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菲與Bewsey的膚色不一樣，但當兩
人四目交投，散發的幸福笑容，與一

般的父女並無二樣，同樣羨煞旁人。菲天
真的笑靨，難以令人相信她有坎坷的出
身。今年2歲的菲，其親父母皆是內地人，
來港誕下她後8個月，便放棄撫養權交由社
署照顧。菲曾被安排到寄養家庭暫住，苦
候大半年，期待已久的父、母愛終重臨她
身上，由英籍的Bewsey夫婦領養。

殘疾不嫌棄 當掌上明珠
現年51歲的Bewsey與47歲的太太結婚9

年，一直膝下猶虛，他們不僅沒有嫌棄菲
的先天殘疾，Bewsey還如獲瑰寶般全職照
顧菲，每天親自為女兒準備早餐，再為她
梳洗及一同到沙灘遊玩，父女倆以簡單的
英語對話，已是最幸福的生活。
父親節臨近，未懂事的菲雖然未能親口

說：「父親節快樂！」但初為人父的
Bewsey坦言今年的節日氣氛格外濃厚。即
使他們未有為父親節安排特別節目，
Bewsey只會與菲到郊外野餐，再待任職幼
稚園校長的太太下班後一同晚膳，「只要
能一家人一起過節，讓菲感受到當中的家
庭溫暖，已心足。」

慈父查出癌 愛心助康復
菲為Bewsey帶來溫馨的家庭生活，也間

接令Bewsey及早發現身體警號。由於社署
規定，領養申請人須先進行健康狀況等評
估，Bewsey就在體檢中確診前列腺癌。他
稱，幸好及早發現，才有充足時間接受治
療，現已全面康復，坦言：「若不是申請
領養也不會做體檢，回想過來，是菲給予
我新生命。」奧妙的父女緣，是誰給予誰
新生，實難說得清，Bewsey只願以餘生時
間，將所有愛奉獻予這位擁有中國人面孔
的愛女。

送女進幼園 學融入社會
Bewsey夫婦將菲視如己出，無微不至地

照顧她的生活起居，一心為她鋪設康壯大

道。Bewsey的太太表示，為使菲與正常小
童般成長，已替她安排入讀一般的幼稚園
及小學，希望她不會因先天的不幸，而剝
奪學習的機會。但若菲最終未能習慣正規
教育，也會轉介她到有學習支援班的特殊
學校，但強調絕不會放棄任何讓她學習及

融入社會的機會。
人並不能決定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選擇以

愛重燃別人對生命的希望，從中也為自己帶
來新生。無私付出的Bewsey夫婦沒有「望女
成鳳」、「養兒防老」的奢望，一心只求菲
能夠快樂生活，夫婦倆已感心滿意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父親
節將至，民建聯的調查發現，90%受訪子
女心目中「好父親」的首要條件是具備經
濟能力，懂得為子女未來作打算，例如置
業，關愛家人、對家人有承擔只屬其次，
凸顯受訪者以物質或錢財衡量父愛，十分
現實。

多數80後向物質傾斜
民建聯認為，良好的家庭關係不應過分

偏重物質，應建基在互動溝通、關懷的基
礎之上。
民建聯上月在街頭訪問300人，65%受訪

者在30歲以下。調查發現，近90%受訪者
認為，好父親的首要條件是具備足夠經濟
能力，能夠照顧家庭。其次是父親懂得為
子女的未來打算，當中以學業及置業為主
要訴求；父親須懂得關愛家人只屬其次。
同時，只有約一半人認為父親聆聽家人意
見是重要。

同時，有86%受訪者每天與父親傾談少

於30分鐘，遇有困難時60%人不會選擇向

父親傾訴，可見父親與子女關係疏離，缺

乏情感溝通。調查結果也反映大部分「80

後」受訪者與父親的關係，向物質傾斜，

忽略真正心靈上的溝通。

葛珮帆指應溝通關愛
民建聯認為，調查結果也反映父親傾向以

金錢物質作為愛的表現，過度提供舒適、富

裕的成長環境，以致子女認為好父親條件是

有足夠經濟能力，導致子女難以獨立生活，

有如溫室小孩，不能自力更生，才會連未來

都要父親為其打算。民建聯沙田區區議員葛

珮帆指，家庭關係應有互動溝通，注重關

愛，是非物質所能相比的。

民建聯另一調查則以小童為對象，了解

逾600位小童最喜歡和最不喜歡聽到父親的

話。原來小童最喜歡聽父親講讚美的說話

是「有進步」、「做得好」，其次是「我愛

你」；最不喜歡聽到父親講責備說話，如

「死仔」、「衰女」及「打死你」，其次亦對

父親說粗言穢語反感。

陳克勤倡讚賞加鼓勵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雖然父

親較為含蓄，但與子女溝通時，可考慮多

讚賞，如謝謝及以正面字眼鼓勵子女，加

強溝通以促進親子關係。同時減少物質鼓

勵，因為子女最希望父親說故事，或一同

出外遊玩，遠多於收禮物。父親亦應多了

解電腦知識作溝通橋樑，但須以身作則，

鼓勵子女不要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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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無國界 棄女獲新生
英籍夫婦領養智障嬰 聞聲「Dad Dad」已心醉

雙非兒童領綜援年增14.3%

港人領養如揀蟀 待領童61％殘障

■Bewsey太太（右）表示，已為菲準備好學

習的安排，希望她可得到一般人同等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愛

之偉大在於它能超越膚色、血緣，

也無分殘健。「雙非童」菲(譯音)自

呱呱落地已受厄運作弄，出生不久

證實患唐氏綜合症，還遭親生父母

狠心遺棄香港，猶幸上天憐憫安排

一段異國恩親，獲一對居港的外籍

夫婦領養，在無私的父愛及母愛下

茁壯成長。呀呀學語的菲縱然未能

說動聽的話，但常掛在嘴邊的一聲

聲「Dad Dad(爹爹)」已是最好的父

親節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對無血緣
關係的孤兒付出是難事，承擔照顧殘疾兒童
的責任更是難。社署表示，每年平均有35名
兒童未能成功被領養，當中60%有殘障；其
次是年齡大的孤兒。關注兒童權益的團體批
評，港人傾向領養健全兒童的心態自私，對
孩子並不公平，促請當局盡早檢討領養機
制。

年齡大孤兒多不獲接納
社署表示，根據過往經驗，本地申請者傾

向領養身心健康和年幼的兒童，而年齡較
大、有殘疾及家庭背景複雜的兒童，較難於
本地配對合適的領養家庭。由2007年至去

年，每年申請領養的個案平均有126宗，然
而成功被領養的兒童平均只有91人，即35人
未能成功配對。當中殘障及3歲以上兒童被
領養的比率偏低，去年被領養的96宗為例，
殘障兒童只有5人，而3歲或以上的兒童也僅
11名。未能成功被領養的兒童只能在寄養家
庭或兒童院舍度過童年，直至18歲仍未有家
庭接納的話，成年後便需獨立到社會生活。
社署領養課主任李惠儀表示，署方會根據

申請家庭對領養兒童的要求，挑選符合條件
的兒童作配對，現時港人與外籍家庭申請領
養的比例為6比4，港人家庭在數字上雖然較
多，但願意領養殘疾兒童的個案卻只有少
數。她稱，截至去年底，署方已累積112名

待領兒童，當中有69名殘疾兒童，佔整體
61.1%，反映出港人領養家庭對殘疾兒童有
點抗拒；署方為了替殘疾兒童配對合適家
庭，會向外籍領養家庭作出建議，他們大多
欣然接受。

童權會促檢討領養安排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執行幹事黃惠玉對於

待領養兒童中逾60%有殘障感震驚。她批評
港人在領養兒童的取向上，並未對所有兒童
作出公平的對待，是自私的表現。她稱，內
地自實施「一孩政策」以來，不時有內地夫
婦為逃避罰款，不惜來港產子後遺棄在醫
院，或交由香港親友照顧後便失去蹤影，當

中健全的遺棄兒童大多能透過領養服務找到
新家庭，然而殘障的棄嬰命運截然不同。
黃惠玉指出，未能被領養的兒童會一直

暫住在不同的寄養家庭或兒童院舍，在欠

缺家庭溫暖的環境中成長，令他們感到流
離失所，她質疑當局的領養安排已過時，
應盡早作出檢討，鼓勵領養家庭接納殘障
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凱恩）無論是否父親
節，一家人最重要相處融洽和睦。但有調查發現，
近半數受訪者指自己並沒有開心的家庭，揭示香港
的家庭關係存在不少隱憂。香港婦聯會批評，政府
對家庭友善政策的推廣不足，促請當局投放更多資
源和措施推動有關政策。

中年人最不滿家庭關係
香港婦聯會於5至6月間進行問卷調查，訪問727

人，以了解受訪者對家庭友善政策的認知、對家庭
及香港的生活質素滿意度。
調查發現，認同自己擁有開心家庭的受訪者僅佔

一半，其餘一半人認為自己的家庭不開心，反映很
多市民不滿意現時的家庭關係。當中有感家庭生活
不開心的受訪者，以40至49歲的年齡層最普遍，約
有40%；其次是18至29歲，約佔30%，可見中年人最
不滿家庭關係。另外，40%受訪者表示香港是快樂
城市，可見市民對香港生活質素未感滿足。

同時，逾60%受訪者不認識家庭友善政策，反映
政府對該政策的宣傳不足。另外，調查亦就婦女發
展事宜進行探討，發現40至49歲受訪婦女在面對工
作、家庭、生理及心理的轉變，均產生很多的憂
慮，例如面對中年失業、擔心伴侶的收入不穩、晉
升機會少等。

婦聯促政府推配套措施
香港婦聯會副主席、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

歐陽寶珍表示，家庭友善政策通過至今已6年，仍僅
零星的大企業、機構支持，社區對政策的認識不
足，期望政府及早推行配套措施，為香港家庭提供
長遠支援，以紓減父母的壓力。

近半受訪者 家庭不和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雙非」
不僅是逼爆醫院的問題，隨㠥內地父母遺
棄子女在港的個案浮現，「雙非」漸成社
福問題。社署表示，「雙非」兒童領取綜
援的累積個案，由2008年起平均每年增加
14.3%。有社工批評，棄嬰的內地父母不負
責任。

社工批棄嬰父母不負責
「雙非」父母在港產子後杳如黃鶴，將

照顧子女的責任交託本地親友，當中部分
親友為免增加經濟負擔，向社署領取綜援
補貼生計。社署表示，「雙非」兒童申領
綜援的個案，自2008年起錄得持續升幅，
每年平均增加14.3%，已累積至327宗申請
個案，涉及388名「雙非」兒童。另外，社
署去年接獲兩宗被遺棄於醫院的初生嬰兒

個案，但未能確定他們是否「雙非」。
有社工反映指「雙非」兒童被遺棄後，

親友被迫負起養育他們的責任，批評棄嬰
的「雙非」父母不負責任。他指出，被遺
棄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難以感覺父母的
親情，對他們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

預計申綜援數不會急升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幹事施麗珊反駁

指，目前累積約300宗「雙非」兒童申領綜
援的個案，情況並不嚴重。她又認為，由
於「雙非」兒童不能以個人名義申領綜
援，只能以寄養家庭為單位作出申請，但
大部分基層家庭均對成為綜援戶感抗拒，
寧願以開源節流的方式騰出資源，也不願
依靠港府的援助，故預期「雙非」兒童申
領綜援的數字，在未來不會急劇上升。

■香港海關緝毒工作犬在記者會上演示嗅出藏有「海洛因」毒品的行李箱。香港郵政

宣布以「政府隊伍工作犬」為題的郵票及相關集郵品（右圖）將在6月19日發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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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殘疾或

年齡較大的

棄兒，港人

多數不願領

養，被批自

私、對兒童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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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中)

指出，家庭關

係應要互動溝

通 ， 注 重 關

愛，是非物質

所能相比的。

團體提供圖片

■原來小朋友

最喜歡聽父親

講讚美的說話

是 「 有 進

步」、「做得

好」，其次是

「我愛你」。

團體提供圖片

■婦聯會歐陽寶珍(左二)指摘政府對家庭友善政策的推廣

不足，要求投放更多資源和措施推動。 團體提供圖片

90%子女心目中 好父親須「有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