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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寄養童 姊妹拍住上
難捨與童分離「喊足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養兒育女並非

易事，無私奉獻的寄養家庭更受人尊重。有寄養

媽媽坦言，當初作寄養家庭時只希望有人陪伴

她，但照顧首名寄養兒童時，眼見對方小小年紀

進行手術卻沒親人陪同，才發現「原來是他需要

我，多過我需要他」。當該兒童4歲離開返回親

生家庭後，「我喊足3個月」。本着助人精神，

她至今已照顧10名寄養兒童。另有女兒受到母親

過去照顧寄養兒童的經歷影響，前年投身寄養家

庭行列，並藉此讓兩名兒子學習關愛別人。

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辦「2017年寄養家庭
服務獎頒獎典禮」。獲表揚的林太及

唐太是兩姊妹，她們的二家姐及三哥亦是
寄養家庭。唐太說，當年曾協助照顧家姐
的寄養兒童，直至兩名女兒入讀中學後，
便於2002年成為寄養家庭。
她坦言，當初申請只為有人陪伴她吃喝
玩樂，惟照顧首名寄養兒童的經歷，讓她
的心態大為改變。

「原來他需要我，多過我需要他」
唐太說，該名男童當時只有14個月大，
因天生頭部缺陷，曾3次陪伴他進出醫院手
術室，「醫院個個小朋友都有父母陪伴，但
我的寄養兒童卻沒有……他每次進出手術室
都捉實我，原來是他需要我，多過我需要
他。」當男童4歲時，返回親生家庭居住，
唐太目送男童離開時亦禁不住流淚，「我喊
足3個月，要社工幫忙平復心情。」
自此之後，唐太明白不少兒童需要幫助，
至今已照顧10名寄養兒童，並送走8名兒
童。她說，每次送走寄養兒童也會捨不得，
「其中一個照顧了9年的女生，兩年前被人

領養到外國……臨走
時攬着她喊，但她多了
父母，又有好前景，也要放
她走。」
林太則於2001年成為寄養家

庭，現時照顧一對18歲及12歲的兄
妹。她說，18歲的「仔仔」（化名）早
已與家人打成一片，不但與其親生兒子儼如
兩兄弟，亦照顧林太家人，「爸爸已經90
多歲，但『仔仔』願意照顧他，為他洗澡、
去廁所，甚至兩人一起偷偷出外買食物。」
當林太與「仔仔」外出時，「仔仔」不但為
她拿手袋，兩人更手拖手並肩而行。

如沒生母感覺 不能照顧兒童
林太坦言，如沒有親生母親的感覺，是不
能照顧寄養兒童，亦高興看見寄養兒童長大
後照顧家族內其他小朋友。寄養兒童18歲
後或要離開寄養家庭，林太稱，「如果他離
開，覺得他也會回來，『仔仔』還叫我不要
搬家，他會找到我！」
另有家庭把寄養服務使命傳承至下一

代。林女士一向喜歡小朋友，亦愛熱鬧，

家人支持
下在 1988 年
至 2009 年間曾照
顧9名寄養兒童。其女
兒李太從小便與寄養兒童
生活，李太稱，當時與寄養兒
童培養了親人的感覺，自己亦希望把精神
延續下去，並讓兒子從中學習關愛別人及
與人相處。
在母親影響下，育有兩名11歲及8歲的兒
子的李太，於2015年成為寄養家庭。她
說，現正照顧4歲的小明（化名），由於小
明有自閉傾向，初時不習慣家中環境，不肯

洗澡，「大仔走過去與小明說『哥哥陪你一
齊沖涼』，就這樣解決了問題，兩人多了接
觸。」她又說，一向是孻仔的幼子，曾抗拒
有新成員加入，但經教導後逐漸接受，「小
明學寫字有困難，是左撇子，而細仔亦是左
撇子，他便主動教小明寫字，兩人多了互
動，相處得很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下
個周日是母親節，昨日有約70名媽
媽參與「母乳快閃」行動，在沙田
一間商場內公開餵哺母乳一分鐘，
希望公眾明白在任何地方母乳餵哺
都應受尊重，同時要求政府增強公
眾教育，立法制定全面的母乳餵哺
政策，包括提倡母乳友善工作間及
規定公眾場所提供適量的育嬰室。

團體盼立法定育嬰室數量
發起行動的推廣母乳餵哺團體

「媽媽牌同盟」發言人金洋子表
示，「快閃」行動已舉辦至第五
屆，坦言社會對媽媽公開餵哺母乳
已相對更接受，數年前未舉辦有關
活動時歧視問題更嚴重，但認為現
時仍未足夠，其中育嬰室有被濫用
情況，指有人在內「食飯、換衫、
食煙，諗得出都有」，又希望政府
立法規定若干公眾空間要設一定數
量的育嬰室。
李氏夫婦兩年前兒子出世時曾參

與活動，昨日再帶誕生4個半月的女
兒「快閃」，李太指曾在餵哺母乳

時被「眼望望」，又指自己較幸
運，在餐廳曾得職員協助，可到較
隱蔽地方哺乳，但亦聽過有朋友曾
被其他顧客責難以至驅趕。
她表示政府有宣傳及在新落成大樓

設育嬰室，希望能進一步在所有政府
建築物裡都有，以作帶頭作用。
林氏夫婦則帶13個月大兒子首次

參與，林太指現時育嬰室不足，即
使找到也要輪候，雖然只是等十分
鐘，但對初生嬰兒而言也是長時
間。林先生指妻子任職銀行，但上
班地點不設育嬰室，希望一些大機
構可以加設，認為這只是微不足道
及基本的需求。
他又指，政府有關政策已有改

善，記得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曾公開
發言支持，認為政府「做得永遠都
唔夠」，但可「一步一步嚟」。
帶着5個半月大兒子參與的萬太表

示，政府應加強教育尊重公開母乳餵
哺，指自己曾在港鐵餵哺時被報以鄙
視目光，因此感到壓力，但在其他地
方如台灣則沒有此感覺，希望公眾尊
重，「其實當我哋透明就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母親節將
至，兒童可透過畫作向母親送上愛意，若
畫作同時能做慈善則更有意義。聯合國兒
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昨日舉行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近千名12歲
或以下兒童於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通過
繪畫向母親「示愛」，也為內地貧困地區
母嬰健康籌款，聯同珠寶集團的80萬元善
款，至今共籌得港幣近100萬元。UNI-
CEF HK副主席吳世振感謝小畫家及家長
的支持，期望善款可以為內地媽媽提供更
好的健康服務。
吳世振指，內地每年有近4,400宗孕產

婦死亡個案，當中死因是孕婦在懷孕或分
娩過程中出現併發症，而UNICEF的「中
國貧困兒童資助項目」透過現金資助方
式，為雲南、甘肅及四川等15個貧困縣的
孕婦提供母嬰健康服務。他表示，截至今
年1月，已有16,806名婦女及1歲以下嬰
幼兒受惠。

畫作製T恤籌款助內地童
他表示，今年的繪畫比賽分設3個年齡

組別，每組分設冠、亞、季軍及優秀獎20
名外，更讓小畫家的畫作製成籌款T恤，
大會收益扣除成本後亦將撥捐「中國貧困

兒童資助項目」。
他又感謝周大福珠寶集團捐款80萬元，

支持貧困兒童開展健康人生。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孫志

強指，集團一直堅守「Do Good」的企業
精神，以「Do Good Feel Good」的積極
關愛態度，履行對社會的承諾，對於兒童
身心靈發展尤其關注，因此一直支持UNI-
CEF的工作，特別是內地偏遠地區的項
目，希望透過一系列活動，如繪畫比賽及
親善探訪等，號召周大福員工、顧客，以
及更多有心人士，共同為內地貧困兒童伸
出援手，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

「母乳快閃」尋尊重 媽媽：請當我們透明 千童聚苗圃公園 繪畫向母「示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社
會福利署昨日舉辦「2017年寄養家
庭服務獎頒獎典禮」，表揚340個
寄養家庭，並鼓勵更多合適的家庭
成為寄養家庭，讓有需要的兒童獲
妥善照顧及家庭溫暖。社署表示，
現時共有1,070個寄養服務名額，計
劃本年度起分階段增加240個寄養
服務名額至1,310個，並提高各項寄
養服務津貼，讓更多兒童獲得服
務。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昨日在活

動致辭時讚揚寄養家庭的貢獻，稱
寄養服務為暫時未能由親生家庭照
顧的兒童提供一個溫暖的家，讓他
們順利渡過困境。她期望，社會有
更多寄養家庭為有需要兒童服務，

令社會變得更和諧和有愛心。
昨日共有340個寄養家庭獲獎，其中48

個及14個家庭，分別服務超過15年及20
年，當中更有家庭兩代成員均為寄養家
長，傳承無私奉獻的精神。
社署於1982年成立中央寄養服務課，統

籌和協調非政府機構提供寄養服務，現時
共有11間非政府機構提供寄養服務。接受
寄養服務的兒童，年齡由初生至18歲；若
兒童因家庭突發事故、亦沒有親友照顧，
可獲安排緊急寄養服務，但寄養期一般不
超過6星期。
現時共有1,070個的寄養服務名額，截至

今年3月31日，本港有899個已登記寄養家
庭，有923名兒童正接受寄養服務。社署表
示，為使更多有需要兒童得到適切的家庭
照顧，計劃本年度起分階段增加240個寄養
服務名額，並提高各項寄養服務津貼。署
方同時會透過不同渠道推廣寄養服務，加
強宣傳和招募寄養家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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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0名媽媽參與「母乳快閃」行動，在沙田一間商
場內公開餵哺母乳一分鐘。 莊禮傑 攝

■林氏夫婦。
莊禮傑 攝

■李氏夫婦。
莊禮傑 攝

■媽媽與孩子研究用什麼顏色的畫筆。
彭子文 攝

■■唐太唐太（（右二右二））
及林太及林太（（右一右一））
受大家姐影響受大家姐影響，，
先後成為寄養家先後成為寄養家
庭庭。。 鄺慧敏鄺慧敏 攝攝

■■李太李太((左二左二))在母親影響下在母親影響下，，於於20152015年成年成
為寄養家庭為寄養家庭，，並冀兒子從中學習關愛別人及並冀兒子從中學習關愛別人及
與人相處與人相處。。 鄺慧敏鄺慧敏 攝攝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在4月底達30295億美
元，較3月底上升204億美元。這是中國外
儲連續第三個月回升並企穩3萬億美元水
平，意味着此前分析界擔憂的「中國資本流
出」、「匯率貶值壓力」等情況並無出現，
宏觀經濟保持穩定健康。在全球經濟形勢波
詭雲譎之下，中國保持相當規模的外儲，保
持貨幣匯率穩健，主要靠的是實體經濟的平
穩發展、供給側經濟改革見效和產業升級轉
型的持續推進。尤其是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
中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態勢，大大提振
了國內外對宏觀經濟的信心，預料人民幣匯
率將可在正常的波動中保持總體穩健，人民
幣國際化的步伐亦將持續推進。

總結外匯儲備持續回升的原因，一方面是
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均衡狀態，外匯供求基本
平衡；另一方面是非美元貨幣相對美元總體
升值。當然，長期來看，實體經濟的強弱才
是影響貨幣強弱和外匯儲備流向的決定性因
素。去年，中國經濟去產能和產業升級轉型
取得豐碩成果，全國超額完成鋼鐵去產能
4500萬噸、煤炭去產能2.5億噸；高技術產
業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8個百分點；全
國每天新登記企業達1.5萬戶。在這個基礎
上，2017年年初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
持續穩中向好，第一季度經濟增長6.9%，
較去年第四季度提升0.1個百分點，各項經

濟指標均有所好轉。
下一步，中國將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轉型，
將「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智造」。例如
日前的國產「大飛機」C919試飛成功，說
明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競爭力日益強大，
成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重要基礎。今年
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推
進國際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支持外商
投資企業在內地上市發債等等，連串舉措可
望進一步釋放紅利、為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這些因素將可推動外匯儲備規模進一步趨向
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亦可以保持平穩。在
這個基礎上，李克強總理亦宣佈了「債券
通」將在今年啟動，這意味着人民幣國際化
的步伐將持續推進，對香港則意味着更廣闊
的市場機遇。

雖然當前面對美國加息持續升溫，歐洲
政經存在諸多不明朗等因素，在複雜多變
的外圍環境中，外匯儲備再出現一定幅度
的上落是很正常的。即使今後中國外儲再
度短期下跌亦不足為奇，因為中國外儲的
規模依然位列全球首位，佔全球外儲近3成
的規模，足以應對短期的外圍風險。只要
中國的經濟穩定增長，外匯儲備將會在波
動中趨向穩定，逐步穩定市場對人民幣匯
率的心理預期。

外儲上升反映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健康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

天起一連三天視察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是近三年來，
繼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後，第三位
國家領導人視察澳門。據了解，張德江委員長此行將
會聽取澳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匯報，親身了
解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基本法實施和經濟社會發
展的最新進展，並與澳門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交流，近
距離傾聽民眾心聲。國家領導人視察澳門，根本上說
是對「一國兩制」實踐情況的親身體察。今次視察澳
門，相信中央會肯定澳門回歸近18年來，在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顯示出中央全力支持澳門特區依法施政，重視
澳門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澳門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
在歷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下，廣大市民團結一
心、自強不息，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
法，維護國家統一、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發展經濟和
改善民生等重大事務方面，都取得不俗成就。澳門在回
歸後迎來了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本地生產總值、特
區政府的財政收入持續大幅度增長，同時，市民失業率
不斷下降，市民福利提高，民生改善明顯。目前的澳門
經濟繁榮、社會和諧，在經濟適度多元化、與內地加強
融合等方面成果顯著，同時愛國愛澳觀念深入人心，成
為社會的主流核心價值，整個社會呈現勃勃生機。

回歸後的澳門取得這樣的發展成就，值得深思、借
鏡。許多長期觀察澳門發展的人士指出，澳門回歸
後，市民團結一致，努力減少爭議，尤其不搞泛政治

化的爭拗，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和澳門基本法，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方面。這是澳門的成功基礎。2014年12月，習主席
視察澳門並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時，高
度讚揚澳門「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
讚揚澳門「小桌子上能唱大戲」，這些話是對澳門成
功經驗的精闢概括。

此次張德江委員長到澳門視察，可以體現中央高度重
視澳門的建設和發展，對澳門近年來各方面成就給予持
續的肯定，也凸顯了國家對澳門特區在國家發展中重要
地位的重視。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之中，澳門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節點地區，在促進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葡語系國家的相互間文化交
融、經貿合作、旅遊交流等方面，可以扮演積極的角
色。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尤其是在以旅遊業為龍
頭的經濟產業鏈方面，澳門更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張德江視察時，預料會給澳門在把握國家「十三五」規
劃、「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國家戰略機遇
上，給予更多的指導，帶來強大推動力，從而激勵澳門
社會各界把握機遇，團結奮鬥，更好地應對外圍經濟變
化所帶來的挑戰，克服困難，續創輝煌。

香港和澳門關係一向密切，澳門成功的經驗也值得
香港借鑒。在落實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的過程中，香港也應與澳門加強合作，共同
抓住重大戰略機遇，促進各自的經濟發展。香港廣大
市民也應密切關注張德江此次訪澳，從中獲得更多有
益的啟示。

張德江視察澳門顯示中央高度重視「一國兩制」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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