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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節要當班
警員甘做隱形爸

節慶要巡邏震懾罪犯「市民安全就是最好的父親節禮物」

���父愛如山

警夫警妻要輪班 見面都要靠預約

爸 爸 轉 行

夫 妻 上 陣

國安女犯悔悟 與父冰釋前嫌

◆千家萬戶18日可以歡度父親節，背後是香港警隊上下默默的付出。圖為香港警察在街頭執勤。資料圖片

◆林志偉

◆阿鳳和丈夫

▲▶對已屆中年的陳悅晉來說，
加入警隊的道路並不平坦。

阿鳳兩夫妻
都是警察，育有

兩歲半的女兒，「做警察要輪更，連兩夫妻
見面都要先預約，女兒只好交給工人姐姐照
顧。」這個父親節，兩夫妻都要上班，沒法
全家慶祝，「雖然有點遺憾，但始終需要有
人除暴安良。」她已計劃好下周和丈夫約個
時間，帶上囡囡一齊去公園玩，補過父親
節，「無論什麼節日，最開心的係小朋友，
可以全家一齊玩最重要。所以是否正日慶祝
沒所謂，但不能不慶祝。」

阿鳳駐守鐵路特遣隊，負責處理鐵路罪
案，「雖然經常日夜顛倒，但捉到犯，成功
撲滅罪行，會很有成就感。」身為女性，阿
鳳很喜歡警察這份工作：「考警察之前做文
員，感覺很悶。做警察後每天接觸很多人，
要處理各種事情，比較有趣。」
有得亦有失，阿鳳慨嘆道：「始終感覺

有點對不起女兒，沒太多時間陪她，尤其她
生病的時候，我們還要去上班沒法陪伴她，
很心痛。」還有就是感覺對不起雙方的父
母：「他們都年紀大了，又有長期病患，還
好我們都有兄弟姐妹照顧他們，這個父親
節，我們也只能和他們打電話問候。」

她最難忘的是三年前的修例風波，「當
時我正懷孕，丈夫和同事日以繼夜在外維持
秩序，看電視新聞時，心情很沉重，為什麼
那些青年那麼殘忍，那麼暴戾，既擔心丈夫
和同事，也心痛那些誤入歧途的小朋友

們。」幸好，這段黑暗時期終於過去，香港
終於恢復和平，社會不再撕裂，「法治與和
平，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也是我們身
為警察必須維護的職責所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懲教署安
排五名在囚
少女與父親
參與活動。
懲教署供圖

無論天陰天晴，紀律部隊從沒間斷為市民服
務。在18日父親節，他們不但不能閒着，

不少警員還比平日更忙，近期，多宗嚴重傷人
案發生令公眾關注到治安問題，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早前就透露，警方會調配更多人手到前線
作高姿態巡邏。
據了解，各區特遣隊、雜項調查隊等警員近日
都換上軍裝到街上巡邏。

考慮到18日父親節，各區大型商場人流上
升，警方5個陸上總區刑事部會加派人員執勤。他
們將會以十人為一隊，穿上偵緝人員背心，在商
場巡邏及主動截查可疑人物。

犧牲樂聚天倫 警察職責所在
市民可以在安穩、平安的環境下歡度佳節，

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社會安定的背後有着不少警
員默默的付出。「市民也早已習以為常，沒留意
到假日街上警察特別多。」林志偉本身駐守北角
分區特遣小隊，以往大多穿便裝工作，近日亦換
上軍裝在街上巡邏，18日也要當值，令他無法與
家人過節。
犧牲樂聚天倫，目的只有一個。「警隊在

特別日子或情況部署，更多軍裝警員高姿態巡
邏，目的是令廣大市民感覺警察存在，加強他
們安全感；警惕有企圖或想犯罪的罪犯，讓他
們知道香港警察永遠在身邊。」林志偉說，見
到市民安好，社會安穩，「犧牲」父親節也是
值得的：「這就是做警察的責任，沒辦法，當
差第一天已經知道。」

國安法助回穩 家庭時間變多
身為人父的林志偉，由於工作已被迫缺席

不少家庭聚會，更未能全程見證子女成長，惟
他及其家人已習以為常，有時妻兒相約去聚餐
或遊玩，也只「象徵式」問他：「父親一齊去
啊？」但最終往往因為林志偉有工作在身而缺
席。他慨嘆道：「不單是我，相信所有香港警
員的家庭都已經習慣，每逢節假日，都是警員
最忙碌的時候，幾乎不可能陪伴家人，做得這
份工，都已經預料到，這就是香港警察的獨特
性。」「子女大個咗會明白老竇辛苦，彼此會
更珍惜親情，倒不會影響家庭關係。」
成為「隱形父親」，他坦言對妻兒感到愧

疚，早期更令親子關係疏離，只寄望子女日

後會理解，他亦經常勸說同袍，平時一定要盡
量抽時間陪伴家人，彌補不能共度節日的遺
憾。可幸的是，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及疫後
復常，香港社會已回穩，警務人員「有返工無
放工」的日子完結，親子時間遠比之前多，
「我本身要忙協會事務，幫同事解決各種問
題，加上守北角，別說前幾年黑暴、疫情忙到

飛起，疫情之前也是示威不斷，根本沒時間陪
家人，尤其節假日最忙。現在好了點，國安法
實施後沒那麼亂，（家庭）時間多了。」
通常返夜班的林志偉，現在會盡量利用上

午公餘時間，帶妻兒去看早場電影：「我好愛
看戲，一家人一齊看場戲，就是最快樂的節
日。」

千家萬戶18日可以歡度父親節、共享

天倫，背後是香港警隊上下默默的付出，以

及犧牲無數警員的父親節。在近期香港發生

多宗嚴重傷人案件後，警方將加強前線軍裝

警員高姿態巡邏的工作，18日更會派員到

大型商場執勤，以震懾罪犯，提升公眾安全

感。過往多以便裝工作的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最近也換上軍裝巡邏。他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父親節？我們屋企早就沒過這些節日，每逢節慶基本

上都要當更。」但身為警務人員，市民安全就是他們最好的父親節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懲教署日前在勵敬懲教所舉辦「友晴Teen
使」計劃——「家有明天」父親節親子活
動，活動共有5名女
性 青 年 在 囚 者 參
與。她們的父親在
藝人嘉賓洪天明夫
婦協助下烹調冬瓜
湯。參與活動的在囚
者之一阿晴（化名）
向父親表達了最深的
歉意。

阿晴憶述，她的父親雖然嚴厲，但其實
非常關心和照顧她，可惜她過去對爸爸的教
誨充耳不聞，其後更犯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被判入教導所。
得到懲教人員從旁協
助，令她反思犯罪的
沉重代價，開始找到
人生意義。其父親亦
感謝懲教人員協助女
兒深刻反省，讓他倆
冰釋前嫌，共聚天
倫。

「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育有一對子

女的43歲警員陳悅晉，人到中年才毅然轉行投考警
隊，克服了學業及體能等困難，於早前成功在警校
畢業。中年轉事業跑道的初衷很單純——守衛全港
青少年。在參加警隊後首個父親節，他希望以慈父
的仁愛和耐心，循循善誘迷途青年。

陳悅晉從事玻璃安裝工程逾二十年，已晉升至
主管級別，但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四處破
壞，摧毀了他安穩的生活。當時，香港經濟受損，
公司經營困難，他在2020年初因公司經營困難而被
裁員。黑暴令其事業遭受打擊之餘，亦同時燃起他
心中的一團火。由於痛恨毀港的黑暴分子，以及痛
惜那些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們，他在被裁後下定決心
追逐「警察夢」。「看見這些和我子女差不多大的
青少年，在黑暴分子誤導下大肆打砸搶，我好痛
心。心中有團火，決心做警察制止暴力，保護青少
年。」
他的太太一開始對此很懷疑：「你得行不

行？」她更擔心丈夫萬一「行了」、成功考上警

察，子女會因此被欺凌。兩夫妻甚至因此發生過爭
執，但太太最終還是被陳悅晉的決心所打動，決定
支持他一圓警察夢。
對已屆中年的他，加入警隊的道路並不平坦。

除了學歷及體能方面的要求，陳悅晉還要面對眾多
年輕競爭者。為達成目標，他逐一克服困難，先找
兼職工作解決生計問題，同時找學校進修完成學
歷，又經常抽空跑步鍛煉體能，以達到入職要求。
皇天不負有心人，陳悅晉去年終於獲警校取

錄。在接受為期27周的學警基礎訓練課程期間，他
仍要面對不少挑戰。人到中年，重拾書本並非易
事，「當時考試成績未如理想，非常擔心無法畢
業。」他十分感謝當時班主任的激勵，耐心輔導，
還安排成績優異的學員晚上為他補習，令他從未有
過放棄的念頭。最終，他順利取得理想成績，如願
正式成為警員。警務工作很繁忙，又需要輪班，故
陳悅晉很珍惜家庭生活，有時通宵更，下班時已是
翌日的上午。儘管十分困倦，他也不會立即睡覺，
而是盡量利用早餐或接送上學的時間與子女和太太
多相處，享受天倫之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黑暴燃起心中火 痛惜青年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