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無蹤非婚生無戶籍 工聯擬兩會提案助赴港

52 歲的港人余東明（化名），對自己17年前的一個決定
後悔不已。當年，他在廣州火車站送朋友上火車

時，邂逅了一位因躲避家暴流落廣州的女孩阿麗，也因此給
他以後的人生，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

港漢兩段情 留下無盡悔
余東明自小家境不好，15歲做替身演員時，不幸摔斷腿致

終身殘疾。1982年他北上內地謀生，憑 一手廚藝在廣州東
山區開了一家大排檔。1994年，阿麗走進了他的生活，不久
之後他們非婚生下兒子小淵。如果余東明知道阿麗之後會變
得嗜賭如命，甚至讓兒子小淵淪落街頭，那麼他寧願不要當
年中年得子的興奮。
在此之前，余東明還有一段感情，與一個北京女子非婚生

下一個兒子。但此段感情不了了之，小孩跟 母親到了北
京，花了33萬元辦了北京戶口。余東明的生意亦從此一落千
丈，而阿麗好吃懶做的習性慢慢顯現出來，賭博輸錢更令家
財耗盡。待2000年小淵出生時，他身上所有的現金不足1,000
元。為省2,000多元的住院費，余東明花400元請了當地一位
接生婆。由於生活日漸窘迫，只能同甘無法共苦的阿麗，在
2002年的一天，拋下他們父子倆隱身人海，從此杳無音信。

當爹又當媽 窘迫子輟學
既當爹又當媽的余東明，獨自帶 兒子生活了3年之後，

實在無法堅持下去。因為兒子小淵到了上學的年齡，卻無法
註冊廣州戶口，所以無法帶兒子一起赴港生活。於是，余東
明決定到阿麗的湖北老家去找她，希望通過她為小淵登記當
地戶口，然後再赴港定居。無奈當年交往時，只知道阿麗是
湖北宜昌人，沒有具體住址。儘管他多次在武漢和宜昌兩地
奔波找尋，仍然一無所獲。2006年，小淵到了上學年齡，余
東明只好花800元高價，讓他在番禺東涌第二小學臨時就
讀。可是，在內地沒有戶口便沒有學籍，小淵成為班上唯一
一個沒有學號的學生。之後由於生活艱難，捉襟見肘，無法
繳納學費，小淵上學不到兩年，便輟學了。

不幸接踵來 淪落穗街頭
「爸爸，我想上學，在家很悶。」這是輟學後小淵對爸爸

說得最多的話。有一次，年幼的小淵卻很認真的對一籌莫展
的爸爸說：「我們吃飯都沒錢，我不上學了，我們先吃飽
飯。」一句話，讓余東明潸然淚下。
不幸接踵而來，因為交不起房租，父子倆被房東趕出了住

處。2009年初，走投無路父子倆開始在廣州四處流浪，余東
明靠在街頭給人畫畫掙一點生活費，天橋下、珠江邊到處都
有他們流浪的足跡。考慮到這樣不利於小淵的成長，4個月
之後，實在沒辦法，余東明想到了廣州市救助站，在派出所
警員的幫助下，父子倆進駐了救助站。然而，裡面的生活條
件並不好，也無任何自由可言。半年後，余東明不得已回香
港申請綜援，把小淵暫時寄養在蘿崗區兒童救助中心。所
幸，余東明成功申請到綜援，每個月能領到2,000多元港幣。

子進救助站父親苦掙扎
有兩個日期，余東明永遠也不會忘記：2009年12月11日，

小淵進救助中心；2010年8月5日，他把小淵從救助中心接出

來。這期間的辛酸和掙扎，余東明再不願
提起。此後，余東明再在番禺租一個單
間，因接受綜援有出境限制，父子倆
見面的機會極為有限。每個月，余東
明自己留1,000元港幣給自己，剩下
的1,000元多寄給小淵。小淵無法
上學，余東明參照學校的用書標
準，給他買教科書，自己手把
手教他。更多的時間，小淵
會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在房間
自學。
小淵也漸漸學會了獨

立，從救助中心出來之
後，他學會了自己買菜
和做飯，悶的時候，
就出去逛逛。不過，
除了買菜，小淵出去逛的時間並不多，「經常有附近的阿姨問我
『爸爸媽媽呢』、『怎麼沒去上學』。」小淵說，他很怕別人問他
這些。除了心疼小淵一個人生活，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余東
明更憂心小孩的教育。他會經常和小淵探討學習上的問題，兩
個人分開時，他就發短信、打電話和兒子交流學習問題。

現最大願望 接兒回香港
余東明說，現在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接兒子回香

港。小孩沒有內地戶口，就沒法申請到香港，這一點，
他十分不理解。「我今年52歲，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我無所謂。但我小孩才11歲，他是不是中國人？都說
有教無類，為什麼沒錢沒戶口就不能上學？」面對這
一連串的反問，記者一時無以應對。
為了孩子的戶口和教育問題，余東明找到穗港及

分隔家庭輔導中心負責人梁秋莎。對於他的遭
遇，同為港人的梁秋莎十分同情。為了余東明
的事情，梁秋莎跑遍了廣州民政、公安多級部
門，但都無能為力。事實上，余東明並不是第
一個向她求助的港人，這些年來，已經接收到
多少這樣的個案，她已經記不清了。這些孩
子的父親，多數經濟狀況並不好，有時候甚
至自顧不暇。「他們最大的心願是赴港定
居，但根據內地法律，入港籍第一步必須
先有內地戶口，這些小孩全沒有。」梁
秋莎說，有這個政策，再有同情心的政
府部門，也辦不了這個事情。

今年70歲的港
人梁先生有一雙
兒女，含飴弄孫已
多年。不過，在廣
州他還有一個10歲的
兒子，是當年與一位
打工妹所生。15年前清
明節，梁伯在廣州拜山時，
在酒樓認識了20歲的女服務員
雅美。一來二往，兩人熟識，
得知對方經歷坎坷，梁伯容她留
在花都的祖屋居住。雅美嘴巴乖
巧，主動提出照顧梁伯的生活。徵
得對方父母同意，梁伯和雅美住在
了一起，並常到廣州看她。

酒樓識靚女 同居誕麟兒
2001年，雅美誕下一名男嬰賢仔。據梁

伯介紹，雅美的心思並沒有放在養育小孩
上，相反，她先後交了幾個男朋友，經常不
在家。「有一次，他把賢仔鎖在家，一個人
外出。賢仔一天沒吃到東西，第二天就病
倒。」因賢仔與生母並無多少感情，考慮到雅
美生活不檢點，梁先生在給了她幾萬元後，雙方
和平分手，梁先生常住廣州照顧賢仔。不過，當
他意識到賢仔的戶口問題時，再找雅美，對方已無
任何消息。

生母不檢點 丟下三無兒
由於沒有戶籍，賢仔從3歲開始，一直在私立寄宿學

校讀書，每學年需要各種費用2萬多元。梁先生在香港每
月退休金只有4,000多元，不夠花時便靠在港子女資助。他
說，自己年齡大了，賢仔上學也沒有學籍，一直想把賢仔
帶回香港生活，但因戶口限制，賢仔無法出境。多年來，他
多次向政府部門求助，但都沒有回音。今年8月底，在廣州市
領導大接訪時，他再去求市領導。「等了好久才堵住曹副市
長，他稱會讓秘書找相關部門。」幾個月過去了，一直沒有消
息。他說，他知道沒有政策，這種事很難辦。所以，只能盼望國
家針對他們這個群體，放寬政策限制。

老翁求市長 翹首無消息
梁先生年歲已高，為了照顧賢仔，他一直在廣州生活。身患心臟病

等多種病症的他，只有看病時才回來香港。

小淵和賢仔
的個案只是冰
山一角。早前
亦有傳媒報道
了17歲香港少
女黃日恆遭父
母遺棄，無錢

醫病無學可上，與75歲好
心婆婆鄧姨相依為命的辛
酸故事。而黃日恆也是梁秋
莎的幫扶個案，在她的努力
和呼籲下，社會普遍關注，並
捐錢捐物。這已經是最大限度
地幫助到她。「看病有錢了，生
活可能一時無憂，但她仍沒有戶
口，還是難以升學。」梁秋莎說，
黃日恆的內地母親如今已入得香港
籍，黃的父親也已組建新家庭，但兩
個人都拒絕接觸這個女兒。

二奶生黑孩 戶口教育難
特區政府駐粵辦和香港工聯會亦多次接

到類似的求助個案，但都無
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孩子遇
到的問題。「不要說地位，
這些孩子連身份都沒有。」
香港工聯會廣州諮詢服務中
心負責人王麗娟告訴記者，
她們很是無奈。據她了解，
由於這些孩子幾乎都是與
「二奶」所生，他們都不願
意公開求助。在分布上，深
圳的「黑孩」最多，東莞和
廣州亦不在少數。王麗娟
說，即便是那些與母親生活
的小孩，在戶口、教育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

呼籲港人代 人大要政策
王麗娟坦言，要解決港裔「黑孩」的一系列問題，必須

從政策上 手。「我多次跑過民政局和公安局，沒有政
策，他們也愛莫能助。政策不改變，這些人的命運根本無
法解決。」她介紹，經與同事交流，他們初步達成一個想
法：通過港區人大代表向國家要政策。
事實上，工聯會二副會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國健

曾呼籲解決內地涉港「黑孩」問題，3年過去了，並未
有實質進展。王麗娟說，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集體的
力量。她解釋，香港工聯會可作為中間方，聯絡眾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共同調研和商議此事，並形成提案，呈
交全國人大。

主角不啟口 避諱更難辦
「只要能收集到足夠多的個案和調研材料，明年的全國

『兩會』便可提交相關提案。」王麗娟說。不過，她也承
認存在一定困難，「他們多數生活在社會的暗角，其中很
多人更不願意講述自己的故事，覺得不光彩。」

記者了解到，這些「黑孩」由於長期以「地下」
的身份生活，缺乏親情，沒有與人交流的環境，
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和性格上的問題。

深覺不公滋生仇恨
小淵曾流浪廣州街頭4個月，進過救助站，長期

一個人生活，養成了自卑、少語的性格。他即便
是到菜市場買菜，也不願與人多說話。余東明
說，他很擔心小淵有心理障礙，導致今後很難在
社會上立足。而賢仔，由於母親對他不管不顧，
甚至將其鎖在家中，他對母親並無感情，「甚至
對她產生仇恨心理，對小孩來說，這很不利於他

的成長。」梁先生說。
對於生活環境對「黑孩」的影響，香港工聯會廣

州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王麗娟尤其擔心。她說，不
僅為他們擔心，也為社會擔心。「這些孩子或多或
少存在一些心理障礙，極度自卑，社會對他們不
公，很容易令他們滋生仇恨心理。」她無不憂心地
表示，問題沒有解決，待這些小孩長大成人，沒有
身份沒有生活來源，很容易走上歧途。

長居暗角無親情心理障礙性格怪

工聯會冀出台特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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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內地生有
私生子的港人，為
小孩戶籍教育等問
題疲於奔波。圖為
梁伯帶 賢仔向工
聯會求助。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工聯會駐穗諮詢服務中心接到很多「黑孩」求助個
案，但苦於無政策可依，亦感無能為力。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港少女黃日恆，與無親
無故的鄧阿姨相依為命。

網上圖片

■穗港及分隔家庭輔導
中心負責人梁秋莎，已
接到多個港人私生子問
題的求助。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自上世紀70年代末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港人蜂擁北上開廠、工作的同時，也連帶產生不少「包二奶」、「養小三」的家庭問題，更衍

生出一大批「無戶口」、「無身份」的港人內地非婚生「黑孩」。據記者獲悉的一份非官方數據統計顯示，內地有近5萬名港人的私生

子，其中，有近萬名由於生母失蹤或者各類證明材料不全而無法登記內地戶口，也因

此無法申請赴港定居。他們大多蝸居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深圳、東莞、廣州居多。

這些「黑孩」因沒有內地戶籍，不僅難以接受正規教育，甚至因為生活貧苦而淪落

街頭流浪。香港工聯會工作人員表示，工聯會正收集有關的個案和調研材料，準備於

即將舉行的全國「兩會」上提案，希望內地出台特別法案，取消「港人非婚生子女入

內地戶口方能申請赴港定居」的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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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變成黑孩子，皆為包二奶惹的
禍。圖為深圳二奶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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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明的兒子尚「困」在內
地，面對諸多困難，深感有心
無力。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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