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肆虐下，家人相處時間增多，
是摩擦源頭，抑或是天天「家庭
日」？應屆文憑試考生阿財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以往自己既
上學又做兼職，鮮有和家人共處，
疫情爆發反而令他難得有更多時間
與家人相聚，帶來更緊密的家庭關
係。加上政府放寬食肆每枱人數限
制，昨晚母親節他與父母和外婆等
一同外出晚飯共享天倫。
全港學校今年1月開始一直停課，
中學文憑試亦一度因為疫情嚴峻而
延期舉行。阿財指出，新冠病毒疫
情為他帶來了難忘的中六生涯，
「我沒有打算升學，今次應該是短
期內最後一次考試，但很長時間沒
有拿起筆，考模擬試亦是透過電腦
進行，不用書寫（答案），感覺差
很遠。」

平時放學要兼職
阿財的備試過程雖然被疫情打
亂，估計成績會較預期為差，但最
大得着是家庭關係變得緊密，「我
中二時讀過一年寄宿學校，中三開
始又一直做兼職，放學後就上班，
回到家中已經深夜11點，家人都已
經上床瞓咗覺，彼此相處時間好
少。」
他續說：「好耐無試過連續幾日
屋企齊人食飯，疫情前要返工唔會
有時間返屋企食飯。」雖然有家庭

可能因為共處時間增加帶來更多摩
擦，但阿財笑言與家人最大的爭拗
也只是晚飯煮什麼餸菜，一家人現
時會一同「打機」和互相分享閱讀
過的好書，關係變得更似朋友。
除與父母關係變得更好外，阿財

在疫情下亦有更多時間與外婆相
聚。阿財小學畢業前一直由外婆照
顧，跟外婆關係甚至較母親更親
密，「要上班嘅時候，一個月也未
必會探外婆一次，但家每星期都
會搵佢飲茶，同佢食飯，會特地早
啲到佢屋企幫忙。」阿財除昨晚與
家人外出晚膳慶祝母親節外，他亦
期望全球疫情早日結束，屆時他便
帶同母親和外婆一同出外旅行。
雖然有人因疫情與家人關係改

善，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助理
主任幹事蘇璽陽表示，亦有家人間
因相處時間增加而引發更多爭執，
原因可能涉及家務分配及「打機」
時間等，建議無論是家長或年輕
人，面對爭執時均應嘗試了解對方
想法，在沒有前設的情況下坦誠交
流。

考生：疫境下家人更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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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是
不少人向母

親獻花的日子，但抗疫時期未必人人方
便去親手買花。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
員，包括李慧琼、張國鈞、鄭泳舜及多
名社區幹事昨日就在香港各區免費派花
及口罩，部分人更深入街市，為仍在工
作的母親送上點點溫情，既祝所有母親
幸福快樂，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圖︰民建聯facebook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送 上 溫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囚者即使
身處懲教院所，亦無阻母親與子女互傳心
意。昨日母親節，懲教署在女性及青少年懲
教院所舉辦以感謝母親為主題的活動，增進
親子關係，以助更生。
羅湖懲教所及大欖女懲教所特意向前來探

訪在囚母親的子女派發一朵紙花及一張心意
卡，讓他們寫下心意及祝福，於探訪時送贈
給母親。同時，青少年懲教院所則會向青少
年在囚者派發紙花及心意卡，讓他們向到訪
的母親表達心意。

懲教所派紙花
親子互傳心意

昨日母親節，適逢特區政府早前將

食肆每枱人數上限由4人放寬至8人

一桌，不少近兩個多月與親屬未曾見

面的市民，面帶久別重逢的喜悅，到

酒樓共敘天倫。也有安老院舍的院

友，自疫情爆發後都未曾見子女一面，院方因應近月疫情緩和，昨日破

例容許院友外出與家人相見，闊別多時的家人終於可以相見，親口說

聲：「母親節快樂！」抵千言萬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花墟旺丁不旺財 花店生意跌逾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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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久別重聚 親屬喜敘天倫
院舍婆婆獲兒孫接回家 嘆視像有隔膜怎及真人相擁

特區政府在母親節前夕放寬「限聚
令」，使食肆每枱人數放寬至最多8
人。旺角一間酒樓的副總經理蘇先生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食
肆始終仍受限於每枱人數，座位數量
較正常減少5%，加上疫情未完全退
卻，茶市生意額較過往的母親節下跌
一成，晚市則下跌四成。
蘇先生補充，受每枱人數限制影

響，每枱消費額有所減少，但是「返枱」較
疫情前迅速，故估計茶市生意額不會明顯下
跌，「以前大枱要等位，一大班人又會傾耐
啲，家好多食飽就走，人少無傾得咁
耐。」
蘇先生對昨日酒樓的氣氛和客人數目感

滿意，並認為客人願意外出進餐的主因是
約20天沒有本地感染個案，其次是放寬
「限坐令」，能令雙親、兒女和孫兒不用

分枱。他指出，疫情期間生意最差的時候
是爆發「打邊爐群組」、「酒吧群組」的
時候，「酒樓有三層，開得半層」，而晚
市只有10人訂枱，政府宣佈放寬「限坐
令」後，訂枱數目開始上升。
他以過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為例，晚市

能做到70張至90張枱的生意，又估計昨晚
能做到約120張枱的生意，但不及過往約
400張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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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不及往年 食肆已經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
市民昨日買花贈予母親及妻子，旺
角花墟昨日擠得水洩不通，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旺丁不旺財，很
多人都是只看不買，多間花店都推
出「抗疫價」促銷，但均指生意不
似預期，較去年同期跌超過一半。
昨午時段，旺角花墟人潮不斷，
不少市民前來買花，行人路上略顯
擁擠，康乃馨、百合及玫瑰仍然是
熱門之選。張小朋友和爸爸到花墟
用百多元購買一束康乃馨和一張心
意卡予母親，她表示要在卡上寫上
「you are the best mummy in the
world（你是世上最好的媽媽）」，
然後找兩歲的弟弟在卡上打手印，

以感謝母親過去一年的辛勞：「過
去幾個月停課，媽媽都在家教學，
我經常惹她生氣，希望今（昨）日
好好感謝她。」
花墟雖然人多，但顯然旺丁不旺

財，不少市民的消費都是百元左
右，甚至只看不買。
花店「熱帶雨林」負責人劉小姐

表示，今年花束、花籃的價格較去
年降低一兩成，比如過往售價100元
的花籃，今年只需要80元，但仍是
看的人多、買的人少，較去年同期
跌近一半。

抗疫價促銷 仍乏人問津
另一花店職員陳生亦表示，花店

因應疫情推出「抗疫價」促銷，
小、中、大型花束只售38元、88
元、118元，但仍是乏人問津，生意
較去年同期跌近八成：「我做咁多
年都未試過咁差。」
主要做鮮花批發的花店店主鄭生

指出，「比起舊年，（訂單）得返
兩成左右，好多熟客比如酒樓，一
啲慈善團體都無落訂。一來好多酒
樓無錢送花，甚至都結業；二來安
老院唔開放，慈善團體訂嚟都無
用；三來好多客都話想睇定啲先，
遲遲唔落訂，有人昨日（前日）先
落訂，我哋點做得切？好彩我哋都
入少咗好多貨，（貨量）只有舊年
嘅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學校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停課數月，令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童的基層家庭壓力倍增。在狹小空
間中，家長與孩子終日相對，衝突加劇。香港
社區組織協會3月的一項調查發現，逾八成
SEN學童家長在過去兩個月曾有自殺念頭，
還有家長曾用衣架體罰孩子，甚至持刀威脅子
女，反映疫情下該類家庭的心理健康值得關
注。社協建議，政府為基層SEN家庭提供額
外津貼，學校或社福中心亦可為SEN學童提
供託管服務，紓緩家長的壓力。
單親媽媽黃女士和9歲的兒子住在一間唐樓

套房，面積約100呎。她表示，兒子有過度活
躍症、抑鬱症、讀寫障礙等多種問題，因此比
其他小孩遲一年上學，現在才小二。
疫情爆發前，兒子恒常會約見職業治療師
及精神科醫生；但疫情之後，看診頻率減少，
家中又沒有電腦，只能透過手機和治療師交
流，但經常斷線，療效亦打折扣。

黃女士指，學校提供網上教學，但兒子經
常假學習名義，玩手機遊戲，令她失望及氣
憤。她曾試過用衣架責打兒子，但無用，有一
次還持刀威脅，「怕有一日我真係用刀拮落
去！」她承認，困於家中，自己和兒子的精神
狀態都欠佳，兒子還經常在家大聲喊叫，她曾
提議學校提供暫託服務，給家長喘息的機會，
但校方未有採納。

照顧者精神瀕崩潰
黃女士的情況並非孤例。社協於3月期間進
行一項調查，227名SEN兒童的家長受訪，結
果顯示停課期間，家長最擔憂問題包括功課問
題（87.7%）、情緒（80.2%）及網上功課
（74.9%）。83.3%受訪家長表示過去兩個月
有過自殺念頭，反映照顧者的精神瀕臨崩潰，
急需支援。
22%受訪家長表示需要託管服務，但近五成

（46.9%）家長指學校不提供託管。另外網上
教學方面，眾多受訪者
因家中無電腦或是
iPad、未有安裝網絡及
網速不夠等，子女做功
課曾出現問題。
社協建議，政府為

基層SEN家庭提供額
外津貼，資助清貧家
庭的學生購置電腦裝
置；學校及社福機構
亦應分時段讓SEN學
童預約回校或中心做
功課，或為照顧者提
供暫託服務。

昨日全港各區的酒樓重拾昔日的熱鬧，
到處人聲鼎沸，其中林氏一行十多人

到達酒樓聚餐，雖然因為超過每枱人數上
限，需要分開兩枱坐，但並無掃興之感，
有親友感觸地說：「冇見兩個幾月啦。」
林太表示，子女年紀尚幼，早前疫情高峰
期間不敢攜同他們外出，趁着疫情稍有緩
和，又適逢母親節，故與親友飲茶一聚
「（分兩張枱坐）都唔會（掃興），都叫
見一見，希望疫情快啲過再同枱食飯。」
李太三代同堂在酒樓飲茶，她表示在疫
情期間雖然仍有與兒孫們見面，但很久沒
有出外共坐一枱進餐，「兩個月未試過咁
樣一齊食飯，家6個人唔使分枱，開
心，飲茶預要用三四百元。」

久未見家人 老友記神傷
久別重逢的還有老人院舍的院友，自兩

個多月前疫情爆發，院方便禁止所有人探
訪，院友與家人只能透過視像互相問好，
其中85歲惜蘭一提到子女孫兒便難掩神
傷，她慨嘆今年的母親節最不開心，「與

家人好久無見面，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啦。」
另一名院友貞妮提到久未相見的兒女也

老淚縱橫，她說：「做媽媽的一定掛念
（子女）。」她每日在院舍裡，最期待的
節目就是打電話給子女，一解相思之苦，
她說：「我每天都有打電話給他們的。」

疫情漸緩和 院友准外出
該院舍的院長胡佩表示，不少院友因為

過去兩個多月無法與家人相見，情緒低
落、想念家人，而且院友不准外出也像坐
監。隨着疫情緩和，院方酌情在昨日的母
親節破例讓院友外出。
惜蘭昨日獲女兒及孫兒接回家小聚，雙

方甫見面，便興奮地上前相擁，惜蘭親耳
聽女兒說：「母親節快樂！」倍感高興，
她表示視像總不及親身相見，「始終跟真
人不同，（視像）有時說話都聽不清楚，
好像假的，有隔膜呢。」
疫情下的母親節，有什麼比一家齊齊整

整吃一頓飯可貴？

與SEN童「困獸鬥」八成家長曾想死

■林氏一家趁母親節與親友飲茶一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社協調查顯示SEN學童家長在疫情期間急需心理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阿財
（左）與
蘇璽陽
（右）。

香港
文匯報
記者 攝

■有青少年在囚者向媽媽送上紙花及心意
卡。 懲教署供圖

■旺角花墟今年旺丁不旺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