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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倡設兒童照顧者津貼助弱勢家庭

公務員媽媽支持子女投身政府服務市民
今天是母親節，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
十九，從子女出生、成長，到投身社
會，步步都希望陪伴左右，是
天下每一位母親的心願。公務
員事務局昨日在社交網頁分享
兩位公務員媽媽對子女成長的
參與過程，兩人一邊討論，一
邊分享各自子女成長點滴。被
問到最想收到的母親節禮物，
她們都希望子女可以開開心
心，身體健康。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蔣偉根、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總行政主任劉雪樺都是行政

主任（EO）職系，經常與子女分享工作
上的苦與樂，在媽媽的耳濡目染下，子
女對公務員工作產生濃厚興趣，大學畢

業後投身政府。蔣偉根說，當時最重要
是提醒他們要有心理準備為市民服務，
並關注他們選擇的工作崗位是否適合自

己的興趣。劉雪樺說，支持子
女投身政府， 「在大型公共機
構工作，能擴闊眼界，認為是
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天是母親節，被問及想
得到的母親節禮物，兩位母親
的願望依然是放在子女上。蔣
偉根希望子女可以開開心心，
在興趣及生活上找到樂趣。劉
雪樺則希望子女身體健康，情
緒開朗，並可以工作上找到樂
趣。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兩位在職公務員媽媽分享與子女一起成長的故事。

今天是母親節，祝願天下母親
安康快樂！《大公報》昨天頭版報
道，一名兩度患癌的鐵人媽媽 「安
媽」 ，憑着偉大母愛創奇跡，獨力
照顧四名子女，當中還把一名被醫
生斷言只能活到6、7歲、患有罕見

脊髓肌肉萎縮症（SMA）的兒子養
大，兒子今年已經27歲了。兩母子感
謝《大公報》報道他們的故事，引來
社會廣泛關注，市民紛紛送上祝福。

有專科醫生直言，安媽的個案只
屬冰山一角，每名病人及其照顧者都
為生存而艱苦奮鬥，社會大眾需更加
以關注及給予支援。

《大公報》報道養育肌萎兒創奇跡 獲廣泛回響

孫玉菡：研內地公建民辦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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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人媽媽感動全城 市民佳節送祝福

母親節快樂

▼安媽27年來用心照顧兆安，盡顯
母愛偉大。圖為兩人舊照。

▶《大公報》昨日頭版報道鐵人媽媽與兒子兆
安的故事，引起廣泛回響。

◀安媽與兆安一起閱讀《大公報》
的報道，並感謝市民送上祝福。

社區大廳說易行難

港車北上會否增名額 視乎市民反應
【大公報訊】 「港車北上」 計劃將於6月1日起

接受申請，7月1日起實施，獲批的香港私家車可經
港珠澳大橋口岸往來廣東及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林世雄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 「港車北上」
計劃不僅有利增強香港人對內地的認識，更有利他
們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市民亦希望駕車來香
港，因此正在研究 「粵車南下」 ，但由於香港面積
相對較小，具體安排還需仔細考量。

目前有大約45萬輛私家車符合 「港車北上」 申
請資格，計劃推出初期設有名額，首周每日200個，
第二周起每日為300個，將以電腦抽籤方式分配。林
世雄稱，特區政府會根據市民反應、申請流程的順
暢程度、私家車驗車等情況，綜合評估申請數量，
決定之後是否增加 「港車北上」 計劃的名額。被問

到會否開放港珠澳大橋以外的其他陸路口岸讓 「港
車北上」 ，林世雄稱，需待計劃實施後，總結相關
經驗再考慮。航空交通方面，林世雄稱，香港國際
機場在疫情前，一年處理7000多萬人次的人流。過
去兩個月，已恢復至疫情前大約一半的客流量，預
計今年底恢復到八成左右。

38航空業學員抵港實習
林世雄昨日在網誌表示， 「大灣區青年航空業

實習計劃」 下的首批38名學員，已於前日（12日）
抵港，他們具航空業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將留港接
受50個星期的課堂培訓及到機場不同崗位實習，學
習辦理登機手續、接機及登機服務等與旅客接待相
關的機場運作流程。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安老宿位供不應求，香港長者可考
慮北上安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
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扶貧委員會
正在研究，在劏房戶較多的地區
引入 「社區大廳」 概念，為劏房
戶提供聚腳點。

孫玉菡指出， 「社區大廳」
概念包括可以讓兒童有個地方做功

課及用膳，甚至洗澡，減少他們留在不適切居所的
時間。計劃暫時未有具體地點，但以鄰近劏房戶為
原則，包括劏房較為集中地區，如深水埗、觀塘及
油尖旺等地。

當局希望發揮鄰里互助精神而提出 「社區大
廳」 概念。概念雖好，但執行存在難度。 「社區大

廳」 關鍵是在劏房集中的 「社區」 有可供使用的
「大廳」 ，而 「大廳」 與劏房之間距離不遠。

環顧深水埗、觀塘及油尖旺等傳統老區，公共
設施不多，環境擠迫。找到合適、鄰近劏房的 「大
廳」 不容易。若 「社區大廳」 與劏房之間的距離超
過半小時路程，增加家長接送的困難，對劏房戶兒
童並不便利。

社會樂見不同的政策措施協助劏房戶改善生活
環境、解決困難，但 「社區大廳」 即使能實現，也
只是治標。要實現標本兼治，第一，盡快讓劏房戶
上樓；第二，提升新界區新建公屋的周邊規劃交通
配套，讓他們跨區上學上班所耗的交通時間減至最
低。

蔡樹文
透視鏡

「希望老天爺能夠幫兩母子渡過難關」 、 「真是好感動！
母愛好偉大，養育一名孩子並不簡單」 、 「香港的媽媽都好
叻，身兼多職」 。安媽的報道刊出後，引來熱烈回響，讀者及
市民紛紛在社交平台留言讚頌母愛偉大。安媽欣然接受大家送
上的祝福，更感謝沿途一直向他們伸出援手的好人。她又稱，
身為母親，對子女照顧是應盡的責任，為子女付出都是天職，
而未來更會努力與孩子一起堅毅前行。

兆安：母親節在家聚餐慶祝
談到今天母親節如何慶祝？ 「我們都是在家裏聚餐，由姐

姐煮幾道小菜，再加一些外賣。」 患有SMA、坐於輪椅上的楊
兆安表示，由於外出用膳價錢昂貴，又難以擺放輪椅，故多年
來的母親節都在家裏慶祝，一家人 「齊齊整整」 吃一頓豐盛的
晚飯，已感十分滿足。

脊髓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FSMA）轄下恩慈醫療計劃
（MMM）醫療總監及兒童呼吸科專科醫生吳國強表示，看到相
關報道後亦感十分鼓舞，並稱人生有時 「山窮水盡疑無路」 ，
但最後總會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以兆安的個案為例，指出
以往SMA為不治之症，但兩年前有了讓該類病人醫治的口服新
藥，兆安 「捱吓捱吓」 便由以往醫生斷定只能活到6、7歲，努
力生存至現今27歲。

醫生：永不放棄總會成功
「做好今天的事，明天上天會作安排。」 吳國強又指，沒

有人會知道未來會如何，但只要永不放棄總有成功的一天。就
正如安媽一樣，單親媽媽獨力照顧四名子女，其中更包括患有
SMA的兆安，艱苦程度非外人能想像，可幸安媽懂得在適當時
候尋求援助，並得到社會大眾的積極回應。吳國強補充，不要
苛求達成長遠的計劃，只需設立短期目標，努力達成便可，所
謂 「關關難過關關過」 ，總之做好今天的事情， 「今天條氣不
順，便設法讓其通順，今天喉嚨有痰，就將其醫好，積極做好
今天，明天就一定會更好！」 吳國強又表示，MMM計劃亦設有
熱線，給予病人適當的支援，而近期新冠病毒再度升溫，不少
病人受感染，需安排病人網上會診、送出氧氣機及跟進病情。

【大公報訊】本港人口老化，安
老宿位供不應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孫玉菡表示，內地的土地、人手都較
充裕、成本較低，能與本港優勢互
補，目前已有香港機構在內地營運2間
安老院，政府會從多方面考慮，包括
以 「公建民辦」 模式，由政府在內地
興建安老院，交由民間營運等。

孫玉菡上周到北京訪問多日，他
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訪京期
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鼓勵用
好大灣區機遇，協助處理安老問題。他表示，
早前赴大灣區視察當地安老院，認為內地安老
院空間大、設施齊全，長者若想要更好的居住
環境，可選擇到大灣區安老。

擬為劏房戶設社區大廳
扶貧工作方面，孫玉菡表示，政府打算在

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等劏房戶較集中的地
區，試行設立 「社區大廳」 ，成為劏房居民的
「聚腳點」 ，扶貧委員會正研究有關構思，讓
劏房居民減少留在不適切居所的時間，兒童可
在社區大廳做功課、用膳，甚至洗澡。

社區大廳發揮鄰里互助精神，讓劏房戶有
共同空間相處，項目應盡量不收費，政府會邀
請商界和民間組織合作推展，交由非政府機構
營運，預料今年內有數個社區大廳落成。

新的《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明天起推
行，會加入 「工作暑熱警告」 。孫玉菡相信，
大多數僱主會跟從指引，雖然指引並非法例規
定，但不代表沒有法律後果。勞工處會加強定
時巡查，如果發現僱主不遵從，會發出勸喻或

警告，如再不跟從，而工作地點又有中暑風
險，勞工處不排除會引用《職安健條例》下
「僱主一般責任條款」 提出控告。對於建造業

界擔心執行有困難，孫玉菡表示，指引並非鐵
板一塊，僱主可以按實際情況決定如何執行，
例如不同工種可以互相協調休息時間。

批1.7萬宗高才通 5000人已抵港
政府去年底推出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高才通），吸納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孫玉
菡稱，截至4月底， 「高才通」 接獲2.7萬宗申
請，約1.7萬宗已獲批，其中1萬名申請者已獲
得簽證，當中約一半人已經到港。

至於政府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今年
中接受申請。孫玉菡表示，目前已有約4000人
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加入本港護理員工作，特別
計劃只是額外提供3000名勞工，以政府資助院
舍落成量推算，估計未來共需要至少8500人。
他又指，院舍人手不足是清晰的長期問題，認
為政府毋須再進行首階段審視，不認同計劃是
繞過勞顧會，亦會不時向勞顧會匯報。

民間團體 「照顧照
顧者平台」 一項調查發

現，受訪的兒童照顧者平均每周投入6.1
日照顧兒童，平均每天照顧11.8小時。
有單親媽媽表示，因家庭問題及照顧女
兒的壓力過大而患上抑鬱症。團體建議
政府設立 「兒童照顧者津貼」 ，為照顧
者提供經濟支援。

單親媽媽阿姚因照顧女兒壓力大，
10年間長期見精神科醫生。她說，雖已
申領綜援，但小女兒學習能力稍弱、成

績差，每月需花1000多元上補習班，唯
有想盡辦法節省生活開支，不敢外出用
膳，有時甚至要吃隔夜飯。

「照顧照顧者平台」 於上月27日至
本月5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超
過700名兒童照顧者，約97%受訪的兒
童照顧者為女性，另逾七成受訪者為全
職並每天最少花8小時以上照顧家庭。
當中近65%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兒童而
放棄事業發展，超過7成受訪者個人收
入少於1萬元。

另外，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無任何
支援他們的照顧工作，約28%受訪者因
經濟困難未能為兒童提供足夠學習資
源，超過8成半照顧者家庭正領取各項
政府津貼。

該團體建議，政府以殘疾人士或長
者照顧者的津貼為標準，設置普通及高
額兒童照顧者津貼，並針對當中的高危
群體，包括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照顧
者、幼兒照顧者、單親兒童照顧者等，
制定保障政策。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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