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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寄養童感受母愛
局長向「養母」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迎接

新生命前後，無論準媽媽或準爸爸

均有大量事情要處理。民建聯趁昨

日母親節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要

求研究修例延長現時在職媽媽只有

10星期的產假，及將全港男士侍產

假與公務員看齊，由目前3天增至5

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

示，有關建議可紓緩產婦的身心壓

力，減低產後抑鬱的風險，並促進

家庭和諧。他們之後向勞工及福利

局代表遞交請願信。

民建聯約30人昨日到政總門外，拉起寫
有「要求延長產假及男士侍產假」的

橫額，要求政府帶頭推動企業延長產假。
本身是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葛珮
帆表示，收到不少女士的訴求指，雖然很
想生兒育女，但現時政策支援不足，讓在
職父母承受很大壓力。

葛珮帆：延長產假可鼓勵餵母乳
葛珮帆表示，現時香港在職媽媽產假
一般只有10星期，甚至並非全薪，不少
媽媽為照顧初生嬰兒欲申領無薪假又擔
心會被解僱；亦有媽媽用母乳餵哺，而
母乳餵哺目標是首6個月，產假明顯不足
夠，因此延長產假能鼓勵餵哺母乳，並
能確保婦女產後恢復體能。她指出，暫

未有建議應將有薪產假延長多少，建議
政府主動研究，讓勞僱會討論以取得雙
方平衡。
她並指，現時男士侍產假只有3天並不足

夠，「時有婦女因產後抑鬱而自殺，丈夫
如能陪伴剛分娩的妻子及協助照顧嬰兒，
共同分擔家庭責任，可紓緩及減輕產婦的
壓力。」

柯創盛：政府帶頭讓機構仿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很多父

母「想生但唔敢生」，建議政府以身作
則，帶頭研究延長在職媽媽的產假及男士
侍產假，好讓其他機構仿傚。他希望現屆
政府聽到有關訴求外，也希望新任政府亦
能聽取意見，推動有關政策。
根據統計處資料，2016年的出生數目為

60,800 人（臨時數字），較 2015 年的
59,900人增加1.5%，顯示本港出生的嬰兒
數目有上升趨勢。葛珮帆表示，政府一直
鼓勵市民生育，雖然出生數目略增，但有
必要推行更好的生育政策，提供有利的環

境及家庭支援措施，才能繼續提高生育
率。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同時要求政府修

訂《僱傭條例》，防止女性僱員因懷孕而
受剝削及歧視，並將產假薪酬增加至全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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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市民會怎樣與媽媽慶祝母親
節？一起吃一頓飯抑或送禮給媽
媽？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
鄧家彪前日便與母親飲茶，提前
慶祝母親節。二人在「想當年」
之際，鄧家彪突然拿出一束鮮花
獻給母親，再補一句：「媽媽，
母親節快樂！」哄得鄧媽媽喜上
眉梢，暖在心頭。
鄧家彪前日在其facebook專頁

上載一段與母親飲茶的短片，鄧
媽媽談起鄧家彪的小時候。她指
出，因為她要做生意，故鄧家彪
小時候便要買餸煮飯，「有次他

見到一名女士背着一名小朋友，當時天氣
又冷又凍，他便將30元一次過向該名女
士買下所有魚仔，說讓她早些收工回家，
那餐我們無菜無肉。」
鄧媽媽又想起鄧家彪小學5年級時送她

幾種色的線及針，讓她暖在心。不過，有
件事亦令鄧媽媽一直耿耿於懷，「阿彪仍
是幼稚園時，他問我為何別人的媽媽不用
上班，自己的媽媽卻要常常上班呢？其實
我好心痛。」其實兩母子不用斤斤計較
啦，母慈子孝已是非常幸福了。

母親節請願 民記促產假加碼
要求全港侍產假與公僕看齊 助產婦減壓利家庭和諧

本地部分銀行 /企業產假及侍產假安排
銀行 /企業 產假 侍產假 全薪

渣打 20周 2周 
匯豐 14周 2周 
中銀 14周 5天 
新世界 10周 3天 
港鐵* 10周 3天 
生產力局* 10周 3天 
註：港鐵（分娩前連續受僱滿40周，而

年資未滿40周者可享無薪產假；連
續受僱滿40周可享侍產假）

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分娩前連續受僱
不少於40周可享產假；連續受僱及
通過試用期可享侍產假）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民建聯趁昨日母親節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要求延長產假及男士侍產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騎術學校開放日
5000人入場過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賽
馬會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於昨日母親節舉行
周年開放日，共吸引逾5,000名市民入
場，近距離接觸馬匹，加深對馬匹及馬術
運動的認識。有手推嬰兒車的年輕家庭，
也有帶同長者、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由中
午起陸續入場，一起歡度母親節。
鄧太太與9歲大女兒及丈夫，今年是第

三次參與開放日活動，原來因為「囡囡次
次都要騎馬」。她們一家人把握時間一早
入場，丈夫到場後便一個箭步跑去排隊，
為女兒買票策騎小馬，鄧太太則與女兒排
隊參觀馬房，他笑言：「天氣雖然好熱，
但兩樣活動都有得玩，好開心。」
李小姐帶同3名分別10歲、7歲及5個
月大的孩子，連同自己母親一行5人，今
年是第一次來馬會騎術學校參觀。她說：
「雖然住在附近，但平時難有機會，值今
日年度開放日公眾可以免費入場參觀，特
意前來，給孩子拍拍照片及見識一下馬
匹。」她表示，子女早前送了一枝花給她
作為母親節禮物，晚上會舉家吃飯慶祝。

■市民參觀騎術學校，親子同樂，歡度了
一個溫馨的母親節。 馬會供圖

■鄧家彪向母親送花。 fb圖片

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蕭偉強於昨
日母親節發表網

誌，向全港母親送上祝福，同時向一些無私
付出愛心的寄養或領養家庭的母親致敬。他
表示，為使更多有需要的兒童得到適切的家
庭照顧，政府將於本年度起分階段增加240
個寄養服務名額，包括60個緊急照顧名
額，令整體的寄養服務名額由現時的1,070
個逐步增至1,310個，當中的緊急照顧名額
將由現時的95個逐步增至155個，社署並
會提高各項寄養津貼。他續說，社署亦會為
一些失去父母的兒童尋找合適的永久領養家
庭，截至上月底，共有74名兒童等待領
養。
蕭偉強指出，養兒育女需付出很大心

血，特別是香港的工作環境要求高和競爭
大，家長須在工作與照顧家庭之間取得平
衡，故署方藉提供幼兒照顧服務，希望有助
減輕雙職父母照顧幼兒的壓力，並一直為有
需要的家庭提供收費豁免或減免。2018至
19年度，社署會在沙田區增加約100個資助
獨立幼兒中心名額，為3歲以下的幼兒提供
全日制服務。

「攜手扶弱」撥2億配對資金
此外，社署透過提供「課餘託管收費減
免計劃」，減免6歲至12歲兒童的課餘託管
服務收費，幫助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外出工作
或接受就業培訓。政府亦透過「攜手扶弱基
金」提供2億元專款配對資金，鼓勵商界與
非政府福利機構和學校合作，推行更多課餘
學習及支援項目，協助主要來自弱勢家庭
中、小學生的全人發展。
蕭偉強表示，至今有155個課餘學習及支
援項目獲批，涉及配對資金約1.17億元，
累計惠及逾6萬名中小學生。該些課餘學習
及支援項目在商業機構的捐助及基金配對
下，整體資助總額逾2.3億元。

蕭偉強續說，50後、60後的一代，很多
都曾受惠於三代同堂家庭的好處，有祖父母
幫忙照顧下一代，但新一代以核心家庭為
主，加上不少新手祖父母本身都感到自己
「雞手鴨腳」，因此當局於去年推出一項為
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
讓祖父母協助照顧幼兒，反應十分踴躍，當
局會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考慮持續推行，
並會探討在其他平台舉辦，例如納入「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或「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
範圍等。
他表示，曾看過一幅母親節的漫畫，畫
中兩個小孩向媽媽說：「為了讓您在母親節
歇一歇，我們找來這些人幫忙填補你的差事
哩！」看一看竟有廚師、護士、打掃和洗熨
工人、的士司機、補習老師、帶遊戲小
丑等。蕭偉強指出，雖然這是笑話一則，但
反映「母親」身兼多職，辛勞又能幹，「怎
能不向她們致敬？」
他續說，作為父親及丈夫，相信改善婦
女的福祉其實令男女同樣受益，正如父母的
角色對家庭融和同樣重要，「父親和子女
們，不用等到母親節，才讓媽媽歇一歇
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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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母親節是
家庭團聚的日子，但未必每個母親也有福氣
感受子女的愛。有團體昨日舉辦「愛心同慶
母親節」活動，讓基層長者免費享用酒店自
助餐，讓她們感受喜悅及關懷。有出席的獨
居長者慨嘆，子女因工作忙未能經常陪伴自
己，關係疏離，希望節日能一家人相聚，
「開開心心，熱熱鬧鬧。」

嘆子女「成日話唔得閒」少聯絡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昨日宴請110名獨
居、被遺棄的母親出席活動，並為她們送上
鮮花，希望她們在母親節亦感受到溫暖。
71歲傅婆婆獨居於一公屋單位15年，其

一對子女已結婚組織新家庭，她表示，子女
一向工作繁忙，甚少主動與她聯絡，「唔打
畀我，成日都話唔得閒，話老闆唔畀佢講電
話，工作時都唔怪佢，但連休息時間都唔打
嚟。」
她續說，子女一年也不回家探望自己一
次，即使生病亦無人照顧，慨嘆「幾十歲
（子女）都唔關心我」。傅婆婆希望，一年
一度母親節能與子女團聚，「想大家開開心

心，熱熱鬧鬧。」
另一名出席活動的蘇婆婆有一對子女，

但她坦言甚少與兒子聯絡。她說，由於丈夫
在女兒8歲時去世，自己一直獨力撫養子女
成人，十年前與兒子、媳婦及兩名孫女同
住，後來因生活細節與媳婦及孫女出現爭
拗，「但兒子又幫老婆多啲。」
蘇婆婆後來搬到女兒及女婿家中同住，

但稱女兒「陪老公都唔陪我」，如「各有各
住」，兒子平時甚少與她聯絡，一年僅見一
兩次，大時大節亦不會一家人團聚。她坦言
對此感到難過，心底裡也希望母親節能與子
女慶祝食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相信本
港有不少基層婦女為照顧家中長幼，難
外出全職工作，「被困家中」，收入緊
絀。有關注組織調查發現，75%領取綜
援的婦女因要照顧子女及家庭，而未能
出外全職工作。縱使有71%婦女想脫
離綜援網，但估計平均需時5年才可實
現。組織促請政府調整社署的豁免入息
上限及期限，及增加幼兒託管名額。
社區組織協會為了解婦女領取綜援

的原因及看法，去年12月至今年4月期
間以問卷調查了101名30歲至80歲、
平均領取綜援逾3年的香港婦女，當中
近半是三人家庭或以上。結果發現，近
乎全部婦女都有一至兩名子女，當中
70%受訪婦女的子女為12歲以下。故
為照顧子女及家庭，75%受訪婦女是家
庭主婦，只有20%婦女會做侍應生等
兼職或散工。

71%綜援婦想脫離綜援網
調查又發現，87%婦女稱包括租金的

綜援金不足應付生活開支。近40%婦
女指所賺的收入被社署扣減豁免的入息
上限800元後，收入銳減，幫補不了家
庭。雖71%受訪婦女想脫離綜援網，
但估計平均需時5年才可實現。
40歲的公屋租戶金梅與53歲的丈夫

相依為命。丈夫近年健康轉差，並確診

患有早期認知障礙及精神分裂症，故金
梅不能從事全職工作，兩人每月僅靠
6,000元的綜援金度日。她指出，過去
雖曾先後從事清潔工等兼職或散工，但
扣減豁免的入息上限後，所剩無幾。
她舉例指，現時在一間辦公室任清

潔散工，每日工作9小時，日收入為
400元，每月約有2,000元額外收入，
但扣除社署入息上限及日常交通費、飯
錢等雜費後，僅得約1,000元，時薪僅
得十數元，對幫補家計作用不大。
她又指，對某些人而言，數十元可

能只是一頓飯錢或酒錢，但對其家庭來
說卻是一筆足以支持數日的生活費開
支，直言想脫離綜援網，自力更生，希
望政府調整入息豁免至1,200元，幫幫
小市民。
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本港女性貧

窮人口達72萬人，佔貧窮人口過半，
但直至2014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僅有 50.7%，遠比男性的 68.7%為
低，坦言多數基層婦女均想出外工作
改善生活，但受制於家庭需要，反
問：「難道要拋下生病子女或老人家
出去做嘢？」
她建議調整入息豁免及期限，改善

家庭友善政策，鼓勵商界推行彈性工作
時間，讓有需要婦女能兼顧家庭需要，
同時亦應增加幼兒託管名額。

顧家難全職工作 綜援媽脫貧等5年

獨居婆婆：過節最想一家團聚

■調查發現，近70%綜援婦女想脫離綜援網，但估計平均需時5年才可實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虹 攝

■蕭偉強連同一對子女向太太表達感謝。
網誌圖片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昨日宴請110名獨居母親出席活動，並送上鮮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傅婆婆（左）及蘇婆婆（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