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生命歷情」青年不怕變老

中環西環合作 育港棟樑之才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大樓啟用儀式暨三周年會慶上的致辭(全文)

社工「陪着走」孩子「笑着大」
羅致光：研增校方警覺性 強調支援培訓督導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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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田永江少將，戴
德豐會長、陳振彬主席、黃永光總監，各位
嘉賓，同學們，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感謝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剛剛講到的我們十多年來從事香港青年工作
的合作故事。我很珍惜和感念這其中很深的
「香港情、青年緣」。其實，好多朋友可能不
知道，我還是一名當過10年解放軍的「老
兵」。今天在這裡見到這麼多「老兵」和青少
年軍的成員，感到很親切、很自豪。
3年前，我和在場的很多朋友一起見證了
青少年軍總會的成立，當時同學們身穿制
服、精神抖擻、士氣高昂的場景，至今記憶
猶新。今天是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大樓啟用和
3周年生日「雙喜臨門」的大好日子，我非
常高興又能和這麼多朋友，還有我們親愛的
同學們，一起見證這個喜慶時刻。作為你們
的「資深青年」好朋友，也作為一名曾經當
了10年解放軍戰士的老兵，我要向青少年軍
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表示熱烈的祝賀，也向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致以新年誠摯的祝福。

愛國愛家是港核心價值觀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

九大報告中有這麼一段令人十分振奮的話，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去年「七一」習近平
主席來香港視察並主持特區「成人禮」期
間，對香港青少年說了一段很真情的話，
「每一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機
緣，當代香港青少年要把握歷史機遇，選擇
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報效國家」。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在第一份施政報告的開篇就提
出，要「培養下一代成為具國家觀念、富香
港情懷和對社會有承擔的公民」。這些真情
暖語都充分體現了習近平主席，還有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對香港青年一代國家意識和愛
國精神的關注和期許。
「家是最小國，國有千萬家」。愛國愛家

是人類社會最本源、最純真也最深厚的情
感，也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普遍性道德原則，
更是我們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青少年軍總會能夠在短短三年間獲得長足發
展，根本原因就在於順應了國家崛起的時代
大勢，融入了愛國愛家的社會共同情感，更
引領了融入國家發展的風氣之先。同時，也
離不開特區政府、駐港部隊和社會各界的關
心和幫助，中聯辦也會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
青少年軍總會的發展。可以說，青少年軍總
會是特區政府、中聯辦依託駐港部隊，緊密
合作、攜手前行，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為香
港同胞謀福祉、為香港青年謀發展的生動寫
照和重要成果。我回到香港工作有3個多月
了，很多朋友跟我說，「中環與西環行埋一齊

幾好。」這句話說出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我
的共同心聲，我想也是我們香港同胞和很多青
年朋友的共同心聲。因為，「中環與西環行埋
一齊」，是為香港，是為國家，是為我們青年
朋友以後的發展做事。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
以後一定會做多點，一定要多行埋一齊，有更
多的成果讓大家看。

僅13天 港女生愛上解放軍
我今天還要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

感人的故事。前不久有一則新聞引爆了微
信朋友圈，新聞的標題是《僅僅13天，這
個香港女生就深深愛上了解放軍》，才十
多分鐘，點擊量就超過10萬。這則新聞的
主角就是我們青少年軍總會的一名教官，
黃逸晴同學。我剛才徵得她的同意，引用
她的幾段話，與大家分享。我看到這些話
很感動，40年前我也當過班長。她的信裡
這麼說：

親愛的班長：不知道你還記得我嗎？如果
不記得也沒有關係，我曾經是香港大學生軍
事生活體驗營的學員，也是香港七百萬人
中，一位默默關注你們的香港女孩。

如果不是你們，我也許還像個什麼都不
會、什麼都不知道的小孩一樣，不懂得什麼
是堅守，什麼是軍人風範。

記得爸爸媽媽告訴我，20年前的回歸之
日，五星紅旗第一次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升
起，香港市民都揮動着手中的國旗，流下激
動的眼淚……

你們教會我們堅毅，不放棄，不低頭。我

知道在駐港部隊還有着千千萬萬，秉承着責
任與榮耀，默默守護着香港的中國軍人！我
寫這封信是想跟你們說一句，你們辛苦了！
我愛你們！

沒有進去體驗營之前，沒有嘗試過隊列、
軍體拳或是升旗。進去後，更是發現其實它
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

升旗，更重大的一層意義是因為你升的是
一面五星紅旗，你升的是自己國家的國旗。
當然你作為一名升旗手，你會把自己的感情
加進去，很自豪，很驕傲地把國旗升上去，
而且所有的東西都要以最高的標準去做，才
能做到最好。

自己以後也希望通過類似於青少年軍總會
這樣的平台去宣揚或是分享更多關於我們祖
國的事情。一個就是希望把我在軍營裡面學
到的東西分享給其他更多的香港青少年。第
二個原因就是希望通過我在青少年軍裡面這
個角色，可以讓更多的人去認識跟了解我們
祖國，然後他們會有更多的思考跟反思。

內地同胞其實也是很愛護我們，就像我們
駐港部隊的官兵一樣，我們進去跟他們交
流，他們不會感覺我們很陌生的或是什麼，
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他們很愛護我們。你也
會知道駐港部隊的陸海空一直在保護着我們
的時候，你會感覺到我們之間的關係，特別
的親密、親切。
我相信大家聽了這些話，應該感受很多。

我作為曾經當兵10年的「老兵」，內心真
的特別感動。從這名女生的信中，我感受到
了作為一名「老兵」的驕傲和自豪，我也讀

出了她對人民解放軍的真摯情感，讀出了她
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讀出了她對國家的赤
子情懷，更讀出了滿滿的正能量和自豪感、
幸福感。

接力棒傳到港青一代
各位同學，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賀

詞中語重心長地說，「幸福都是奮鬥出來
的。」過往你們的祖輩和父輩，用艱辛努力
寫下獅子山下不朽的香江名句，用不懈奮鬥
創造了世人矚目的香港財富、香港經濟奇
跡，為香港、為國家的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
而獨特的貢獻。在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的
今天，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成人禮」
後的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接力棒傳到
了香港青年一代手裡。大家要「相信自
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傳承和弘揚
「愛國愛港、自強不息、拚搏向上、靈活
應變」的香港精神，在新時代好時代贏得
更加出彩的好人生。
新的一年，青少年軍總會又踏上了新的征

程。我相信，在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的領導
下，有我們「中環」「西環」的緊密合作，
有駐港部隊的強力支持，有社會各界的團結
前行，青少年軍總會一定能夠秉持創會宗
旨，不忘初心、逐夢前行，為香港社會培養
更多的棟樑之才，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
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謝謝大家！

（註：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近
日接連發生多宗虐兒案，令現行保護兒
童政策受關注，香港幼稚園協會會長唐
少勳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
指，幼稚園欠缺駐校社工，教職員發現
學童狀況有異時「求助無門」，要求政
府增加資源，而社工總工會會長葉建忠
亦批評小學以「投標」 方式逐年聘請
社工，指做法會影響跟進虐兒個案的持
續性。
幼稚園現時需將缺課30天的學生呈
報教育局，有意見提出將需通報的缺課
日數縮短至7天，退休前任幼稚園校長
的唐少勳認為措施無法改善問題，稱幼
稚園沒有駐校社工，發現懷疑個案時較
難找到協助途徑。
唐少勳強調，幼稚園教職員並非無意

跟進嚴重個案，但指處理相關問題時經
常出現難以聯絡家長了解的情況，而且
教職員沒有辨識懷疑虐兒情況的專業課
程，只得同類情況的危機培訓，所以較
難完全掌握「轉介」社署的指引。

社工每年投標 難與學生深交
小學雖有輔導服務，但身兼「小學輔

導關注組」成員的葉建忠則強調，小學
並沒有駐校社工，「輔導人員」只是由
學校每年以投摽方式聘用，批評有關方
式會影響「輔導人員」與學生建立關
係，擔心即使有教職員將懷疑虐兒個案
呈報，日後亦未必會再有人跟進。
葉建忠要求政府改以跨部門層面處理

懷疑虐兒個案問題，以免出現不同部門
互相搪責的情況，並指出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教育
新資源仍有14億元餘款，建議政府為幼稚園安排
駐校社工。
大部分虐兒個案施虐者是家長，香港保護兒童會

總幹事蔡蘇淑賢認為，現行呈報機制規定教師遇到
懷疑個案時需要以家訪等方式找證據才能將案件轉
介的做法會增加立案難度 ，提出政府應完善配
套，改善呈報機制，如參考美國實行強制上報懷疑
虐兒個案的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年老並不
可怕，最重要是活得有意義，有組織開設
「生命．歷情」體驗館，透過遊戲及工作坊
讓參觀者重新思考何謂「年輕」、「年
老」，有參觀過體驗館的學生指，活動的經
歷令他不再害怕變老，亦不會再盲目追隨社
會主流價值，決心追夢。
長者安居協會自2013年起開設全亞洲首創
的「生命．歷情」體驗館，讓參觀者在一小
時內體驗生、老、病、死的人生必經階段，
並在活動後安排工作坊，讓參觀者透過小組
討論及分享反思活動的體驗，及增加對長者
的認識，如有參加者表示，原來長者不一定
只是看粵語殘片，亦與年輕人一樣會追看美
劇及韓劇。

91%學生活動後改變想法
體驗館自開幕至今共吸引逾2.3萬名12歲

至25歲中學至大專全日制學生參觀，長者安
居協會統計在活動前會收集他們對「年老」
的印象，發現年輕人對年老的想法偏向負

面，最多學生選擇「外表衰老、體力衰退、
多病痛」為對年老的看法。
不過，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梁淑儀表

示，91%學生在活動後都會改變有關想法，
而80%學生更不再恐懼年老，「老並非可怕
的事，老並不於只餘下疾病和貧窮，成為沒
有用的人，年老亦可代表人生經驗的累積，
他們有很多經驗可以跟年輕一代分享。」
另外，不少學生參與活動後亦會反思生命

的價值和變得更珍惜時間，中五時曾經參觀
過體驗館的大學生馬家鴻表示，活動令他明
白退休後生活亦一樣可以十分精彩，稱自己
過往目標只是入大學，但在活動中抽到「猝
死」的卡，無法繼續遊戲，令他感受到生命
無常，「我睡在『棺材』時想到自己還有很
多事未做，感到十分後悔，我發現人有太多
想法，有時會忽略最重要的事，我應該珍惜
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跟風」做「大學五件事」
馬家鴻指自己大學聯招時最終亦按自己的興

趣作出選擇，並順利入讀自己心儀的學系，表
示現時會專心讀書，有空時可能會玩音樂、閱
讀，指有關活動都是自己的興趣，不會「跟
風」與同學一同做「大學五件事」，即拍拖、
走堂、兼職、住宿舍和上莊。
協會在活動中亦有收集學生對理想人生的

想法，發現香港的年輕人普遍抱有積極的人
生態度，只有不足一成着重追求「金銀財
寶」等物質及名利，但認為追求「人生的意
義」或「夢想」最重要的就有近74%。
至於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有39%學生都

認為是「選擇合適職業」，當中近八成學生
認為追尋夢想及人生的意義為選擇職業最先
決的因素。此外，調查亦發現42% 學生認
為「能一直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是成功的人
生，並有23%學生認為能夠過「無悔」的人
生才是成功。
梁淑儀指年輕人並不如外界所想是一面倒

消極及負面，呼籲社會用更多資源啟發學生
在人生歷程上選擇合適的路向，實現理想人
生。

他表示，剛過去的星期三與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到醫院探望臨臨的哥哥與

姊姊，聽到主診醫生匯報哥哥身上的傷
痕，不禁感到心酸難受。

會問「我們做少了些什麼」
他說：「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樣，心情難
免有點激動，更會問我們做少了些什麼。
稍靜下來，我們就會問現時的制度、服
務、有關專業人士有什麼不足之處，有什
麼改善空間，可以避免下一個孩子的慘
劇，最低限度可以及早發現、及早介
入。」
羅致光指出，傳媒會在慘劇發生後向學
校與政府部門等有關方面查詢，當他們嘗
試回答記者的問題及作出澄清時，卻容易
給人一種在「辯解」或「卸責」的感覺，
一時間難以說得清。
社會福利署就保護兒童權益及確保懷疑
受虐或已受虐的兒童得到保護，已制定了

《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多年，亦
在2015年制定了《修訂版》，為政府部
門、非政府機構和學校等有關機構，提供
合作指引。
羅致光表示，雖然有指引，但畢竟現時

政府眾多部門、學校、機構都有無數不同
範疇的指引，前線工作人員要掌握與適時
運用所有該些指引，適當培訓、支援與督
導是少不了的。
他表示，勞福局將檢視如何改善現有

的制度，及如何加強有關服務。對於坊
間提出在小學提供一校一社工、為幼稚
園提供社工服務、為高危家庭提供個案
管理、引入強制懷疑虐兒舉報制度等等
建議。
他指當局會持一個開放的態度，力求改

善服務的支援、配合及資源；亦會聯同社
會服務界探討如何加強學校社工的支援、
專業發展及督導，「據我了解，教育局亦
會探討如何提升校長及教師對懷疑虐兒個

案的警覺性。」

多一點關心 免悲劇發生
羅致光表示，希望各界，不論是家

人、教師、社工以至社署同事，都要多

發揮同理心，多關注身邊的小朋友或年
輕人，提升大眾的警覺性，「有時候，
只需多看一眼、多問一句，多一點關
心，多一點關懷，就可以避免悲劇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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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體驗
生、老、病、
死的人生必經
階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顏晉傑 攝

■馬家鴻(左二)
及丘潔婷(右二)
都曾參觀「生
命．歷情」體
驗館。右為梁
淑儀，左為袁
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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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近日香港發生多宗虐兒及倫常慘

劇，令許多港人傷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其網誌上以

「讓孩子們笑着成長」為題指出，他於去年大除夕祝願港人在新一年

有新開始，告別一切的不愉快和不幸，但可惜事與願違，最近揭發多

宗兒童懷疑被虐個案，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回響，特別是5歲兒童「臨

臨」的不幸離世，更是震動全城。他希望大眾共同努力，確保兒童及

青少年能開心成長，「笑着與我們同行」。

■市民在屯門舉行追悼會，悼念「臨臨」。

（2018年1月14日）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昨日出席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大樓

啟用儀式暨三周年會慶，並發表講

話。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