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香 港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3年6月7日（星期三）

盼摘有色眼鏡 關懷少數族裔

三稚女遭母焗斃 倫常慘案揭隱憂
居港少數族裔不懂求助 學者籲聘同鄉義工接觸紓困

◆桂林街謀殺案疑兇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深水埗
民政處與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5日
晚舉行情緒支援講座，稍後亦會在區
內再舉行類似講座。社署高度關注倫
常慘劇事件，5日聯同非政府機構在港
鐵深水埗站出口外設立流動服務站，
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支援和服務，以
及提供24小時電話熱線。香港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對事件感到
震驚和傷心，呼籲市民不要將情緒發
洩在子女身上，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表示18區關愛隊，會協
作尋找社區內的「隱蔽家庭」。

陳國基疾呼：勿向子女發洩
陳國基表示對事件感到非常傷心，
相信全港感到震驚，呼籲任何成年
人，即使不開心、不順意、出現感情
問題時，都不可以將情緒發洩在子女
身上，所有小朋友都有生命權利，而
非家長的擁有品及附屬品，需要受到
保護。陳國基表示有些個案或屬偶發
性，單靠政府力量未必能完全找出有
問題的家庭，呼籲市民多關心身邊
人，如有需要應尋求協助，避免悲劇
發生，強調這類事件一宗都嫌多。
麥美娟表示對事件感到非常難過，
政府5日晚上7時在深水埗街坊福利會
舉行情緒支援講座，港大有關專家亦在
場，未來幾天亦會繼續與不同團體舉辦

同類講座。她又指，由於事件涉及少數
族裔家庭，新家園協會亦會提供支援熱
線，支援少數族裔家庭。目前有8間中
心可為少數族裔提供支援，18區亦設
有關愛隊提供服務，而透過專業協作，
有助找出社區內有特殊需要人士，例如
隱蔽家庭，為他們提供支援。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對事
件感到非常心痛並深切關注。他強調，
政府一直致力打擊家庭暴力，並持續加
強為面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及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一連串預防、支援和專門服
務，政府亦透過宣傳活動及地區活動，
促進公眾認識家庭凝聚力及預防家庭暴
力的重要，鼓勵有需要人士及早尋求協
助。社署表示，會盡快聯絡有關家屬，
並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適切協助。5日亦
聯同非政府機構於港鐵深水埗站C2出
口外設立流動服務站，安排社工為有需
要的市民提供支援和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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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右）表示
對事件感到震驚和傷
心，呼籲市民不要將
情緒發洩在子女身
上。左為麥美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攝

◆社署5日在港鐵深水埗站C2出口外設
流動服務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夫妻發生爭
拗、出現感情破裂時有發生，甚至要離婚。香
港家庭及事業發展服務訓練總監司徒漢明提醒
市民，協商離婚事宜時，需時刻留意自己與對
方的情緒，最好在有第三方介入及容易求救的
地方進行協商，一切以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為
先。他強調，無論是出現爭拗，或是要離婚，
都不能牽連至幼童身上，若發現對方或出現情
緒失控、有暴力行為，需事先將幼童撤離至安
全地方，例如親戚家中。

選址易撤離判斷需否第三方
司徒漢明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港的
少數族裔家庭，一般不會主動向社會求助或
表達困難，首先是語言不通的阻礙，其次就
是他們的認知問題。他解釋指，有些不在香
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人士，對周圍的情況
認知不足，未知向社署或非政府機構尋求幫

助的渠道。
5日發生的深水埗倫常慘案，涉及一對分居
夫婦的感情問題。司徒漢明認為，夫妻到了離
婚這個地步，相信雙方的情緒都會不穩定，對
對方或有強大敵意，商討離婚安排時要留意自
己及對方的情緒，應該在雙方情緒穩定的情況
下討論，或事先判斷是否需要有第三方介入，
「可以是親戚或專業人士介入，要有穩定情
緒，及時阻止暴力行為發生。」
司徒漢明續指，傾談地點的選擇非常重要，不

宜在封閉、不容易逃走的空間進行，雙方應該實
事求是討論財產、撫養權等事宜，不要「唱
衰」、侮辱對方，讓敵對情緒上升導致失控，留
意到對方或自己的情緒不定，應立即停止協商，
要謹記保護自己。除了自我保護，亦需保護家庭
成員，尤其是幼童，若意識到對方可能會出現情
緒失控、有暴力行為等情況，需立即將幼童撤離
至安全地方。

專家：協商爭議需留意對方情緒

◀▲女童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疑兇言行異常 未有精神病紀錄

香港社會市民精神健康問題再敲起警號！一名居港

的印度裔母親疑不堪婚變及獨力照護3名年幼女兒的精

神壓力，5日晨在深水埗劏房寓所疑用枕頭逐一焗死3

名年僅2歲至5歲的女兒，再致電通知家人揭發事件。該家庭之前有社工跟進，後因搬家改由新的綜合

家庭中心跟進。今次慘劇再次揭露香港少數族裔面對生活困境，情緒、社會及人際支援不足的老大難問

題。根據數據，過去十年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上升七成，但全港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不足

1%的服務使用者是少數族裔，反映少數族裔的問題家庭甚為隱蔽。學者呼籲政府聘用更多「同聲同

氣」的少數族裔人士當義工，主動接觸有需要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蕭景源

求 助 情 緒 支 援
新家園24小時熱線：6365 2744 （未來3天）

社署24小時熱線：2343 2255

社署流動服務站：港鐵深水埗站C2出口

紅十字會熱線：5164 504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3106 3104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HOPE Centre：5188 8044 / 2836 3598

香港社區網絡LINK Centre：3955 1555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2479 9757

資料來源：社署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pro-

grammes/support_service_centres.htm

◆警方將枕頭、被鋪帶走化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深水埗
倫常慘案令3名年幼女童喪命，據女童的
姑母稱，胞弟與弟婦已經分居，正就3名
女兒的撫養權問題等候法庭判決。案發於
5日早上近11時，分居妻疑在劏房內用枕
頭焗殺3名女兒後，致電居於新界區的母
親聲稱自己殺害女兒，母親因知女兒近日
言行有異常，聞言大驚通知居住深水埗附
近的幼子上門查看，發現劏房大門反鎖，
於是報警；未幾，女疑兇自行致電報警，
一時聲稱自己殺人、一時又指丈夫殺人，
言語混亂。
軍裝警員到場順利進入劏房調查，當
時女疑兇在客廳表現平靜，但發現3名
女童失蹤及房間反鎖，經破門進入赫見

3名女童倒臥床上昏迷不醒，由救護車
送明愛醫院證實死亡。警方一度懷疑有
男兇徒在逃，派出大批警員荷槍實槍封
鎖現場一段桂林街展開搜捕。與此同
時，警員向女疑兇查問，發現其言行古
怪，經進一步調查她終承認殺死3名女
兒，遂被拘捕及以黑布蒙頭押上警車帶
署；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鍾雅倫表示，3
名女童被發現時估計已死去約一兩小時，
未發現任何表面傷痕，相信女童是遭焗
死；由於其中一名女童口鼻有少量血漬，
現場亦檢獲一個染有少量血漬枕頭，估計
3名女童是遭枕頭焗殺，但真正死因仍有
待進一步驗屍確定。鍾續指，現階段調查

顯示女疑兇過往未有任何精神病紀錄，涉
案家庭亦無暴力紀錄，初步相信案件涉及
夫婦感情問題，有可能涉及第三者，或不
想將3名年幼子女交予他人照顧，警方已
尋獲分居丈夫了解，證實兩人已一段時間
未有聯絡，現正調查女疑兇犯案動機及精
神狀况。
鍾雅倫形容這是一宗非常嚴重的家庭
暴力案件，有3名年幼女童無辜遇害，
警方非常重視所有家庭暴力罪行，特別
是牽涉人命及嚴重受傷的罪行，一定會
全力調查找出真相，呼籲市民應多留意
身邊朋友或家人，發揮鄰里守望相助精
神，讓專業人員及早介入及避免再發生
悲劇。

案中3名無辜女童，分別5歲、4歲及2歲，
被發現時已經昏迷、呼吸脈搏微弱，送院

經搶救證實死亡。被捕印度裔母親，29歲，涉
嫌謀殺被捕後，因情緒表現不穩，須送院接
受檢驗。消息指，涉案一戶為香港少數族裔
家庭，印度裔妻子與任職貨車司機的巴基斯
坦裔丈夫已分居逾一年，妻子去年7月帶同3
名女兒搬至深水埗一個約200呎唐樓劏房居
住，因需照顧年幼女兒難以工作，母女四人依靠
綜援生活。
在飽受婚變打擊及要獨力照護3名女兒壓力下，分居妻情
緒瀕臨崩潰。雖然沒有精神病紀錄，但據了解，涉案母親兩
年前誕女後情緒不穩，曾接受包括精神科在內的會診。有消
息指，她因擔心失去3名女兒撫養權，近日被家人發現不時喃
喃自語，甚至向家人聲稱「被鬼跟」，懷疑精神出現異常。
四母女自去年起接受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綜合家庭服務，
但搬家緣故，其個案轉交至就近其新住所的非政府機構綜合
家庭服中心繼續跟進。

隱蔽問題 易生悲劇
事件令社會大眾關注少數族裔的情緒、經濟及社會支援問
題。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社協經常服務今次慘案所在大廈的家庭，曾先後接觸九
成住戶，惟未能接觸涉事家庭，反映一些問題家庭相當隱
蔽，事主不願求助。
她表示，不願打開心扉的個案相當常見，「他們多數因語
言等障礙而不懂或不願求助，隱蔽性較高，若出現精神及經
濟等壓力，易發生慘劇。」她續說，不少居民均對今次事件
感到憂慮，希望政府正視及檢討社會的精神健康問題。
根據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

士》資料顯示，香港少數族裔人口約30萬，過去10年，香港

的少數族裔人口更上升七成。但少數族裔基於言
語隔閡，不太主動，或者不熟悉求助方法，故全
港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當
中，2017 至 2018 年少數族裔使用率不足
1%。

精神健康服務近零
融樂會總幹事謝永齡表示：「可能有少數族

裔，特別女性，要顧及家庭的面子，不想講出自
己精神問題，長遠相信政府要改宣傳策略，要有強者

求助精神，需要求助的便去求助。」另外，他指出少數族裔
家庭在疫情期間，身、心及精神健康均受到很大影響，久而久
之承受不到累積的壓力，便有機會出現情緒崩潰。
他續說，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本已不多，針對少數族裔的
精神健康服務更是「近乎沒有」，即使出現問題亦求助無
門，加上文化差異，女性求助意欲更低。他促請政府加強外
展及家庭輔導服務，主動識別及介入個案。

◆三女童的父親。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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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常慘案

◆29歲印度裔母親在劏房寓所用枕頭焗死3名年
僅2歲至5歲女兒。 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廣濟）少
數族裔難以融入社會，甚至遭歧視卻又不懂
求助的情況屢見不鮮，需要的是社會多一點
關愛。「其實只是膚色、語言及文化不同，
希望社會脫下有色眼鏡看待不同種族的
人。」現年22歲的南亞裔少女EM Moon5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不少港人
一直對少數族裔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歧
視經常存在，令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尤其不懂
廣東話者失去自信，甚至質疑自己的存在價
值，部分求助無門者更有輕生的念頭。她

認為，以香港這個比較發達的城市，不應
該存在這麼多偏見，希望社會各界為少數族
裔提供更多支援之餘，最重要是多一點關愛
及共融。
在香港出生的EM Moon表示，成長過程

中明顯看到少數族裔與港人在宗教及飲食文
化上的差異，「例如我吃咖喱，港人可能接
受不了那氣味；我穿民族服別人可能認為我
好古怪，都刻意保持距離。」一直在主流學
校讀書的她續說，小學時因廣東話較差，很
難結識朋友，同學也不多跟她說話，中學時

廣東話大有進步，人際關係才好轉。畢業已
一年、如今從事餐飲業的她坦言，職場上始
終與香港人存在隔閡，「慶幸我的廣東話可
以，同事與我多接觸後亦開始接納我，所以
語言十分重要。」
她說，許多不懂廣東話的朋友除了找工困
難，也有不少遭遇歧視的經歷，「例如從事
零售業，會被叫去處理倉務，沒有機會接觸
顧客，這樣更減少了他們學習的機會。」
她表示，遭遇歧視某程度上會令少數族裔
人士失去自信，質疑自己的存在價值，甚至

有輕生念頭。
EM Moon認為，現時社會對少數族裔的
支援並不足夠，「表面上有許多廣東話班，
但其實不少都要求略懂中文；想搵社工求助
又不知道渠道，甚至以為情緒支援服務要付
費而放棄尋找求助渠道。」
她表示，近年香港社會的確增加了共融活
動，但依然不足，希望可增撥相關資源同時
加強宣傳，「希望社會可以多一點種族共
融，同時可以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在職培
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