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長父子兵
工作見親情

自少看「英雄」威風立志「承父業」體會老豆養家辛勞

父親往往是孩子心中的

第一個英雄，給孩子樹立榜樣，孩

子則仰望父親，跟隨父親的步伐。九巴車

長黃浩然入行4年，父親則做了車長整整37年，父

子兩代成為九巴同事。黃浩然憶述，小時候坐上爸爸駕駛的巴士，看

着爸爸開車，是他最快樂的童年回憶，亦播下了他日後跟隨爸爸的步伐成為巴士

車長的種子。他說，同一份職業讓父子兩人話題更多，自己也更能體會當年父親

養家的辛勞，父子感情變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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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然的爸爸、現
年 62歲的黃禮文

已在九巴服務37年，前
年年滿退休後，閒不住的
他僅在家休息了八個多月，
就選擇延遲退休，再回到公
司服務。雖然沒能繼續駕駛他
最熟悉的27號線，但能與兒子
在車廠常常見面，已足夠令他開
心不已。

坐父車霸「專座」睇爸爸開車
在兒子的心中，黃禮文是一個說話
不多卻對家庭很負責任的父親，靠父
親做車長的收入，養大了他們兄妹。小
時候媽媽常帶着浩然坐爸爸駕駛的27號
車，為了可以最接近爸爸，每次一上車浩
然就霸佔了自己的「專座」，一邊看風景
一邊看着爸爸開車，成為浩然最快樂的童
年記憶。在他眼裡，做車長的爸爸是那麼
威風，肩負着全車人的運送使命，也肩負
着他們的安全。
運氣好的時候，浩然還能陪着爸爸收工，
看着空空的巴士，爸爸關好車窗，再由工作
人員洗車，浩然覺得這種「擁有」一部車並為
其負責的感覺真好，覺得「當車長也蠻有趣
的」，期望子承父業的想法也日漸萌生。

初出社會兩代同做過廚師
不過初出社會時，黃浩然還未加入九巴，他的第一份
工作是做廚師，而巧合的是，爸爸年輕時也曾做過幾年廚
師。浩然記得小時候家裡的晚飯常是媽媽備料，爸爸下廚，
而他最愛吃爸爸做的肉醬意粉。如今也是廚藝了得的浩然，為
回報爸爸，特意煮了肉醬意粉，在採訪當天拿來給爸爸享用，
作為父親節的一份驚喜。
黃浩然並憶起童年時，他有一隻爸爸買的小熊公仔「貓神」，

每晚都要攬着睡覺。有次「貓神」遇險，被狗咬到「毀容」，最後
還是靠爸爸一點一點把樣貌修復過來，讓他感受到爸爸的愛。
雖然成年後，他與爸爸各有各忙溝通不多，但是曾經的父愛一直在
他心頭沒有忘懷過。現在兩人都做車長，亦有了更多共同話題，自己
也體會到了當初父親養家的辛勞，父子感情變得更好。
對於兒子的駕駛技能，黃禮文表示十分放心，僅叮囑他「開車要多看
鏡、不要急」。他認為做車長是一份很理想的職業，孩子並不需要大富大
貴，只要有穩定的收入，能組織家庭並且身體健康，他做父親的就感到滿
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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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馮健文）今日
是父親節，有社
福機構趁節日前
夕舉行「關懷長者
心」地區安老服務
計劃啓動禮，逾200
名義工在儀式後分別
前往葵涌區多個屋苑，
探訪700名包括已身為
公公、爺爺及父親的長
者，與他們率先慶祝父親
節。有年屆81歲長者對義
工的來訪很開心，又說雖然
女兒因工作今天未能與他見
面，但已預早慶祝及給他現金
讓他今日「吃好啲」，令他甚
感開懷。

女兒未能陪伴
「折現」落街「吃好啲」

現年81歲的郭德發與73歲妻
子王信媛對於有多位義工上門探
望他們，又收到內有不少實用物
品和食物的禮品包，感到很開
心，因為他們知道，無論是政府部
門、社會服務機構及各界人士，均
十分關顧香港的長者，關心他們的生

活需要，令他們很感激。
今日是父親節，身為4名子女之父的郭德

發希望每一位父親都身體健康、子女們平安快
樂。他說，4子女中只有大女兒在香港，但經常
會來探望他們，又不時為他們打掃家居。由於工作
關係，女兒今日未能與他見面共慶父親節，但已給
了他和妻子500元使用。他們當然體諒，兩老今日或
會到樓下餐廳「吃好啲」。
「關懷長者心」活動由保良局舉辦。保良局安老社

區服務經理何綺明表示，計劃已踏入第十五年，過去曾
連繫約350間企業逾1.2萬名義工，上門探訪逾2.4萬名長
者，並為長者度身訂做醫療、飲食、居住及外展服務等。
她表示，今年一如既往，會在4個中國傳統節日包括新

年、端午、中秋及冬至期間，聯同多家企業的義工，上門探
訪獨居與兩老同住的長者，希望老者們體會社區的關懷。昨日
有逾200名義工前往葵涌邨、葵芳邨及大窩口邨探訪共700名長
者。另外，計劃今年新增「暖笠笠愛心餐」贊助，企業善長每捐
出兩萬元，便可贊助1,000份營養熱餐供老友記享用。
她並提到，保良局獲社署委託承辦「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

試驗計劃，會定期到荃灣、葵涌和青衣區的私營安老院舍，為長者
提供不同的專業外展服務，包括物理治療、言語治療及各種社交康
樂活動等，希望可從「醫食住行」多 方面，全方位照顧

長者，令他們安享
晚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自古以
來「男主外，女主內」，相夫教子是母親的責
任，但面對患特殊需要的孩子，有的父親選擇
退下來，不惜犧牲高學歷、高薪厚職，甚至
成為家庭主夫，只為身體力行，陪伴孩子，
以身教協助他們成長。亦有父親與兒子到
台灣一起踩單車環島遊，希望讓自閉症
的兒子認識世界。適逢父親節，有商
場昨日舉辦《好爸爸嘉許禮2019》，
邀請多位父親講述他們的故事。
陳慧康現任職救護員，育有一
子一女，當中11歲的兒子陳朗
橋在兩歲時確診患有中度智
障及自閉症，容易情緒失
控、缺乏言語表達及自
理能力。

為了讓兒子能
在他還有能力
的時候認
識 世

界，陳慧康上月與兒子到台灣一起踩單車環島
遊兩星期，利用單車尾架拖着兒子一起騎自行
車。由台北松山出發，途中經過新竹、台中梧
棲、高雄、台東、花蓮等地。旅程雖然辛苦及
困難重重，但最後也一一克服。
他表示，平時都會與太太分工合作照顧小

孩，而每逢假期亦一定會幫忙照顧孩子，讓太
太「放假」。經過這次旅程，他對兒子的日常
生活有更深的了解，因而增進了父子情。
最令他開心的是，兒子在旅程中成長了不

少，學會了表達自己，例如表達自己想去洗手
間。陳慧康透過旅程亦明白到陪伴才是對兒子
的最佳良藥。

全職寄養家長 身教女兒關懷
葉華勝於10年前因需要照顧年老的母親，決

定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夫，由妻子擔當
主要的經濟支柱，自己則做網上生意幫補。透
過照顧家庭日常起居生活，他發現身教對女兒
的成長非常重要亦非常有意義，便萌生了成為
寄養家長的念頭。
葉華勝在過往6年不斷參加各類訓練課
程，並在5年前成為寄養家長，照顧一

名患自閉症的兒童。他的女兒葉蕙雅表示，爸
爸成為寄養家長的過程中，令她在成長路途上
也有得着，明白樂於助人不只需要愛心和關
懷，更需要決心，認為爸爸用身教讓她明白到
生命的價值。

照顧病兒棄讀博士
張博軒現年20歲，患有CTNNB1綜合症，
是香港唯一的病例。他的父親表示，在博軒16
歲那年透過基因排序測試結果得知確診後並沒
有太大衝擊，因為他小時候已經有症狀，只是
當時以為是粒線體病。
為照顧兒子，當時進修博士學位的他放棄學

位，太太則由全職轉為兼職，一切以兒子為先。
張爸爸表示，「試過在飲茶時，隔籬枱個阿

媽鬧仔，佢大喊要人家同佢道歉。」他表示，
照顧兒子需要注意細節，因為他不適應人多及
嘈雜的地方，有時無可奈何亦只能帶他離開。
雖然患上暫時的不治之症，但張先生感恩兒

子是家裡的開心果，對家人的事情十分上心，
亦用行動表達對家人的愛，例如親吻。同時，
由於兒子的行動不便，亦令他們一家放慢了生
活節奏。

台灣單車環島遊台灣單車環島遊
帶智障兒看世界帶智障兒看世界▶黃浩然（右）小

時候每次上車，就
如圖中般霸佔自己
的「專座」，一邊
看風景一邊看爸
爸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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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然（右）親
自送禮給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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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向郭德發
(右二)夫婦送上禮
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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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爸爸與子女合影四位爸爸與子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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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然（左）憶
述，小時候坐上爸爸
黃禮文（右）駕駛的
27號巴士，播下日後
跟隨爸爸步伐成為巴
士車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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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趙夢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