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位姐姐怎樣稱呼啊？呢位姐姐飲果汁啊。」初次
見面，5歲的Brain用稚嫩童聲仰頭詢問身邊葉生，並流
暢地從冰箱取出飲料遞給記者，禮貌貼心，滿臉陽光，
儼然家裡的小主人。Brian是葉先生首次做寄養「叔
叔」而結緣的第一個小朋友。Brain經專業評估，是疑
似過度活躍症(過動症)、智商發育遲緩及輕度自閉症患
者，Brain的智商比真實年齡遲緩兩年，現已成功申請
到特殊學校學位，正等待入學面試。

首做寄養家長 育「頑童」不放棄
兩年前，52歲的葉先生正式接收3歲的Brian入住，
「唔識表達，亂晒龍，亂摷嘢，搞到啲嘢周圍都係，又
有腸胃敏感，周圍大小二便。」
作為寄養新手，葉先生顯然被Brain的種種行為嚇
怕，但卻未放棄，上堂、聽講座、參加寄養家長分享
會，葉先生嘗試種種辦法打開Brain心扉，收穫現時一
臉燦爛的小天使。
16年前葉先生因母親中風入院需人照料，而決定放棄
經營多年的個人企業，回歸家庭。後女兒出世，又一手
湊大女兒，今年女兒已15歲，是一名品學兼優的中四
生。本可享受輕鬆退休生活，運動、飲茶、歎世界，孰
料早年胞兄突然罹患癌症，令葉生感悟人生無常，希望
做些有意義及回饋社會的事。
兩年前申請做寄養家庭，葉先生回憶初次在香港家庭
福利會（家福會）與Brain見面的情形：「小朋友好好
笑容，又靚仔、活潑，他（Brain）會主動走過來拉住我
的手及要抱抱，好願意親近我。帶他出街，又行得、玩
得、食得，覺得沒問題，一個月後就決定接收他。」
然而「感覺像是上當一樣」，回到家才發現Brain
「只有10%的乖，卻有90%的調皮」，被葉先生評為
「玩、食、睡3科拿A，其他全部Fail」。
為教育好Brain，葉先生報讀家福會長達8個月的親子
遊戲課程，學習用「我好明白你」、「叔叔永遠站在你
這邊」等語言安撫其情緒，並以給出選擇的方式鼓勵
Brain自我表達。

願以爸爸形象 消孩子心中陰影
不知不覺，兩人已親密無間，「夜晚都要一起睡，睡
夢中又會突然翻過身攬住我，好窩心。」葉先生說，
「做寄養『叔叔』的收穫與付出，不是金錢可以衡量，
看着小朋友慢慢長大，其中的滿足感好大，是一種享
受。」
今日是父親節，葉生表示，自己只想以接近爸爸的形

象帶給Brain更多的愛和關心，消除他心中的陰影，讓他
可以健康快樂地長大，做社會的生力軍。■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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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在火炭有一家食品製作工場，由一對

父子兵聯手在業界打出名堂。兩父子本是門外漢，48歲爸爸韓宗博原已

從事工程行業30多年，人到中年為了夢想，再進修轉到飲食業發展；20歲兒子韓子俊

昔日原是「隱蔽青年」，爸爸的毅力令他醒覺，攜手與父親打理工場，同時到餐廳兼

職，吸取社會實戰經驗，尋找屬於自己的路向。父與子，成就彼此。父親節快樂父親節快樂

三個爸三個爸爸爸 故事故事的

創業父子兵 轉行救「隱青」

寄
養﹁叔
叔﹂
結
緣﹁過
動
童﹂

行
政
總
廚
工
餘
盡
享
天
倫
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四
個小孩的家庭」第一時間令人聯想到
「好熱鬧」，而配上飲食集團行政總廚
的父親，卻會令人疑惑「還有時間照顧
孩子嗎？」潮州菜名廚許美德這位父
親，縱使工作極忙，與子女關係依然非
常親近。許師傅笑言自己的唯一嗜好就
是享受天倫樂，會把工作以外的時間全
部撥給家人；又大讚太太持家有道，同
時為他樹立良好形象。一家六口互相欣
賞，幸福的潮州家庭。

一家六口樂融融
訪問當日，子女難得獲爸爸批准探

班，二女、三子與四子到酒家會見爸爸
時立即撲上，逐一抱抱爸爸，二女尤其
待在爸爸身邊不願離開，許太笑言父女
每次會面，總會上演同一畫面。
算起來，到爸爸公司探班的機會，只
曾有過3次，難怪孩子們都特別興奮，拉
着爸爸四處遊。
46歲的許美德是連鎖潮州酒家的行政總

廚，也是四個小孩的父親，大女18歲、二
女8歲，之後4年抱兩。許美德說自己是
傳統潮州人，喜歡家庭熱鬧，然而早年處

於事業發展期，顧及經濟條件，不敢多
生；升任至行政總廚後數年，家庭經濟相
對穩定，可享一家六口的歡樂。

盛讚太太功勞大
辛勤工作的背後，都是為了家庭。許
美德的嗜好不多，行政總廚的職位以
外，他是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的理事
長，為把握與家人同樂的時間，每次聯
誼活動都會一家大小一同出席，出埠工
作則會帶同太太，「小朋友要上學，我
們二人世界，暑假就一家人去」。
他又形容「時間與機會都靠自己製

造」，每天再忙都要盡力抽至少10分鐘
與子女傾談，每天出門或是回家時，都
會大叫一聲「我出門（回來）了！」每
一個微小舉動，累積起來就是維持關係
的秘訣。
他又大讚太太持家有道，把家務處理

得井井有條，又會在子女面前為他樹立
良好形象，「實在是功不可沒」！許太
則稱讚丈夫盡責、有承擔，雖然偶有潮
州人的「大男人」性格，但事實上亦非
常細心；她又理解丈夫工作繁忙，要彼
此互相遷就，「不曾後悔嫁給他」！

外皮香脆，芝士撻心香濃軟滑，某家於尖沙咀設
分店、來自日本的芝士撻專門店，其產品原來

是交託韓爸爸與夥伴共同開設的食品工場預先製作，
再到店舖焗香。正是韓爸爸對用心製作食品的堅持，
吸引該日本公司把秘方交予韓爸爸，負責香港區的製
作。年近45歲，韓宗博才由工程界轉行，踏入自己
本來一無所知的飲食業，全因對夢想的追求。

父開食品作坊 幫兒脫打機癮
「我覺得飲食是一門藝術，自己一向有興趣，看完

飲食節目會自己再研究，但年輕時家人不同意我入
行，怕會學壞。」韓爸爸把前半生的故事娓娓道
來—從事工程行業30多年，曾經創業，經歷多次成
功與失敗的循環，韓爸爸笑言「趁未死得」，決心轉
行做自己有興趣的事，透過報讀僱員再培訓局的「初
級中式烹調師（國家職業資格）基礎證書」課程，拿
取認可資格及擴大人脈成功入行，後來獲友人邀請接

手食品製作工場，發展至今逾三年。
成功開創新路，但韓爸爸始終最掛心兒子。他說

兒子子俊昔日原是「隱蔽青年」，中四輟學，日夜
埋首電動遊戲機熒幕前，「打到上癮，餓都唔食
飯」。自己「打過鬧過」，都無法令子俊停手；苦
口婆心跟子俊講道理，訴說希望創業開餐廳的夢
想，終令子俊願意踏出第一步，兩年多前報讀與爸
爸同一個的再培訓局課程。
說起這段難捱的時光，韓爸爸依然歷歷在目，反而

子俊笑言已經忘掉，反而更着眼於如何做好未來。子
俊說，起初抱着敷衍的心態報讀課程，但在課堂間老
師說了不少關於人生的議題，「都是本身你知道，但
不願面對的事。」他回家反覆思考，終於醒覺，改變
心態，過程中亦發現自己對煮食的興趣與天分，爸爸
的毅力更是令他堅持的主因，「他到了這年紀，卻為
了興趣而投入新的行業，同時不斷學習充實自己，是
他的努力激發了我」。

父子貢獻社會 義務派贈飯盒
為了讓子俊見識更多，韓爸爸帶着子俊參與不同的

活動擴大人脈；韓爸爸又堅信「貢獻社會」比「掙取
金錢」更重要，故此會與區議員或團體合作義務「派
飯」，與兒子一起製作數百個飯盒贈予有需要人士，
「想兒子知道我們不憂溫飽，已經好幸福」。
父子一起在工場說說笑笑，認真製作，拍住上將工

場愈做愈好。韓爸爸說看到子俊的進步很大，這兩年
多來都不曾對子俊發怒，但同時補充「進步空間還有
很大」。子俊則說很欣賞爸爸的熱誠，彼此有商有

量，不會擺出「父親的架子」。
韓爸爸將子俊的成長比喻成種植—曾經擔心樹苗

會長不出枝葉，便要尋找不同方式，繼續悉心灌溉與
施肥，耐心等待，最終小樹苗開始長得茂密。問韓爸
爸「收成了嗎？」他與子俊都異口同聲衝口回答
「未！」子俊說，仍有很多功夫需要學習，目前在拉
麵店任兼職，希望吸取更多社會實戰經驗，尋找屬於
自己的路向。韓爸爸就希望將工場與派對房連結，一
邊繼續食品製作，另一邊開班教學。未來的路，很
長，幸與摯親同行，在收成的時刻，旁邊有着彼此。

■■韓氏父子拍住上一起開韓氏父子拍住上一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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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親共同打拚事業，兒子從「隱蔽青年」變成
「有為青年」。 梁祖彝 攝

■葉生與疑患過動症的Brain情同父子。
陳文華 攝

■■首次做寄養首次做寄養「「叔叔
叔叔」」的葉先生的葉先生，，用用
愛心打開愛心打開「「頑童頑童」」
心扉心扉。。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名廚許美德難得批准妻子名廚許美德難得批准妻子
兒女兒女「「探班探班」。」。 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父愛如山父愛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