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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6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特區政府昨日於憲報刊登
《2018年僱傭（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將《僱傭條
例》（第57章）下的法定侍產假
由目前的3天增至5天，有關侍
產假制度下之其他要點將維持不
變。勞工處發言人說：「建議的
條例草案是根據法定侍產假實施
情況的檢討結果，並得到勞顧會
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支
持，有關建議可更好地協助男性
僱員在子女出生時負起家庭責
任。」
發言人補充，政府在制定有關

之立法建議時，已考慮僱員的意
見、僱主（包括中小企）的承擔
能力，及自2015年侍產假的實施
情況。
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三提交立法

會，發言人指如條例草案可盡早
獲立法會通過，準父母便能更早
受惠於有關改善措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相信市民樂見侍產假的日數
進一步增加。他指出，工聯會將
尊重勞資雙方談判的結果，但他

認為政府必須在一年後檢討侍產假日
數，並把相關日數增至7日。
未來，他們將提出委員會階段修正

案，訂明政府在法例生效一年後必須作
出上述的檢討，並呼籲政府要做良好僱
主的榜樣，率先為公務員提供7日侍產
假，做好帶頭的角色。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歡迎

增加男士侍產假，惟草案中列明並不適用
於流產個案，故要求勞顧會研究將之涵蓋
懷孕12周或以上流產的女士，讓其家庭
亦能享有男士侍產假，並繼續就假期日數
進行適切的磋商並適時優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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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已是三子之父，
三名兒子分別11歲、9歲及7歲，

他指多謝葛珮帆讓他想起過自己的父親
節。他表示，當上立法會議員後十分忙
碌，剛忙完「一地兩檢」議會戰，便即
忙着策劃社區的父親節慶典。雖然猜中
兒子只會說「父親節快樂」不會說別
的，但突然看見兒子們的短片還是很感
動，「做議員後十分忙碌，沒時間陪他
們，但真的很掛念他們。」

阿舜：爭取15分鐘傳愛意
他感嘆孩子大得很快，一周不見便有
變化，「四年前孩子還小，如今深夜回
家時，兒子已守在電視前看世界盃。現
時只能爭取每天早上陪兒子15分鐘，親
親孩子，告訴他們『我很愛你們』，希
望他們能感受得到。」
他續說，平日遇到工作壓力也會與孩
子分享，讓孩子們明白社會上發生的
事，明白爸爸沒時間陪他們的苦衷。

李家良：上學前一見又一日
西貢離島選區議員李家良育有一名4

歲女兒及一名3歲兒子，他指看見子女
的父親節祝福視頻，實在是意外之喜。
他憶述 4年前世界盃女兒才 3個月

大，當時還為她穿上德國隊球衣，現時
她已會自己看球了：「當上議員後很少
機會陪他們，只有上學前見半小時，晚
上忙完回家時他們都已睡着了。」
他表示，只能放假時帶他們出去玩，

孩子最喜歡逛商場，到處跑也不用擔心
安全，現時兒子已上幼稚園，太太很緊
張，自己則希望別找太注重學習的學
校，別讓孩子那麼早開始「悲慘人
生」。

林心亷：「太太CEO」撐起頭家
東區區議員林心亷兩名兒子分別11歲
與7歲，都喜歡踢球。
林心亷表示，當議員沒時間陪他們，

但堅持每周至少一晚陪他們吃餐飯。最
難忘有次開會稍休，問孩子只能陪他們
15分鐘吃飯，要不要？孩子說要，林心
亷即時「飛的」回家，並叫的士於樓下
等，上樓與孩子吃15分鐘飯後，立即趕
返開會。

他續說：「我向孩子解釋，社會上有
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所以爸爸沒時間回
家，孩子都理解。」
他又說太太很辛苦，自己深夜回家，

已睡着的太太還要爬起來和自己交流十
分鐘。
他說：「有次小兒子和媽媽吵起來，

兒子說爸爸才是CEO，太太叫小兒子
打給我，我告訴他，媽媽才是家里的
CEO。想在這裡對太太說一句，辛苦你
了，委屈你了。」

劉佩玉：老公包容願當湊仔公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亦是兩名孩子之

母，小的更只有6個月。她指當議員很
忙，沒時間管孩子，但最放鬆之時便是
和孩子在一起。
她丈夫對她說：「如果兩個人都很

忙，家就散了。為了這個家，我只能做
兼職工作，彈性上班照顧孩子。」
與鄭泳舜、李家良及林心亷的家裡由

太太當家作主不同，劉佩玉是「家裡老
公話事」。她說：「我很感激老公，他
肯包容我，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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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
家是每人的避風塘，也是我們強大的後
盾，但並不是人人都能這麼幸運，能夠
感受家庭溫暖，不少兒童渴望能夠躺在
父母溫暖的臂彎裡，卻事與願違。幸好
社署熱心幫助一班失去雙親的兒童，一
直致力進行領養兒童及領養申請者配對
工作，讓孩子們最終能重獲希望，感受
親情愛意，例如受領養兒童Ryan 及
Luke在社署的幫助下，幸得一對富有
愛心和不分種族的外籍夫婦 Elisa 和
Craig領養，讓他們成為家庭一員，共
建美滿完整的家庭。
為了能讓領養申請人有更多的選擇，
社署讓國際社會服務社、母親的抉擇及
保良局3間機構於2010年1月開始提供
本地領養服務。
明日便是父親節，受領養兒童Ryan
近日接受訪問時被問到如何慶祝節日，
他害羞地表示計劃送禮物及卡片予爸
爸，他們家庭每一位成員都掛着甜蜜的
笑容相視而笑，洋溢滿滿愛意。

外籍夫婦喜當爸媽 細心教仔
外籍夫婦Elisa與Craig於約3年前領
養現年11歲的Luck，再於去年領養現
年6歲的Ryan。他們現時定居香港，
Elisa現職是中學老師，Craig則是飛機
師，當他們還是情侶時便計劃領養小朋
友，是他們的家庭計劃。
他們在社署配對下，2009年與Luck
見面。憶述初次見面時，Craig便很雀
躍地用廣東話模仿 Luck 當時叫「爸
爸」，並指當時Luck還很開心地去商
場購物。Luck被問到對新家的感受時
表示，很自豪能夠被父母選中，因為現
時還有很多小孩都渴求被領養。
當他們一家人翻開專屬於他們的日
記，密密麻麻的字跡與有趣的圖畫映入

眼簾。Elisa在日記陳述初次與Ryan見
面的喜悅，用英文寫上「我們很激動，
當門一開，Ryan就跑向他的房間，我
見到他探出頭來對着我們笑，我們也忍
俊不禁地相視而笑。」
在日記的另一頁，記錄着Ryan第一
次寫他新名字的相片，旁邊還有一句
「我們愛Ryan」，字裡行間與圖片滿
載着甜蜜。Elisa還很興奮地訴說他們的
日常生活，指她很喜歡說廣東話，Ry-
an不但會經常教她說廣東話，例如櫈、
燈，還教懂她如何使用筷子。
愛不分種族與界限。Elisa和Craig建

議領養父母在領養前應準備好自己。他
們表示，曾播放英語頻道給Luck看，
也有計劃讓Luck學習英文，幸好Luck
學習語言進展不錯，他們的溝通沒有障
礙。

社署：現約160戶等配對
社署現時的申請程序，會首先安排申
請者參加領養簡報會，進行兒童和領養
家庭配對後，會安排日間度假和之後的
夜間度假，讓他們有相處時間，然後再
讓監管兒童入住領養家庭6個月。
社署並會定期家訪，了解小朋友的適

應情況，再提交報告予法庭，法官會再
派發領養令。
社署領養課主任謝碧生表示，3歲以
上年齡較大及有健康問題的小朋友都較
少申請者領養，但社署每三個星期均會
進行配對會議，站在小朋友角度，幫他
們尋找適合的家庭。
截至今年4月30日，約有160戶合資

格單位等待配對及72位小朋友等待領
養。謝碧生表示，只要年滿25歲、身
心健康、有穩定的住所和可支配收入扣
除必要開支後高於收入中位數者，都能
夠成為領養人士。

養父母賦新生 領養童回報愛意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程先
生兩夫婦育有一名現年5歲的親生女兒，也
在紫彤5個月的時候領養她，現年兩歲。程
先生說：「一個很幸福，想多一個更幸
福」。但社署表示，紫彤由於面上有胎
記，由多番被申請者拒絕收養，最後經社
署的努力和緣分的安排，終得到父母的呵
護。

3次配對未成 終遇有心人
社署解釋，紫彤臉上的胎記是咖啡斑，

有機會變成神經纖維瘤，醫生表示現時紫
彤情況穩定，全身沒有長咖啡斑。
惟社署曾將紫彤臉上咖啡斑的相片給予

兩戶領養家庭看後，均被拒絕收養，最後
安排了程先生及其太太進行配對，他們認
為「只是一個胎記」，最終決定收養紫
彤。
社署表示，若兒童在本地配對3次都未能

成功，會同時開啟外國的配對機制，現時
每年約有十多名兒童因這機制被領養。
若領養兒童獲離境安排，入住海外領養

家庭6個月至12個月期間，社署也會與領
養家庭保持聯繫，了解他們的適應情況，
社署望能致力擴大兒童被領養的機會。
程先生說：「最有趣是看着她們兩姊妹

相處。」他指親生女兒 Sophie 喜歡自己
玩，但妹妹紫彤則喜歡與姐姐玩，紫彤一

起床便會叫姐姐的名字，問姐姐在哪裡，
她會幫姐姐收拾未放置好的鞋，看得出紫
彤很愛姐姐，而姐姐雖然不善於表達，但
也看得出很照顧妹妹，「之前妹妹需要滴
眼藥水，姐姐也會主動拿紙巾幫妹妹抹
走。」
紫彤被問到是否愛姐姐也點點頭，並指

着姐姐表示最愛她。
程先生表示，與兩名女兒相處，「做父

親的感覺沒有分別，覺得都是親生。」程
太太則認為有些女士認為生孩子才是當媽
媽，但其實後天也能夠建立聯繫，「若是
真愛，就不會因為血緣這個小問題而影響
到你。」

一對女兒更幸福 胎記無礙姊妹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葛珮帆表示，
政府剛剛刊憲建議男士侍產假由3日增至5日，
是個很好的父親節禮物，希望盡快落實，支援
辛苦生產的太太，有助促進家庭和諧。她表
示，接獲很多家庭求助個案，常因家庭支柱的
父親承受種種經濟和工作壓力，工作忙碌經常
不能陪伴太太和子女，「有苦自己知」。她指
中國人傳統下，男士為免家人擔心，大多不願
告訴家人自己所遇的困難，令家人誤以為他
「不顧家」，形成隔膜。葛珮帆呼籲家庭多關
心男士，政府與各界亦應增加男士支援服務。

啞忍又逃避 誤解生問題
葛珮帆指出，不少求助個案均是男士受傳統

文化影響，不願與家人談及壓力，往往只會與
「死黨」訴苦，有些甚至選擇啞忍。她指男士
心情欠佳時經常不說話，更在太太追問下選擇
離家躲避；太太不理解，反而埋怨丈夫冷漠，
誤解累積下形成家庭問題。
有婆媳問題的家庭亦是男士壓力根源，男士

沒法處理，只能盡量逃避在外不回家，深夜回

家睡覺，第二天早早出門。有男士和她說，每
天回家都要深呼吸，鼓起勇氣才開門。
葛珮帆表示，一些男士有賭博、酗酒等不良

習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逃避社會和家庭的
壓力。有男士向她表示，只有賭博的刺激能令
他忘記一切煩惱，回家感覺沒地方站，壓力比
在外面還大，「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家庭的賺錢
工具，因此要在外面尋求安慰。」

冀藉父親節傳支援男士訊息
葛珮帆續說，要幫助男士開放自己，避免壓

力累積造成家庭問題，最重要需要妻子與子女
的關懷與諒解。藉着父親節前夕，她呼籲家人
們多關注偉大爸爸，政府及社會亦應在資源上
支援壓力沉重的男士，別對男士求助貼上負面
標籤。
她認為政府應全面推動家庭友善措施，增加

職場託管服務，積極向僱主推廣5天工作制，
讓男士多些時間陪伴家人；政府亦應增撥資源
加強男士支援服務，如增加男士服務專線，為
受困男士提供情緒支援及輔導服務等。

男人凡事一肩挑 EQ籲多關顧「他」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呼籲父親節關注偉大爸爸。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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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戶家庭分享領養兒童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