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發黃奶樽，滿載一段跨越半世紀的

尋親往事。好幾次，59歲的梁淑眉與失散

55年的細妹，只差一點點即可以再會面，

可惜偏偏剛剛擦過，緣慳一面。多少個中

秋，月再圓，梁氏一家卻永遠缺了一塊。

這份失落逾半世紀的遺憾，兩年前在香港

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團隊穿針引線下，終可

彌補，享受人月團圓的天倫樂。人海茫

茫，許多失散家庭只憑着一個姓名、一件

信物、一個地址，尋覓流着同一血脈的至

親，縱使是大海撈針，但梁淑眉用自身經

歷勉勵同路人：「只要不放棄，什麼都有

可能！」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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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尋親縱然是渺
茫，但皇天總不負有心
人。已移居美國的68歲
龐女士(化名)多年前曾在
香港紅十字會登記尋找
母親，亦專程飛回香港
接受傳媒訪問，最終只
找到一位經歷相似但姓
名不符的老婦。龐女士

認為尋親失敗遂返回美國，但
香港紅十字會社區關懷服務部
本地緊急支援服務助理經理譚佩詩未服輸，她說：「只是被尋者名字
不符，其他經歷則相似，我們覺得不應該放棄。」
在職員勸說下，龐女士最終接受DNA核對，得出的結果是那位
姓名不符的老婦，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母親。
紅十字會鍥而不捨助人尋親的服務，自1979年4月開始，截至今
年8月31日，該會共接受超過31,597宗尋親求助個案，透過六部曲
尋親的成功率約35%。尋找香港親人的期限為18個月，尋找海外
親人為30個月，但如果之後能提供新線索，將考慮重啟個案。

經歷似名不同 驗DNA證是媽媽

出生日期姓名都「改埋」失散55載姐妹終團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文
大學醫學院為逾3,000名市民進行癌
症篩查時，發現當中有10人確診大
腸癌，亦找出乳癌和前列腺癌患者，
有參加者表示慶幸透過該計劃及早發
現並切除乳房，毋須承受化療之苦。
中大團隊指出，肥胖是多種癌症的高
危因素，會透過該計劃提供一站式多
樣癌症篩查，及早發現初期癌症患
者。
中大醫學院早前為 3,446 名未有

癌症病徵的市民進行多樣癌症篩

查，他們一般先接受大腸癌篩查，
之後再詢問有否乳癌或前列腺癌的
高危因素，其中3,230人接受大腸
癌大便隱血測試，347人轉介接受
大腸鏡檢查，當中七成人發現有屬
於癌前病變的腺瘤或後期腺瘤，已
在檢查中順道切除，有 10人確診
大腸癌。
另外，在1,516名前列腺癌篩查參
加者中，98人要進一步檢查，發現
37人患前列腺癌，其中一人同時患大
腸癌。至於乳房X光造影篩查有

1,828人參加，45人要進一步檢查，
15人確診乳癌。

77歲患者切乳免化療苦
77歲參加者謝女士，透過該計劃

確診初期乳癌，她說：「我真的什
麼病徵也沒有，既然姑娘叫我相信
機器，又叫我不要置之不理，我又
這麼大年紀，便做了（乳房切除手
術），希望日後不用這麼辛苦，見
過很多人做化療，實在很辛苦。」
團隊招募的參加者中，接近九成

是超重或中央肥胖。團隊指出，超
重是多種癌症包括大腸癌的高危因
素。中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
堯表示：「在大腸瘜肉方面肥胖人
士，即BMI超過23、25的比瘦人多
瘜肉。現在的數目都偏高，例如乳
癌（確診率）0.8%，都是偏高，可
能與我們邀請了比較多偏肥的人做
檢查有關。」
該計劃持續至2022年，目標最終
篩查一萬人，並為超重參加者提供運
動及營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兩大超巿惠康和百佳向巿民及弱勢社
群，分別回饋約1億元及8,000多萬
元，以履行申領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工
資補貼的相關規定。其中，惠康更會
凍結300款日常必需貨品的價格，以
保障顧客免受價格波動影響，並指
「凍價貨品」並不包括在政府的回饋
建議內。不過，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
昨日指出，凍價透明度低，而且超市
應揀選最受歡迎的貨品凍價。
黃鳳嫺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消
委會在過去的周末，曾派員到部分超
市檢視，發現難以完全找出300款凍

價貨品，透過快速「眼球測試」只找
出約100款，未來幾天會繼續派員到
超巿檢視。
她又透露，在找到的約100款凍價

貨品中，當中97件都是超市自家品
牌，認為這是變相幫超市宣傳自家
品牌。她又指，凍價後相關貨品價
格雖較過去一段時間為低，但與其
他超市價錢差不多。
她續指，超市自家品牌可較易控

制成本，如果只凍價自家品牌的貨
品，對市場有影響。
她認為，超市應揀選最受歡迎、價
錢較貴的貨品凍價，例如奶粉和米

等，並凍結在過往最低價水平，才可
令更多人受惠。另外，超市亦應增加
計劃的透明度，清楚交代凍價貨品的
詳情，包括是否每日會轉變貨品種類
等，「到底哪300類貨品凍價，以及
會否每日都轉變，是否不同店舖有不
同的300件貨品呢？這些都應清楚向
巿民交代。」

向弱勢派現金券最實際
黃鳳嫺認為，兩大超市若要回饋市
民，還是向弱勢社群派現金券或食物
券最實際，並期望超市承擔社會企業
責任，與市民共度時艱，推出更多折

扣優惠，「在這艱難時間，最簡單就
是在結賬時打折扣，除了在保就業計
劃中回饋一億多元外，其實超巿可以
多做一些（惠民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印尼政府明年1月
實施輸出勞工費用新規定，部分原本由印傭支付
的費用會轉嫁予僱主，包括印傭的健康檢查、出
國護照、良民證及印尼社會保障供款等費用，估
計涉及最少4,000元。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
民昨日表示，前日與印尼勞工部及領事館會晤，
對方表明會如期實施新政策，惟印傭在當地的交
通住宿費以及護照等費用或設上限，相信僱主的
額外費用可減至3,000元，但仍要視乎何時落實協
議。
張結民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由於聘請外傭程序
需時兩三個月，因應印尼政府的新政策，僱傭代理公
司已在一星期前相應調整收費，日後僱主聘請印傭來
港前，需要支付費用已增至1.7萬至2萬元。那聘請
費用加重會否影響本港僱主聘請印傭的意慾？他相信
影響不大，因為本港對外傭有一定需求，而按新規
定，以兩年合約為例，僱主平均每月只多付100多元
至約200元。他又指，由於疫情關係，近大半年來港
外傭減少，暫時未知巿場的反映。

中介憂增跳槽促嚴審證
張結民又指，雖現時聘菲律賓外傭的費用較
低，但菲律賓政府可能會效法印尼政府，將菲傭
訓練費及證書費等轉嫁僱主，涉及費用4,000元
至 5,000 元，他說：「相信（菲國）好快實
施。」他又相信外傭出國打工的負擔減輕，未來
會有更多外傭願意申請來港，但亦有可能會令到
港外傭「更容易話唔做」，有可能來港履新後不
久要求中止合約，轉換僱主，預料入境處會再收
緊外傭工作簽證審批。
他又認為，各方要小心協調，避免有外傭透過

有關方法來港旅遊，而非工作。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則強調，

外傭出國護照和良民證等屬於個人物品，無理由
是僱主負責費用，已要求約見特區政府反映。她
又擔心新安排下因外傭來港負擔減輕，會有更多
外傭來港後「博炒」，使僱主要按規定支付一個
月工資及機票費用，她質疑如外傭中途毀約或不
稱職，印尼政府是否會向僱主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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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千里尋親故事要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說起，
梁母當年隨丈夫來港後誕下大姐梁淑眉及二

弟，之後再懷第三胎，惟一家沒有迎接新生命的
喜悅，取而代之是屋漏兼逢連夜雨。梁淑眉的外
婆生病入院之際，酗酒嗜賭的梁父又拋妻棄子。

貧母忍痛將剛出生細女送人
身懷六甲的梁母拭乾眼淚，辭掉工作扛起照顧
家人的重擔，惟生活逼人使她別無選擇，於腹中
細女出生後7天，便忍痛送給一名來自順德的馬
姐撫養。
梁淑眉憶述當年家境十分困難，送養細妹是為

勢所迫。她曾問母親為何送走的不是當時年僅兩
歲的自己，而是細妹？「母親反問哪有人送走養
了兩年的女兒，唯有送走剛出世的女兒。」
分離是迫不得已，思念卻是痛欲斷腸，梁母最

初不時透過中間人向馬姐打聽細妹的情況，縱然
馬姐反應冷淡，往往以「還好」「就這樣」等字
句搪塞，但梁母知道骨肉安好已心滿意足。可惜
隨着中間人過世後，梁母連這丁點慰藉也成奢
想，由於馬姐一心只想養兒防老，生怕養女認親

後會離她而去，故千方百計斷絕與梁家的接觸。

細妹用過奶瓶 已成傳家寶
音訊全無後，梁母的憶女之情與日俱增，終日

對着女兒用過的奶瓶睹物思人，梁淑眉笑道：
「這個奶樽成了我們家的傳家寶了，一直保存至
今，連我的子女都用過！」
梁氏一家團圓的美夢跌跌碰碰好幾次，早年梁

淑眉的母親因中風入院，在院內偶然結識一名認
識該名馬姐的院友，能協助打聽細妹的下落，以
為尋親希望近在咫尺之際，最終獲得的回覆是馬
姐已離世，無法知曉細妹的去向。

姐一直尋妹 妹也在尋姐
那邊廂的細妹，馬姐為將之「據為己有」，不

惜向政府申請改動細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出生日
期及姓名，之後輾轉將細妹送到順德由馬姐的弟
弟撫養。幾年後，馬姐年紀老邁需要養女在身邊
照顧，將當時10歲的細妹帶返香港，交由「姑
姐」（即馬姐在港的胞妹）一家撫養。
慘成「人球」的細妹被踢來踢去，但她仍感激

馬姐和「姑姐」的養育之恩，故將尋找生父母的念
頭一直埋藏心底，直至近年養母及「姑姐」相繼過
世，在遺物中找到自己的出世紙才知自己的本名及
父母姓名，2018年致電香港紅十字會正式登記尋
人檔案，找到自己生命根源。
或許是天意，或許是梁淑眉的祈禱見效，僅過

了3個月，紅十字會就透過政府機構的「代轉尋人
信」的方式，將尋人信件寄到與細妹母親同名人士
的登記地址。當梁淑眉拆開信件的一刻簡直像在做
夢，魂縈夢牽的胞妹竟在尋親，她恨不得馬上致電
紅十字會問個究竟，惟當時已過辦公時間，她徹夜
按捺着激動的情緒，等待至翌日早上9時，馬上致
電紅十字會相約當天相見。
骨肉重聚的一幕，梁淑眉曾夢過無數次，但當

真出現時，她卻不敢置信原來此生仍有相認的一
刻，抑壓數十載的親情井噴式迸發出來，兩人緊
緊相擁，久久才鬆開手，然後第一時間馬上把細
妹帶到療養院與母親相認，遠在加拿大的弟弟也
通過視像分享重逢的喜悅。
談起重逢一幕，梁淑眉總熱淚盈眶：「我們從

未放棄過，如今終於圓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在疫
情當下，網上學習已成一種新常態，
為幫助基層學童更好地學習，香港創
新基金與信和集團，上月合作啟動
「一人一電腦」計劃，由於計劃收到
大量申請，主辦方決定將手提電腦的
捐贈數目由 200 部增至超過 1,000
部；計劃同時亦會提供技術支援，協
助學童應付日常學習需要。
據了解，是次計劃總共收到超過

2,300份申請，最終有1,019個成功獲

批，在他們當中有超過六成表示家中
並未有電腦，阻礙學童學習進度。所
以由9月21日至10月3日期間，計劃
已即時為1,019位小四至中三學童提
供手提電腦，協助學習。
除提供硬件外，計劃亦會每天為學

童提供網上支援，計劃中的合作夥伴
香港浸會大學將派出學生代表，於網
上解答有關網上學習的問題。另有見
近兩成申請人表示家中並無配備寬頻
網路，計劃亦為他們提供已預付的本

地流動數據卡，讓學童能實現上網學
習。
香港創新基金副主席暨信和集團集

團總經理黃敏華表示，在疫情下網上
學習已成新常態，基金與集團了解到
有需要為基層家庭提供相關的學習工
具，使學童的遙距學習更為有效便
捷，而推出了今次計劃，希望能幫助
他們盡快適應新的學習模式。
此外，基金於未來數月亦會提供一

系列課程，加強學童及其家人對電腦

及互聯網的認識之餘，亦會包含
STEAM課程，藉此培養學生的創新
精神。

驗3230人10患腸癌 中大：胖子高危

消委籲惠康選熱賣貴貨凍價

創新基金夥信和逾千電腦贈基層童

■創新基金夥信和贈電腦予基層學
童。

◀梁淑眉（右一）和細妹(左一)重逢當天下午即到療養院看望母親（中）。
受訪者提供

■尋親成功的梁淑眉加入紅十字會
尋人服務義工隊，幫助同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鳳嫺指出，超市應揀選最受歡迎
的貨品凍價。圖為市民正在惠康選購
商品。 資料圖片

■僱傭代理協會表示，相信有關僱主聘請印傭的額外費用可減
至3,000元。圖為外傭周末在街頭聚集。 資料圖片

養母「收埋」細妹 尋親靠不放棄

▲▲梁母幾經辛苦從中間人手中，得到細妹兒時的照片（右），與梁母跟淑眉兩姐
弟的合照（左），一直掛在床頭解相思之情。 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