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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署加強心教 拯救失足青年
煽暴累「少年炮灰」增 院所調配資源盼救到盡救

黑暴肆虐，大批年輕
人被鼓動參與非法

集結、藏有危險品、襲警
以至暴動。警方數字顯
示，2019年共4,268名10
歲至20歲青少年被捕，
較2018年多54%，而今
年首3個月被捕青少年已
達1,246人，比去年同期
更激增逾倍，情況令人痛
心。

最大挑戰：讓他們不再犯事
由於被捕與實際定罪數字有滯後，溫明淇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目前懲
教院所青少年在囚人數還未受近期事件影響，但根據昔日違法「佔中」
等經驗，涉案者估計將於兩三年之後進入院所，署方已隨時做好收容人
數大增的準備。目前，懲教院所仍有不少收容空間，必要時亦可靈活
調配資源，「一間房從一張床變兩張，單人床變碌架床」，整體
而言硬件問題不大。
然而，如何讓在囚青少年痛定思痛，出獄後有所成長，不再犯
事，才是院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溫明淇強調，署方重視教育及更
生，「所有青少年在囚者進入院所時都要接受心理評估，了解他
們在更新路上缺乏什麼，然後再針對性提供輔導或治療。」

心理專家研犯罪思維減重犯
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鄺綺華補充，針對在囚青少年，除一般輔導
外，署方心理組專家還會對其犯罪思維多下工夫，減少重犯風險。因應
近年社會情況帶來的新挑戰，心理組於壁屋增設名為「Youth Lab（青
少年研習所）」的專門服務，加強他們的心理修復與重建工作。
「有充分文獻指出，假如犯罪思維方面存在問題，出現違法行為的機
會將大幅增加，而犯罪思維所指是對違法行為的觀點，是一種態度，或
者情感傾向，這些方面都跟違法行為有很大關係。」她說。
鄺綺華表示，所謂犯罪思維存在多項指標，其中一項是對司法制度的
觀感，「包括對法律、法庭和警隊的觀感，警隊是執法者，如果對這些
持負面觀感，當然不理想。」另一項是對於違法行為的容忍程度，「會
否覺得透過違法可以達到所謂的『義』呢？」還有一項則是「罪犯認
同」，「青少年一般需要身份認同，他們的參照群體是哪類人，會直接
影響到之後做些什麼。」
她續說，青少年存在不少心理和生理挑戰，亦跟社會環境有連繫，
「情緒起伏變化是他們的特點，對身邊事情反應比較強烈；同時他們亦
會有多方面的需要，例如需要他人認同，或是要即時看到改變等等。」

從情緒調控解難能力入手
為此，專家會從加強在囚者的情緒調控和解難能力入手，「假如缺乏
解難能力，或會令年輕人容易衝動、動怒，判斷力亦會較差，因為太
快去做判斷，無足夠資料讓你沉澱和思考，而這亦有機會令人容易
重複犯錯，並不理想。」

鄺綺華強調，這些都能透過訓練改善，尤其青少年正值改變
黃金期，很多事情或問題尚未鞏固，及早處理仍可補救，
「所以我們如此着緊去做青少年工作，救得一個得一

個，只因救人是有時限的，當過了某個時間點，
之後就可能要付很大的個人和社會代價，才

有機會挽回至類似結果……所以唔等
得的，必須及時做！」

青少年從懲教所接受教育輔導，
至刑滿更生重返社會，除需要專家

悉心照料外，家人及社區支援亦不可
少。溫明淇和鄺綺華均強調，良好親

子關係對減低再犯機會很重要，是以懲教署正加強
家長教育，並計劃於全港各區增設四個社區服務中
心，以便定期跟進更生青少年的適應情況，多方面
協助他們重獲新生。

離開院所首年最高危
「離開院所後的第一年是最高危的，就算學到識
飛，出到去到底能否實踐，才是確認我們服務是否
成功的關鍵。」鄺綺華指出，對曾犯事青少年來
說，家人關係極為重要，「家庭保護網更是他們能
否真正更生的重要因素。」不過，不少家長未必懂
得如何跟子女有效溝通或處理衝突，署方為此特別
針對在囚青少年的父母進行心理輔導，希望改善家
庭溝通及管教，及幫助重塑青少年的價值觀。

溫明淇說，懲教署深明家庭支援
對在囚青少年的幫助，是以院所會
定期舉辦不同的主題的「所員─家
長活動」，如院所參觀、生日會、
證書頒發典禮等，亦會舉辦家長講
座，「簡單講就係教他們如何做家
長，維繫家人關係，表達關懷情感
等。」
懲教署並將於港島、新界東、新界西

和新界北，增設與現時旺角輔導中心功
能相若的多功能家庭和更生服務中心。溫
明淇介紹中心設有視像探訪服務，「讓長者
或孕婦等不便走動的親友，可透過視像探訪在
囚者」，並為專家提供空間，跟進監管青少年及
其他釋囚的適應情況，能否學以致用所內知識，
「好比是交朋結友或搵工技巧等等，有困難可前來
跟我們的專家人員一起研究，聽取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高鈺

現年 21 歲 的明仔（ 化
名），是誤入歧途犯事的過
來人。來自單親家庭的他，16

歲時鋌而走險販毒，最終被捕判
囚。他還記得當初被判刑時的絕望感，覺得「成
個世界離我而去」，及後幾年他洗心革面，努力
重拾課本，希望於文憑試獲佳績，未來考入大學
社工系，以自身經歷指引其他年輕人，「千祈唔
好做違法的事，因為犯法就係犯法，到被捕入獄
的一刻才後悔，已經太遲……」
明仔憶述，自己年幼時無心向學，初中開始曠

課，更於中四輟學，然而，母親一直都期望他能
讀好書，母子經常為此吵架，面臨不少壓力。

被捕感「成個世界離我而去」
在損友介紹下，明仔開始接觸毒品希望能藉以

放鬆，但實情是「一試返唔到轉頭」。其後，他更
因想搵快錢而販毒，「說是走一轉有兩三萬，當時
我跟自己說，可以幫補屋企；不過那其實都是藉
口，說到底都是自己貪玩，想有更多錢去花……」
販毒被捕，判囚失自由，令明仔頓時陷入絕望

與焦慮之中。他當時覺得「成個世界離我而
去」，見到為自己奔走的母親終日以淚洗面，更
令他悔不當初，明白到「犯錯並不只自己一個人
承擔」，更會連累家人。

睹母自責 決心改過
鐵窗生涯令明仔沉澱思緒，加上一直獲得母親

支持，兩人更由昔日關係疏離「形同陌生人」，
到現在成了幾乎無所不談的朋友。最令明仔感受
深刻的，是母親因為他犯事而自責，「做錯事的
明明是我，為何她要怪自己……」為此，他更決
心要改過，克服心理關口當面向母親道歉，「我
不要她再因為我而不開心或內疚，希望有一天，
她能為我感到自豪。」
過去幾年間，明仔先在院所內修畢中廚證書，

並重拾課本繼續高中課程，去年文憑試更考得6
科23分不俗成績，惜英文未達標與大學門檻失
之交臂。今年，他決定重考3科希望有進步，更
希望在明年刑滿後考入大學社工系，將來以過來
人身份幫助迷途的青少年。

明仔特別寄語年輕人，要有守法意識，愛
惜自己想及前途與後果，千萬不要參加

違法活動，「我經歷過，知道
這實在不容易，不想其他
人行我條舊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鈺

教家長做家長 加強家庭支援

香港自去年開始捲入黑暴漩

渦，無數青少年被攬炒派煽動以

身試法，淪為「炮灰」，如今被

捕者正陸續面臨法律責任。香港

文匯報記者近日到訪專門收容青

少年犯人的壁屋懲教所，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務）溫

明淇表示，因應年輕被捕者有上升趨勢，預計在囚青少年

於未來兩三年將趨增，各院所會靈活調配資源應對，更會

重點加強相關心理修復工作。署方心理專家進一步解釋，

減少青少年的犯罪思維相當重要，包括從加強守法意識、

提升司法觀感、拒絕「認同罪犯」等方向着手，期望「救

得一個得一個」 ，協助他們重塑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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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在囚青少年教育需要，懲教署在安排正
規課程的同時，還積極提供多元學習方向，助他
們獲釋後適應社會節奏。溫明淇介紹，署方近年與
時並進，推出多項貼地職業訓練，包括數碼媒體製
作及智能家居系統安裝等，亦會推廣電競及模型車等
STEM活動，此外亦特別新增興趣小組，加強歷史文
化教育。
「以前來來去去車衣、木工，但現在我們的職業訓

練更加重視市場導向。」溫明淇說，署方現設有18項
職業訓練課程，涵蓋工程、商業及服務行業，如屋宇裝
備、安裝智能家居系統，「以至於室內設計、韓式剪
髮、數碼媒體製作、咖啡沖調課程等等，這些範疇比
較受年輕人歡迎，學習動機自然較強。」
同時，懲教署院所也有推動不同STEM活動，諸如
機械人、光雕、電競、模型賽車等，培養在囚青少
年的創造、協作和解難能力。

教授談史說故事 助建價值觀
溫明淇並透露，未來會舉辦歷史故事興趣小
組，提升青少年在囚者對歷史與文化的學習
興趣，「我們留意到年輕人對中國歷史
的認知不多，因此有這構思，將會邀
請大學教授及歷史學家到院所，為
他們講歷史故事。」他們希望

青少年從故事或相關人物
中得到啟發，建

立正確價值觀。
懲教署二級校長蕭佩芬補充，署方會為青少

年在囚者提供半天正規教育課程和半天職業訓
練，前者包括中英數通識及電腦等科目，合
資格者亦會獲安排報考文憑試，過去在
2015年、2017年及2019年便有學員分
別獲6科26分、24分和21分，成
功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取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姬文風

韓式剪髮沖咖啡
職訓貼地更吸引

犯罪思維相關心理元素

犯罪思維是指對違

法行為的觀點、態

度或情感傾向，跟

違法行為有大關係

具有多項指標，其中包括當事
人對司法制度的觀感，特別是
對法律、法庭和警隊的觀感，
如對這些持負面態度，情況當
然不理想

當事人會否對罪犯產生認同，

甚 至 將 其 視 作 參 照 群 體

（Reference
group），這會

對當事人的價值觀念、態度與

行為產生間接或直接影響

資料來源：懲教署
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鄺綺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 明仔明仔（（化名化名））
期望能以自身經歷期望能以自身經歷
指引其他年輕人指引其他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懲教院所除提供紀律訓練外懲教院所除提供紀律訓練外，，亦提供職業課程亦提供職業課程，，圖圖
為學員接受韓式剪髮訓練為學員接受韓式剪髮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鄺綺華鄺綺華((左二左二))及蕭佩芬及蕭佩芬((左一左一))講述懲教署為明仔講述懲教署為明仔（（化化
名名）（）（右右））等在囚者提供的心理修復及教育工作等在囚者提供的心理修復及教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溫明淇指溫明淇指，，懲教署會加強心理修復支援懲教署會加強心理修復支援
在囚者在囚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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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高鈺

重返社會

多元學習

改過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