦促有關部門加快調查，追究責
任，並針對社區保姆服務的不足，特別是嬰幼兒
照顧的真空地帶提出改革建議，呼籲提升培訓與
監管，防止悲劇重演。

律政司罕有要求法醫為傷情提供意見
鄧家彪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小雪兒案件刑事調

查由律政司主導，罕有地要求法醫為女童傷情提
供意見，顯示案件的特殊性，然而事發至今逾一
年，調查仍未有結論，令人沮喪。他已去函政府
促盡快完成調查，「還原事件真相，誰要負責任

的就要接受制裁。」他強調須尊重調查結
果，由執法部門決定是否起

訴及起訴對象。
社區保姆服務旨在補充託兒資源不足，並釋放
社區婦女勞動力，但他指，針對0歲至2歲嬰幼
兒的照顧需求仍處於真空，全港8.2萬名0歲至2
歲嬰幼兒中，僅2,000多個日間照顧服務名額，
供求嚴重不足，「相當於每40名適齡嬰幼兒只
有1個名額。」
社區保姆服務原設計以3歲以上學童為主，聚
焦接送和簡單照顧，現時服務已擴展至嬰幼兒，
卻缺乏質素保證與監管，包括沒有強制專業培訓
要求。鄧家彪指，保姆未必具備照顧嬰幼兒的專
業技能，此外未規定保姆同時照顧的孩子數量，
或託管在其家中要有監控設施，出事亦難查明真
相，「質素有保證，有事發生才較容易去查明真
相。」小雪兒案件暴露服務擴展未配備相應監
管，導致有安全隱患。

特區政府為改善社區保姆服務，於去年9月提
出新措施，要求保姆接受至少 14小時基礎培
訓，涵蓋幼兒心理發展、溝通技巧及安全事故處
理；照顧特殊需要兒童則需額外4小時進階培
訓。鄧家彪肯定此舉，但認為仍遠遠不足，「政
府對3歲或2歲以下缺乏專門聚焦。」

倡實施更嚴格培訓
他認為現行培訓未針對嬰幼兒特殊需求，14
小時培訓時數無法應對高專業要求，建議設立
「金牌保姆」制度，培訓並資助僅限託管0歲
至2歲嬰幼兒的保姆，實施更嚴格培訓如增加
時數或專項課程，同時要有家居環境檢查，並
參考陪月員高薪模式，「政府對高培訓標準的
社區保姆，照顧2歲以下嬰兒的可提高資助，
變相也是支援社會鼓勵生育。」但同時，他
認為立法要謹慎，「如果保姆覺得要求
過分嚴苛，沒有人去做，其實對
社會也未必是好事。」

為兒接受更好教育「優才媽媽」衝破舒適圈遷港

▶陳學琴與兒子。 受訪者供圖

▲陳學琴去年3月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舉家遷
港，除了為兒子尋找更平衡的教育環境，亦想勇敢衝
破「舒適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議員促提升社區保姆培訓監管

特稿

抓緊一絲希望 小雪兒頑強求存

◀即使被治療折磨到極度痛
苦，小雪兒也從來不發脾氣。

受訪者供圖

▲「我就是小雪兒，小雪兒就是我」，為母則強的
生命本能支撐小雪兒媽媽在絕望中不斷前行。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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