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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彩色繽紛的「亞洲國際都會」，然而在這個

城市中有一些角落，有不少是遊客甚至本地人都很

少接觸的群體。在這期通訊中我們報導一些真實的故

事，讓你發現「轉角看見愛」─在這些「角落」

中我們見證不少感人的「愛心同行」美麗故事。

	

突破匯動青年被邀請進入錦田社區，在這個山明水

秀之地，我們的同工簡海暉和團隊們在球場遇上熱

愛打藍球的錦田少年。海暉本身是出色的籃球教

練，他熱愛青少年，於是全身投入錦田的團隊。

	

在一年多以前，「錦田熱血籃球隊」正式成立。在

愛心同行，嚴格培訓中，這群少年成為有球技、有

默契、有品格、有愛心的籃球隊。當我到現場觀看

他們比賽、並與他們交流，不禁被他們的「熱血」

觸動。

	

我們發現一個青少年熱愛的角落：網絡世界，多少

新世代的生活，甚至前途和人生，都已經無法離開

網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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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C的團隊進入多間中學，用創意的方式培訓學

生掌握寫「編碼」（Coding）的技能。在學習過程

中，更為每位同學編排一位「友師」（Mentor）愛心

同行，給予關懷及支援。在本期的一篇文章中，我們

撰寫一些師友同行，彼此激勵的生命小故事，他們為

網絡天地增添愛的色彩。

	

香港人都知道這城市某些角落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族

裔、新來港人士、及一些尋求庇護者寄居。我們在

這期與您一同進入這些角落，觀看一些真正平等、

彼此聆聽、互相分享的小故事。

	

	「轉角看見愛」，我們沒有忘記：「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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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市中心只有一個籃球場，連接著民居和大街，

不管球場上有多少人在射籃和比賽，街坊們仍會直

接穿過球場，有的甚至騎著單車或溜著狗，十分有

趣，也十分自然。所謂「不打不相識」，透過街頭

籃球我們認識了住在區內的老中青，就這樣組織了

錦田的籃球隊。

敢熱血  錦田熱血
2016年10月，錦田熱血籃球隊正式成立。還記得

最初在球場認識了10多個初中生，他們都熱愛打籃

球，常常在球場上流連，雖然滿口髒話，但心地單

純。有次我們膽粗粗問他們：「不如成立一支籃球

隊，接受正規訓練？」他們都爽快地答應，如此就

展開了每星期一次的籃球訓練。

我們的球隊重視技術，更重視品格的建立，「輸球

不可輸人」。我們開始了籃球門訓，每週溫習功課

和祈禱分享，從旺盛的青蔥歲月就好好裝備他們，

與他們一起尋找夢想和方向。

我們不少隊員最初在街坊眼中最出名的不是球技，

而是大聲而流利的粗口，團隊合作更是「一盤散

沙」。我們便想了一個方法，凡有隊員「問候」別

人，全體都會被獎勵體能訓練，目的是讓隊員們一

起為那句髒話負責，藉以建立團隊精神。我們深信

一個肢體得榮耀，整個肢體也會得榮耀。

我們亦時常提醒球員：「一個技術再好的球員但

愛罵髒話，既不尊重別人，亦是羞辱自己，因真

正給人留下印象的是品格而非技術。」漸漸地，

隊員們少說髒話了，也學會互相提點（或許是不

想做體能訓練吧）。有一次友誼賽，雖然技不如

人而大敗，在賽後檢討時，球員們皆分享到對手

常常罵髒話，沒有品格。從他們口中說出來，實

在令人喜出望外。

品格與卓越
在鼓吹精英制度的社會下，要推動籃球事工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特別是考試制度無形否定了很多學生

的能力，我們希望籃球活動能讓他們重拾信心，並塑

造良好品格。因此我們主張品格和技術並重，有別於

主流社會只講求效率和贏輸，我們更著重年青人的心

靈成長。「教練，又練這些？」「什麼時候可以比

賽？」「品格和技術很難兼顧。」以上是球員們，甚

至是義工教練們提出過的問題，願上帝讓我們在逆水

行舟能站立得穩，不忘籃球事工的初心。

活化被遺忘的角落
錦田如同一個被忽略的角落，人人都湧往元朗

嚐美食，往南生圍郊遊，西鐵和未來的高鐵都		

	「過門而不入」。錦田有著很多南亞裔的少年

人，他們結合原本的鄉村文化，使這裡成為獨

特的社區。我們在被忽略的社區和群體中推動

籃球事工，及其他社區服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我們從不否定他們的價值，哪怕他們只

是角落裡的一群，毫不顯眼。我們希望籃球活

動能讓他們重拾信心，並塑造良好品格，更能

真正「活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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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白凱怡同學、莫思津同

學、項目主任梅朗心、友師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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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凱怡同學：「我以前喺大陸無呢啲嘢，宜家知道
game係要編程出嚟，按照邏輯去切。我覺得能夠做

App好犀利，可以做到咁靚係好偉大嘅…	我做一次	

	（切App）之後有咗信心，因為做到有成功感，而且

係咁辛苦得返嚟，覺得做嘅嘢無白費。係呢種成果

加上成功感推動我更加向前。」

不經不覺，我們的團隊已經在香港四所中學進行了

大半年的初中生編碼教育。要為這半年來一個小小

的分享，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方面為如白凱怡

同學一樣的成果倍感高興；另一方面卻如培訓員潘

睿希略有感觸所說的一樣：

	「其實有時真係覺得好無助，我好想去幫嗰啲有需

要嘅同學，希望用更多時間去指導同關心佢哋。無

奈上堂嘅時候要顧及全班同學嘅整體進度同學習目

標，要應付佢哋喺學習上各種各樣嘅問題，根本就

分唔到身。」

這大半年我們深深體會到做老師的辛勞與限制；我

們亦看到，對於那些缺乏自信、動力不足和學習能

力較弱的同學來說，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人們的認

同、關懷、鼓勵、肯定和鞭策，而不是把他們遺棄

在角落裡，不聞不問。

慶幸的是，我們在社區裡招募了40位有心服務青

少年的「友師」與同學們同行。這些「友師」不

單鼓勵青少年實踐所學，以編碼技能去創作一個

與社區關聯的應用程式，並願意付出時間和愛心支

持他們，在過程中關心他們的生命成長。看到「友

師」們在同學們被動懶散時鍥而不捨地去與青少年

連結，在百忙中主動與他們建立互信關係，耐心聆

聽，並嘗試在家庭、友情、學業、興趣、性格等方

面認識和關懷青少年，讓我們非常感動！

陳遠強同學：「友師會提醒我，佢好關心我。」

周敏鋒同學：「我覺得同友師相處好輕鬆。」

羅翹梓先生（陳同學和周同學的友師）：「我覺得
參與師友計劃好開心，可以一齊做一件事。我鍾意

一齊做好一件事，可以分享交流。」

莫思津同學：「我可以同友師講好多嘢，家庭、朋
友，友師會聽我講好多嘢。同阿爸阿媽講會有壓迫

感，好難講出口，因為有代溝，有啲尷尬。有另一

個大人聽我哋講嘢，無咁尷尬。」

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友師」，編碼固然能裝備青

少年的技能，「友師」的付出與愛，才真正讓青少

年的生命不一樣，不再活在角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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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搜尋「深水埗」，結果會顯示這裡是一個購

物地點、遊客區、電子產品集中地，而在港人的印

象中，這個社區亦與「貧窮」扣連一起。每個月的

第三個星期五，Global	Youth	Connect（GYC）的成

員都會走進深水埗，進行「平等分享行動」，藉以

讓青年人探索和認識這個社區，尤其接觸區內的基

層勞工和無家者。「平等分享行動」不只是一次性

的慈惠或派發物資，而是長時間和定期的探訪，明

白街坊的處境和需要。對我們來說，這是「貼地」

且富挑戰性的社區參與和體驗。

自去年十一月至今，我們定期探訪二十多位街坊，

每次分成三至四人一組，當中至少有一位能以粵語

溝通的成員進行翻譯。GYC大部分成員都是因著不

同原因的留在香港的少數族裔，大部分不懂粵語，

又或者是初學粵語，在溝通上的確是一份障礙，但

正因如此，反而引起街坊們的好奇心。有一次我們

接觸到一位女士，她十分博學，見多識廣，街坊稱

她「老師」。她向我們請教英語，又問及尋求庇護

者來自那個國家、在香港住在哪裡。「老師」亦向

我們分享小時候曾經住在英國，所以略懂英語。而

回到香港後，就一直住在深水埗區三十多年，見證

區內大小變遷。

我們又認識一位女清潔工，勤姐（非其真實姓

名）。她為人親切，平易近人。當在公園裡跟其他

工友聊天提到勤姐時，他們都不約而同讚賞她：	

	「她對人很好」、「她很為他人設想」、「她十分愛

錫同事」，可見一眾工友都十分喜歡和欣賞她。二

月我們再去探望勤姐，正值農曆新年，我們提早致

電，希望跟她吃團年飯，一同慶賀。探訪當日下著

微微細雨，我們攜著外賣飯盒到平時勤姐清潔的位

置等她，因久久不見所以致電勤姐。她主動邀請我

們到她休息室共聚晚膳。意想不到，她同樣預備了

新年榚點，也派了「利是」給我們。勤姐經常稱讚

GYC成員中一位尋求庇護者「靚仔」，叫他留在香

港定居，甚至介紹女生給他認識。

留港的尋求庇護者沒有工作權，一旦被發現非法工

作（俗稱黑工），便會被取消申請難民的資格，甚

至會被遣返到原本的國家。即使如此，他們都希望

關心香港有需要的人，願意走進深水埗區探望基層

勞工和無家者。真正的「平等」，並非一方的憐

憫和施予，而是雙方的付出和接納；真正的「分

享」，並非只著眼於物質上，而是心靈上坦誠的分

享和交流。這是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所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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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名錄的公開資料顯示，近年教會走入校園植

堂和建立堂會的趨勢相當顯著，學校教會的增長遠高

於在工商和住宅區租地方或置業所衍生的新教會。無

可否認，校園是一個極具潛力的禾場，但要能好好收

割這個禾場，並非有地方聚會那麼簡單。

教會走入校園  純粹租房？
致力青少年培育和發展工作四十多年的突破匯動

青年會長蔡元雲指出，要建立良好的學校堂會，

教會和辦學團體(即使是同一宗派)都不應只放眼於

當中的「利益」關係，更不應「理所當然地」認

為自家教會辦學，當然就要有自己的教會分堂在

學校內。「我去過不少學校教會，兩者的關係猶

如純粹租房。」

	「雙方有同樣的使命，理念非常重要。教會不能只是

進入校園就為了傳福音，帶人信主和建立團契。我

不是說這些不重要，但不是全人培育。神的祝福包括

學生和家庭的關係，他們的前路，以及和社會的關

係。」蔡醫點出重點。辦學和辦教會雖然都是培育青

少年，但兩者的側重點始終有不同。宗教團體辦學雖

則會有信仰理念和感召，始終要在整個教育架構和建

制內營運，教會一定要明白和看透這一點，學校堂會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智慧要很高。

校園福音往往忽視了家長
學校教會增長迅速，但整體上香港教會青少年流

失的狀況並無改變，是人口老化的自然現象？是

社會世俗化的影響？還是教會「錯過了」年輕的

群羊？蔡元雲醫生說：「香港的孩子現在從一歲

多就開始入讀學前班，一直到二十多歲，基本上

都在校園內，所以學校對於培育青少年是重要

的，但更重要的是家庭，家人才是最深遠的影

響。」只是香港的家庭教會、家長培育一直落

後，亦沒有資源上的投入。

三方拍拖 拆牆鬆綁
今日常說堂校合作，但其實坊間不少機構都在青少年

輔導和成長、家庭關係、社區關係、創意發展等方

面有著專業知識、技能和資源，可以補足學校和教會

的不足，而且教育局亦鼓勵學校開放校園，讓不同機

構可以提供服務，互相配搭才能成就「全人教育」。

蔡醫口中所說的機構進入學校和教會，是一個長期的

合作，而並非每年一次辦一次活動，主領一個講座。

「機構帶來的實際技能是超越學校和教會的，特別是

專注於青年工作的機構會帶來不同的視野，是否可以

與學校、教會、家庭合作的。」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宣道會廣恩堂、突破匯動

青年過往十四年就以「三方拍拖」方式開展全方

位的青少年和家庭培育工作。我們特意於五月

十八日晚上主辦研討會及工作坊，與全港眾學

校、眾教會和眾機構匯聚連結，共同分享和策動

培育青少年的新思維、新見地和新模式。誠邀關

心青少年培育的校長、老師、家長、牧者、導

師、社工及不同專業的青少年工作者參與這個深

入反思和前瞻的重要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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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民以食為天」，飲食是我們生活的重要部

分。我們的胃口不會固定不變的：假如壓力大，我們

會茶飯不思；不開心時，我們會以美食減壓；有時我

們想食得健康點，卻戒不掉三高食品；有時想努力減

肥，卻心思思想大吃大喝。假如這些情況只是偶一為

之，實在無須擔心。

不過，若你長時間飲食不定時、不均衡，情況就值得

擔心，因為你可能進食失調。首先你要知道：進食

失調問題不是食物色、香、味的問題，而是生命中種

種不快的表現。這些負面的感受和經歷難以面對、紓

解，令一個人要透過飲食來分散注意力，逃避問題。

進食失調是一種可對患者日常生活飲食構成重大困擾

的疾病。例如患者只進食極少量的食物，或相反嚴重

地過量進食。嚴重地給予自己壓力，或過分地關注自

己的體重或體型，亦是患上進食失調的一個警號。

人人都有機會受進食失調影響，但以年輕女性最為常

見：根據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的數字，每100名女性

就有4人會在一生中患上暴飲暴食症一次；每150名

女性則有1人受神經性厭食症影響。相反，每1000名

位男士則只有1人患上神經性厭食症。雖然如此，患

上進食失調的男士往往不敢求助，令情況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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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失調基本上和食物本身無甚關係，而是「心

亂」，自然「食也亂」。

我們將於5月25日晚主辦一個關於青少年進食失調現

象的專題講座「亂‧食」，從文化、心理學、精神病

學及聖經解構厭食、暴食症的成因、趨勢、治療和預

防，歡迎你報名參加，詳情請見海報。



匯萃 活動花絮

三月二十一日，我們舉辦了一個分享會，向同行多年

的伙伴匯報及展望在青少年工作上的成果和新發展。

我們的分享會沒有「人多勢眾」，而是邀請了幾十位	

	「家人」聚首一堂，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旁觀者，而

是真正的同路人。

	「再思：新酒‧新皮袋」是會長蔡元雲醫生所定的

主題，提醒人們在培育二十一世紀青少年的工作

上，切不可「舊瓶舊酒」，或者「舊瓶新酒」，

因為是數碼新世代，是沒有權威和英雄的一代，

是在快速變動的價值和社會體系統成長和尋索未

來的一代。蔡醫生說，今天要培育青少年必須要

走入現場，要「落水」和「付代價」，要不斷探

索新方式，而且要跨越不同的界線，突破不同的

盲點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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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躁動而又孤獨的城市，人們最怕的安靜

和安息，彷彿停下來就失去了價值；香港人亦懼怕

親密關係，同自己，鄰舍、社群都「如同陌路」。

突破匯動青年和突破每年都會聯合舉辦兩次「屬靈

操練日」，今年的第一次在清明節過後的四月七

日，主題是「共建基督裡的群體：內程與外程」。

一百多位我們的支持者聚首山上，透過敬拜、信

息、小組分享、個人靜思，學習「向內和向外」的

安靜和安息，同時學習建立與自己及周邊人群的和

睦關係。

下一次屬靈操練日將於今年十二月一日舉行，希望

你都來享受個人的安靜和重生！

三月十三日晚上，近千人出席沙田大會堂音樂廳的	

	「和聲十載滿Fun（D）音樂會」，欣賞一眾知名音樂

人，包括莫華倫先生、鄭慕智博士、郭許雪禮女士及

郭永聰先生的精湛演出。當晚音樂會為中文大學和聲

書院十周年院慶活動之一，在多年來為培育青少年傾

盡全力的鍾翁瑞華女士策劃下，透過音樂傳揚關愛訊

息，並且將籌募的款項透過突破匯動青年傳到本港及

不同地區需要得到「關愛」，並在尋找「前路」的青

少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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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本摘要截至2018年2月28日。（財政年度為每年之7月1日至翌年之6月30日。）

誠邀各位與我們同心同行，建立使命青年群體。

我願意支持：
	 青少年事工培訓	 數碼成長創路計劃	 							青年全球發展基金

	 錦田項目	 咖啡及生命事工	 							蔡廖水玉助學基金													常務經費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職業：	

機構名稱：

出生年月：																																													(mm/yy)			身分證號碼(首4個數字)：

通訊地址：

電話：																																	電郵：

我		□  願意  / □  不願意		(只選擇一項	)	收到「突破匯動青年」	的資訊包括通訊、
報告、活動	/	課程	/	服務推廣及邀請、籌款、招募、意見收集等。
除上述用途外，「突破匯動青年」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您的
個人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如以公司名義，請標明公司名稱及聯絡人姓名。
【上述通訊資料如有變更，請通知我們。謝謝！】

捐款方法 : 捐款超過HK$100可獲發免稅收據
1.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突破匯動青年有限公司」或「Youth	Global	Network	Limited」
2.	直接存入「突破匯動青年有限公司」銀行戶口
	 ‧渣打銀行	574-1-108758-1							‧東亞銀行	015-157-68-00454-5
3.	信用卡：請從本人的信用卡扣除港幣																										元作為「突破匯動青年」的捐款
		 	□ Visa	 □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																																																			驗證碼(簽名欄最後3位數字)：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											年

捐款支票或存款收據連上表請寄往「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突破青年村」
*為更快傳遞訊息及節省郵費，我們鼓勵大家以電郵方式收閱此通訊。有興趣者請電郵至enquiry@ygn.org.hk

支持及回應

事工   收入（港元）   支出（港元）

錦田項目專款 1,348,038 1,348,038

咖啡及生命事工 2,202,667 2,352,641

數碼成長創路計劃 1,134,319 900,822

青少年事工培訓基金 2,173,170 2,534,844

蔡廖水玉助學基金 173,024 163,318

常務經費 3,424,349 3,551,634

其他款項 2,001,256 39,620

總數： 13,542,456 11,480,424

盈餘：2,062,032

董事會成員

主席 黃子欣博士

副主席 戎子江先生

司庫 龍致遠先生

秘書 莫華昇律師

董事

鄭漢文博士、高主賜律師、

劉朝宗先生、黃永光先生、

蘇紀英先生、黃啟民先生、

余浩文先生

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突破青年村

電話：（852）2885-8599

whatsapp：（852）9545	8577

電郵：enquiry@ygn.org.hk

網址：www.yg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