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

成

作

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陳帆昨日發表網誌，題為「重新出
發、共建家園」。他在網誌中表示，政府在
財政預算案中預留20億元，支持民間團體
興建過渡性房屋。政府計劃下月初向立法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簡介資助計劃的實施安排，
再向財委會申請撥款，以期盡快為過渡性房
屋項目提供專項資助。
陳帆在網誌中說，在努力覓地建屋的同
時，不能無視居住環境惡劣家庭每天面對的
生活困苦。低收入家庭的住屋負擔沉重，加
上居住環境欠佳，等候上樓的日子多一天，
他們就要面對多一天的困境，而增加過渡性
房屋的供應，是社會認同的紓緩措施。

他指，去年6月29日，行政長官宣佈在
運輸及房屋局成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
組」，為民間團體推展的過渡性房屋項目
提供一站式統籌支援，並就相關的行政或
法定程序提供協助。經過一年的工作，小
組已協助多個由民間團體推展的過渡性房
屋項目，總共提供約610個單位，包括透
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的「社會房屋共
享計劃」。
此外，小組現正協助十多個項目的推

展，若一切順利，預計可提供約700個單
位。小組會繼續努力，探討其他建議的可
行性，包括建設過渡性屋邨，以期增加單
位的供應。

他表示，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以協助和促
成由民間團體推展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包括
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就存在規劃及
設計局限的舊式住宅樓宇和整幢改裝的工廈
作出變通或豁免；城市規劃委員會同意在位
於市區及新市鎮地區的非住宅地段可作短期
的過渡性房屋之用。
他並指，財政方面，在今年度的預算案

中，政府亦預留20億元，支持民間團體興
建過渡性房屋。運房局計劃於7月初向立法
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簡介資助計劃的實施安
排，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期盡快為
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專項資助。
陳帆說，過渡性房屋單位的數目雖然少，

但有助改善居住環境惡劣家庭的生活。故
此，無論項目大小，單位數目多寡，政府團
隊都會全力以赴，「只要能夠帶來希望，我

們絕不畏縮，堅定前行。」

陳帆籲團結 令社會回復平和
他最後說，現時社會因早前《逃犯條例》

修訂工作引發爭議和撕裂，他感到非常難
過。特區政府清楚表明已停止有關修例工
作，他衷心希望大家本着推展過渡性房屋的
團結精神，群策群力，同根同心，令社會盡
快回復平和，「讓我們重新出發，共建家
園」。

樂善堂盼20億撥款速通過
對於運房局計劃於下個月提交20億元過

渡性社會房屋方案，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回
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十分歡迎，希望立法會
能盡快通過20億元的撥款，期望相關撥款
的資助能涵蓋工程顧問費用、硬件建設、支

援服務費用等。
至於目前將樂善堂小學改裝作「過渡性社

會房屋」之項目，則未能趕及申請是次20
億元之撥款，改向關愛基金申請，期望能趕
及於9月份開展工程。

資助過渡屋安排 擬下月立會簡介

■陳帆與過渡屋兒童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
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昨日出
席香港青年協會一項頒獎禮致辭時，
首次透露年幼時的身世。他說自己是
妾室「細媽」所出，當時家境貧寒，
曾多次乞求教務主任寬容遲交學費，
直至考上大學才扭轉人生境遇。他以
自身經歷勉勵年輕人要謙卑、尊重及
感恩。
馬時亨透露，他幼時很少見到爸

爸，因為爸爸同許多上世紀50年代男
人一樣，有兩個太太。馬時亨的媽媽
是「細媽」，而爸爸在其11歲、12
歲時已經離世。

被母一句「唔讀書變乞兒」驚醒
他形容自己自幼家貧，亦無心向

學，直至中三時，被媽媽一句「再唔
讀書就變乞兒」驚醒，才開始發奮讀
書。
因家中無錢，馬時亨常要央求教務

主任寬容遲交學費。幸好在他中四、
中五時遇到一位恩師，主動幫他補
習，才令他成功考入大學。他說：
「當年考到入大學就好似中馬標般開
心。」
馬時亨表示，年輕人是未來的棟

樑，應抱有謙虛及尊重的心，並希望
年輕人在逆境中成長，對各位得獎者
永不言敗的精神，深表感動。
他並指，社會現時較少尊重，強調

不應將自己凌駕於其他人，別人有自
由做其他事，大家各自有不同崗位。

陳灝銘今年17歲，因中三報
考時誤報了VTC而耽誤了一
年時間，然後轉校重讀，現在
就讀中五。他回憶，初中時，
他常被同學取笑霸凌，還曾被
同學圍毆，老師亦不信任他的
能力。

他變得日漸封閉，沉迷電腦遊
戲，還曾有過自殺念頭。他描述那
段日子，「在學校完全沒有朋友，

每天都很灰。」
最初轉校入讀另一中學時，陳灝

銘仍然欠缺自信，拒絕與人往來。
後遇到一位恩師，用一句簡單的說
話開解了他，大意是，你的思想會
變成你的言行，而你的言行會形成
你的性格和命運。
這讓陳灝銘意識到，惟有自己發

奮圖強才是唯一出路。中三之前荒
廢，到中四才開始努力的他，亦終

於考到了全班第一。
在老師的鼓勵下，他亦開始接觸

同學，終勇敢踏出舒適區，擴闊社
交圈子，更參與調解比賽及辯論
隊，提升自己的溝通能力。
除了恩師，陳灝銘還感謝家人給

自己的支持，特別是兩位家姐在他
轉校時，為他查資料、找資源，給
了他莫大鼓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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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歲的黃鈺儀現讀中四，過去一年對她
來說十分艱難。一日母親突然中風，其後
患上抑鬱症。當時讀中三的她正面臨TSA
考試，但她仍堅持每日到醫院照顧母親，
幫她活動手腳及重新學習說話。小小年紀
肩負學業家庭雙重重任，讓鈺儀倍感壓
力。
逆境當前，鈺儀未有氣餒，而且更努力

地學習。她過去成績平平，但因努力有次考獲第
一名，卻因此引來同學們的猜忌，有同學在網上
傳言說她靠作弊取得好成績，更令鈺儀的處境雪
上加霜。
幸好仍有朋友和師長的信任，鈺儀才用實力戰
勝流言，渡過難關。學校為她減免了一年的學
費，她亦順利升入高中，昨日並獲香港青年協會
獎勵計劃表揚。
黃鈺儀說，其實很小的時候，父母已經離婚，

但是二人為了給她一個完整的家庭，仍生活在一
起。這種扭曲的家庭狀態，讓鈺儀時常覺得內
疚，認為是自己拖累了父母不能各自再組家庭。
從前，父母起了爭執，她需要「站隊」，自幼

與媽媽更親近的她，總是選媽媽，對父親既不理
解又很畏懼。此次母親重病，爸爸承擔了很多照
顧責任，這讓她對父親大為改觀，父女倆修復了
部分感情。
談起未來，黃鈺儀充滿信心，她喜愛閱讀，希

望將來入讀中文大學，從事文字工作，「最好能
成為一名作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忙考TSA兼顧病母
孝女憑實力脫逆境

走出霸凌陰影 發奮小子重生

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中華電力合作的「中

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
劃」昨日舉行第二屆頒獎禮，
表揚20名逆境自強、迎難而上
的本港青少年。
該獎勵計劃今年共接獲超過107

間學校及青年服務單位提名236名
學生，評委從中選出20名得獎者。
青協表示，得獎者年紀尚輕，就面對
人生極大挑戰，他們各有一段心酸艱
難的成長經歷，卻仍憑藉毅力，以堅定
信念跨越難關，笑對人生，值得鼓勵。

用一周和其他得獎者排話劇
今年16歲的黃慧嵐打扮入時，談吐自信

大方，她還參與了頒獎禮的節目表演，用一
周時間和其他得獎者排演了一齣話劇，讓人難
以相信眼前這個美麗的女孩一年前還飽受厭世
情緒的困擾，一度自殺入院。
黃慧嵐自述，小時候父母因犯事被捕，之後

離婚，她兩歲起就開始和爺爺同住，直到2015
年爺爺過世。祖孫二人感情極好，「是爺爺給了
我一個家」。
她說，爺爺有3個子女，眾多孫輩，卻獨獨對

她偏愛有加，「因爸爸不生性，爺爺就當我是親
生細女一般。」
失去爺爺後，慧嵐輾轉到不同親戚家暫住。
媽媽在她讀中二時再度犯罪入獄，她與爸爸的關
係亦因他再組家庭等因素愈加惡化。

母：如讀不到書 監獄留位給你
她形容，爸爸並不工作，只會問親戚攞錢，
這種生活態度令她厭惡。有一次她去探媽媽監，
媽媽問及功課成績，知道不理想後，對她說：
「如果將來讀不到書，不如就來這裡（指監獄）
留個位給你。」
去年有段時間，慧嵐和爸爸同住，為了避開

父親一家，她每日早出晚歸，多重壓力之下，慧
嵐做出了自殺舉動，後被老師和社工送往醫院。
慧嵐不願多提住院時的灰暗日子，只說「很
恐怖」，院方為防止她再度自殺，將她綁住，不

理解她的病人也指她「黐咗線」。
後來，在校長老師和朋友的幫助下，慧嵐終
於走出陰霾，認識到「死並不能解決問題」。校
長和老師因應她的情況，都特別照顧她，讓慧嵐
感受到溫暖和重視。

盼從事法律或人力資源行業
黃慧嵐曾應承爺爺 ，絕不會像自己父母一

樣，踏上歪路，至今她仍信守這個承諾。她夢想
將來能從事法律或人力資源行業，獲得屬於自己
的成就，不再令關心自己的人失望。
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香港青年

協會總幹事何永昌及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莊偉
茵昨日亦有出席典禮。

中電青協勉青年逆境自強
莊偉茵說，中華電力與青協合作設立獎勵計

劃，鼓勵青年逆境自強，積極應對人生，活動意
義非凡。「得獎同學沒有怨天尤人，反而選擇勇
敢面對逆境，自強不息。他們更以自身經歷感動
和鼓勵身邊人，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

人的一生不總是一帆風順沒有坎

坷，但對於家庭背景複雜，尚在成

長期就遇到困境的青少年，則是難

上加難。黃慧嵐自幼目睹父母犯

事，母親更因犯罪入獄，她感到迷

茫失落，還曾自殺入院，但是最終

因感念已故爺爺的照顧，並在親

友和校長老師的關懷下，決定

走出陰霾，邁向夢想，並信守

對爺爺的承諾，絕不踏上歪

路。慧嵐面對逆境自強不

息的精神，昨日獲得香港

青年協會獎勵計劃表

彰。

■得獎同學用一周時間排演話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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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慧嵐、黃鈺儀、陳灝銘。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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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犯事被捕 曾感失落自殺
迎難而上拒走歪路獲青協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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