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愛，
就要帶回家！」為推動家庭中每一位成
員，透過關心家人，構建幸福家庭，西
九新動力聯同九龍婦女聯會及青新網絡
於5月、6月在深水㝸、九龍城及油尖

旺，舉辦「相。信。愛」溫
馨家庭系列活動。

在昨日母親節，「相。

信。愛」溫馨家庭系列活動

愛心大使、西九新動力主席

梁美芬等在愛民㢏商場，為

區內媽媽及家人拍攝幸福家

庭照、鼓勵子女以短訊及愛

心卡形式向媽媽表達愛意。

梁美芬當愛心大使

梁美芬表示，「家」是社

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而充滿愛和溫馨

的家，是構建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石。身

為一個基督徒及兩個孩子的母親，她過

去一直宣揚維護家庭核心價值。在這兩

個月，自己會和其他愛心大使，包括李

家仁、安德尊、吳宗文及余翠怡等一起

推廣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相。信。愛」的活動包括「『相』

聚一刻」—大會將安排專業攝影隊

伍，計劃為1,000個家庭提供免費拍攝家

庭照片的服務，並免費製作成精美12R

相架贈送予參加者；「網『信』傳情」

—參加者可通過簡短的文字向父母表

達感謝和愛意，大會並會選出並獎勵其

中最有意義和心思的短信；「『愛』心

滿寫」—大會會印製3萬張精美的愛心

卡，通過各主辦、協辦及支持機構小學

以及幼稚園等，向社會大眾及學生免費

派發，並鼓勵大家在雙親節通過「愛心

卡」表達對雙親的愛意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母親節，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走遍黃大仙及觀塘多個

地點，與九龍東的居民同賀母親節，又派發心

意花，向母親表達感謝和敬意，祝願各位媽媽

母親節快樂。黃國健在母親節再次呼

籲政府加強照顧婦女權益，保障婦女

及打工仔女，在貢獻社會的經濟發展

時，可享受應有的家庭生活。

在昨日起步儀式上，黃國健希望新

一屆政府加強保障打工仔女照顧家庭

的權利，盡快制訂標準工時立法時間

表、追加法定假日至17天與公眾假期

看齊及立法制訂男士有薪侍產假。

其後，黃國健聯同觀塘和黃大仙的

區議員及一眾義工，乘坐開篷花車由

牛頭角出發，途經觀塘市中心、翠

屏、秀茂坪、順利、彩雲、牛池灣、彩虹、鑽

石山、慈雲山、竹園及樂富，馬拉松式向市民

送上祝賀，及派發心意花，祝願市民母親節快

樂，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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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女性的生活壓力不小，雙職婦女更要承

受多方面的壓力。據工聯會社會事務委

員會最新公布的調查發現，在486名18

歲或以上的受訪女性中，有90.5%表示

自己承受的生活壓力大，有77.7%受訪

者認為政府對在職女性的支援不足夠。

工聯會建議，政府必須制定政策，協助

在職婦女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需要，包括

訂立「標準工時」、加強社區托管服務

及提供完善的退休保障等。

近半港女生活不快樂

是次調查於4月30日至5月6日進行，

發現逾九成受訪婦女均承受相當重的生

活壓力，其中40歲至59歲組別的中年婦

女認同生活壓力重者更有95.2%。在壓

力來源方面，18歲至39歲年輕婦女壓力

的主要來源是工作（32.5%），中年婦女

的壓力主要源自經濟負擔（43.3%），60

歲或以上的年長婦女，壓力則主要源自

照顧家庭及經濟負擔（33.7%）。

整體而言，49.6%受訪者表示生活得

不快樂。

調查又發現，有77.7%受訪者認為政

府對在職女性的支援不足夠。其中，有

81%中年婦女對此表示認同。

工聯會倡訂標準工時

工聯會社委副主任麥美娟昨日在記者

會上分析，香港女性面對多方面的壓

力，中年婦女面對的壓力最大，經濟負

擔最重，最欠缺政府的支援，生活得最

不快樂，「剛剛出來打工的年輕女性要

適應工作，工作壓力會比較大；對於在

職婦女來說，成家立室之後，又要照顧

家庭，又要兼顧工作，生活開支亦不斷

增加，需要同時面對工作、家庭及經濟

負擔的壓力」，建議政府有需要制定相

應的支援政策。
工聯會要求，當局應訂立每星期工

作44小時「標準工時」；加強社區托兒

服務、功課輔導班；提倡在家工作
（Home Office）；加強婦女再就業支
援，如增加再培訓課程等，以及完善
退休保障制度等，以紓解婦女面對的
各方面壓力，平衡她們工作與家庭的
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母親節本是一
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但一班香港丈夫仍為內地
懷孕妻子「撲」產科床位苦惱。數十名「中港
家庭權益會」成員，昨日遊行至新政府總部，
不滿當局協調失當，私家醫院收費過高，促請
當局與私院斡旋，防止「開天殺價」，以及允
許公立醫院明年接收「單非」孕婦。該會同時
指出，不少懷孕滿28周的「單非」孕婦被拒入
境，無法預約床位，要求當局放寬入境政策。

指私院太貴 嘆難搵床位
約30名權益會成員，昨晨由金鐘港鐵站遊行

至新政府總部表達「要床位」的訴求，當中不
少屬「單非」孕婦。他們沿途高叫「BB要出
世」等口號，指不少即將分娩的孕婦至今仍未
找到床位；縱然有床位，亦難以負擔私家醫院
動輒近10萬元的費用。有「單非」孕婦說：

「當局指價錢跟本地(孕婦)一樣，給予我們希
望，現時(收費)卻差那麼遠。」有「單非」孕
婦的港人丈夫表示，預產期為8月的太太至今
仍未能找到床位，批評當局未有提供足夠支
援。

權益會指出，當局早前與私家醫院磋商及提
供「特事特辦」的安排本屬好事，但浸會、寶
血、仁安及聖德肋撒醫院收取的費用，平均約
8萬至10萬元，遠超基層跨境家庭可負擔能
力。權益會發言人曾冠榮指出，聖德肋撒醫院
的收費稍為便宜，但床位有限，要求當局與私

院斡旋，降低收費。

來港辦登記 竟被拒入境
曾冠榮又表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早前提出協助

「單非」孕婦在港分娩的措施，惟不少「單非」孕婦來港辦
理床位登記手續時，卻因懷孕超過28周被拒入境，權益會
至今接獲約10宗相關求助個案。就港人丈夫若居港未滿7
年，其內地妻子也無法登記床位，曾冠榮建議當局調整有
關程序，讓「單非」孕婦來港分娩。權益會又指，「單非」
孕婦應享有與港人相同的分娩權利，要求當局允許公立醫
院明年接收「單非」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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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新動力母親節傳愛心 工聯花車巡遊派心意花

95%中年婦壓力爆煲促支援

■洪燕梅表示，

本港寄養家庭求

過於供，需增寄

養家庭才能紓緩

短缺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黃國健走遍黃大仙及觀塘派心意花賀母親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美芬趁母親節向街坊派花宣揚母愛偉大，並派

出攝影師為當區家庭免費拍攝幸福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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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名「中港家庭權益會」成員，昨遊行至新政府總部。

聖 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寄養服務社工洪燕
梅表示，根據社會福利署截至今年3月

底的數據，全港可以提供服務的寄養家庭共
有925個，他們正接收917名寄養兒童，但仍
有200名兒童未能成功配對合適的家庭，反映
本港寄養家庭求過於供。她表示，為寄養兒
童配對合適家庭時，最少需要有3個家庭作
選擇，換言之，香港仍缺乏600個寄養家庭。
有時雖然供配對的寄養家庭不是100%符合要
求，但由於兒童急需寄養，只要寄養家庭基
本條件吻合，也會安排兒童入住。

此外，洪燕梅透露，近年「雙非」兒童申
請寄養服務數量明顯增加，但大部分申請者
是跨境學童，他們申請在香港家庭寄養，省
卻每天跨境上學，洪燕梅認為，他們只為在
港定居，並非真正有寄養需要，加上香港寄
養家庭已求過於供，因此機構不會輕易批准
其申請，迄今未有一宗「雙非」兒童申請獲
准。

部分願寄養 原因較自私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聯同聖公會聖基道兒童

院上月底，訪問303名25歲至60歲的已婚男
女。結果顯示，只有25%受訪者願意成為寄
養家長，原因也比較「利己」和「有目
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寄養兒童陪伴親
生子女成長；其次是子女長大成人後有額外
時間，以及因為自己喜歡小朋友。

61%人誤當頑劣有病才寄養
其餘75%受訪者則不願成為寄養家長，首3

項原因分別為壓力及責任太大；家中地方淺
窄，及怕被誤會為不育等心理障礙。此外，
調查亦發現，受訪者對寄養兒童存有誤解，
有61%受訪者以為，只有性格頑劣及長期病
患的兒童，才需要接受寄養服務。洪燕梅表
示，調查反映市民對寄養存有不少誤解，建
議政府加強宣傳，以吸引更多人成為寄養家
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俗語有云：「生娘
不及養娘大」，香港不少「寄養媽媽」或「助養媽媽」
無私地、無微不至地照顧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有
寄養媽媽不理會別人的目光，照顧唐氏綜合症嬰
兒，其後更對嬰兒產生深厚感情，當嬰兒生命危在
旦夕時，感同身受得哭起來，她表示會一直照顧寄
養孩子，直至她再沒有能力為止。

「沙士」後投身服務
歐太在2003年「沙士」爆發前，一直在醫院當義

工，「沙士」爆發後，醫院義工服務暫停，卻造就
她投身「緊急寄養服務」的機會。該項服務要即時
接收有需要的兒童，並提供短期寄養服務。歐太首
名寄養兒子是一名11歲男童，當時歐太並不懂正確
照顧他，只好盡量滿足他所有要求，但此舉令男童
過分依賴她，其後不能適應其他寄養家庭的生活。
此次經驗令歐太明白到不可太縱容寄養兒童，要與
他們保持距離，否則只會令雙方辛苦。

最令歐太難忘的「兒子」，是一名2個月大、被父

母遺棄在醫院裡的唐氏綜合症男嬰。歐太起初擔心
家人不接受，對寄養該名男嬰感猶豫，但出於同情
心，她最後還是把男嬰帶回家照顧。由於男嬰十分
乖巧，很快就得到歐太一家人疼愛。歐太憶述，

「兒子」8個月大的時候，因嚴重感冒入院，生命一
度危在旦夕，她看到「兒子」小小的身軀插滿喉
管，恍如切膚之痛，不禁哭起來，幸好「兒子」最
後康復過來。

9年照顧逾30兒童
其後歐太丈夫建議領養他，但因「兒子」除了唐

氏綜合症外，還患心漏症，考慮到個人的能力後，
歐太最後放棄領養。

幸不久後，「兒子」找到懂得照顧他的家庭，歐
太高興地說：「覺得BB好幸運！」

歐太投身「緊急寄養服務」已達9年，曾照顧逾30
名兒童。她表示，見證寄養兒童逐步成長，豐富了
她的人生。她會一直照顧寄養兒童，直至再沒力氣
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  香港有

不少兒童因各種原因，包括被父母遺

棄、父母經濟或能力等問題，未能由

親生父母照顧，需要寄養服務。在

「雙非」孕婦襲港下，有機構表示，

近年有不少「雙非」兒童申請寄養，

加重本已供不應求的寄養服務壓力，

全港仍有200名兒童輪候該服務。但

調查發現75%受訪家庭拒絕接收寄養

兒童，即使願意當寄養家長，受訪者

的目的也較為「自私」，例如希望寄

養兒童陪伴親生子女成長。機構建議

當局加強宣傳，灌輸正確的寄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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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童輪候苦等
寄養供不應求

■歐太表示，會

一直照顧寄養孩

子，直至自己再

沒有能力為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麥美娟（右）

要求政府向婦

女提供更多生

活、工作以至

退休後的支援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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