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頭質詢
謝誓宏議員

多方合作共護弱勢未成年人茁壯成長

儘管疫情已經常態化，但本澳居民的精神、心理健康似乎仍遭受著種種
折磨。青少年正處於由兒童發展至成人的過渡階段，因此，他們會更感
到精神壓力和心理困擾。

近日，一幅深夜學生流連快餐店的照片迅速引起市民熱議。據了解，該
學生因未有獲得家長的適切照顧入住院舍，但他曾多次自行離院，需要
院舍協助尋找，當時已經數天未返回院舍。這不禁讓人疑惑，該青少年
數日的食宿如何解決？不返院舍的原因為何？數日後被街坊發現，有關
部門及院舍是否存在監管機制及溝通漏洞…...所幸此次事件未釀成大禍，
但也敲響了保護弱勢未成年人的警鐘。

入住院舍及兒童之家的青少年，或是與家人有衝突，或是家人未能足夠
照顧，由家庭轉到院舍生活，環境轉變，加上正值青春期，難免會需要
一個過渡適應期，因而需要多加關注、陪伴與疏導。有關部門與院舍在
面對這些入住院舍的弱勢青少年時，要制定更加細緻且全方位的關懷措
施，例如通過增加與青少年溝通，提供家庭般溫暖的食宿，心理陪伴、
疏導等方式，讓弱勢青少年不再逃避、並且接納院舍生活，從而恢復規
律的生活。

保護未成年人需要政府、學校與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保護弱勢未成年人，
由於可能存在家庭照顧不到位的情況，院舍及政府則更應承擔起相應的
責任。除了加強對家長的宣教呼籲外，當局、院舍及學校對弱勢青少年
的心理及生活支援和關懷也缺一不可。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針對過往對於弱勢青少年的救助個案，當局有否吸取經驗，統計、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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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弱勢青少年群體存在的心理問題清單，總結出相應的行為指導手冊
供社工、院舍及校方等群體參考？
當局有否統計現時全澳有多少入住院舍的弱勢青少年？有關部門及院2.
舍在接納新入住的弱勢青少年時，有什麼具體的關懷措施能夠讓青少
年不再逃避且盡快適應院舍生活？
上文青少年離院數天后經由熱心街坊發現并拍照上傳社交網絡后，院3.
舍及有關部門才有所反應，當局有否就此次事件及時檢討院舍、兒童
之家在照顧弱勢青少年方面存在的監管機制漏洞？以及如何彌補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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