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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親訪

孟加拉．羅興亞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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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看「羅興亞人道危機」

自17年8月開始，逾62萬名羅興
亞人由緬甸跨越邊界逃往孟加拉

53% 逃亡者是女性

120,000人是孕婦或授乳期中的
母親

52%為18歲以下的兒童

營中已有1.5萬名5歲以下的小

童嚴重營養不良

羅興亞人以簡陋的物料在孟加拉難民營
搭建密密麻麻的帳篷。目前難民營已收
容近一百萬人，不勝負荷。

Photo: Ko Chung Ming/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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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施會親訪難民營的所見所聞

樂施會總裁梁詠雩(Trini)亦有親身
到訪當地：

「難民營的場面震撼了我。短短
100日就有超過62萬人逃往科克斯
巴扎爾省。孟加拉本身全球最貧窮
的國家之一。以該省為例，房屋都
破爛不堪、路上民眾赤足而行、車
輛玻璃窗上有蜘蛛網般的裂紋。雖
然如此，但孟加拉仍慷慨收容難民。
其實孟加拉人多年來已接受逾21萬
名羅興亞難民。只是要應付突如其
來的大批人口湧入，以孟加拉一國
之力實難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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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道救援及災害管理的樂施會職員李寶琪(Kate)，親訪孟加拉東南部科克斯
巴扎爾縣（Cox’s Bazar）的難民營，監察救援進度:「樂施會已支援18萬名難民。
救援人員正爭分奪秒，向難民派發救援物資，興建水塔及衛生設施，以防霍亂爆發。
目前難民營的情況已不勝負荷，有些家庭要甚至要與20戶人家共用廁所。大量難民
被迫隨處大小便，令爆發傳染病的風險增高。」 Photo: Ko Chung Ming /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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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一路上看到很多難民忙著
把木條及竹枝搬到他們的帳篷
附近:「這是為了加固他們的臨
時居所，以抵禦當地風季（12

月至3月），一般來說翠綠的竹
枝不及黃色、乾身的竹強韌，
但由於大量難民前來此地砍伐，
已經難以再找到乾身的竹，除
了難民要面對資源短缺，自然
環境亦受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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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羅興亞人的聲音

23歲的羅米娜（化名）懷胎9月，挺著肚子長途跋涉抵達難民營。
這天，香港樂施會職員去探訪她及她只出生了五天的孩子。

• 觀看影片：https://youtu.be/Q31awPFz1-w

https://youtu.be/Q31awPFz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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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又探訪了目前居於難民營的Khaleda (白衣者)及其家人:

「Khaleda患上了肺結核。為了逃亡，他們一家五口沒有帶上任何物資就匆匆
離開了家園。他們住在臨時搭建用竹枝搭建的帳蓬，急需食水、食物等緊急
用品。」 Photo: Ko Chung Ming/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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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資，其實羅興亞人還需要…

情緒支援

「我的家被人放火燒毀，丈夫
遭射殺，很多婦女拖著孩子逃
亡，其他男人被施襲者重重包
圍......」相中的婦女Razida憶
述逃亡時的一刻，她抱著孩子，
身無長物，6日後徒步抵達孟
加拉。很多難民身心受創，情

緒極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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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

• 大部份接受樂施會訪問的難民都表示，
營內環境十分擠迫，而且欠缺照明，他
們在晚間感到不安全，擔心被綁架及遭
性侵犯。

• 逾半數受訪者稱，曾看到有陌生人主動
與營地內的婦女及女孩接觸，聲稱能提
供工作機會，曾被接觸的部份女性更告
失蹤。很多婦女表示營內沒有女性專用
廁所，廁所亦沒有可以鎖上的門，這亦
令她們感到不安全。

Photo: Ko Chung Ming/ 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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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的救援工作

目前樂施會已派出70噸米、23噸糖及
23,000包營養餅乾。圖中的糧食袋每
個載有：
🍚3公斤白米
🍪1公斤餅乾
🍬1公斤糖
💧2塊肥皂

十歲的Mohammad收到樂施會的食物
衞生包，在逃亡旅程後終於得到一點
安慰。他爸爸告訴樂施會：「等了五
天，終於收到這糧食包。相信這些糧
食足夠我們兩日食用。今天，我們會
食用這袋糧食，加上薯仔和白飯，就
是我們的晚餐了。」

Photo：Tommy Trenchard/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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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救援人員正加緊腳步，在連場暴雨及洪水的威脅中，安裝
水泵及貯水塔，讓難民可以飲用清潔的食水，防止傳染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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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已加緊為難民臨時廁所及衛生設施。但當地每天都有新的
難民抵步，很多廁所已爆滿，長此下去恐防疫症爆發。樂施會跟
倫敦大學早前共同研發出「蚯蚓廁所」，利用蚯蚓分解糞便成有
機肥料，將固體排泄物體積減少達95%，有助解決排泄物淤塞和
異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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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家園，但沒有放棄希望

羅興亞人在難民營中生活艱苦，但
不少人依然努力自力更生。例如55

歲的Fardin便當起小販，他說:「每
天我都會去市場買入一些檳榔回到
難民營中轉售，每天大概賺到50 

BTD (約5元港幣)。檳榔價格廉宜，
是我在市場中唯一買得起的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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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攝影師的反思

Photo: Ko Chung Ming/

Oxfam

香港攝影師高仲明早前跟隨樂施會以義工身份親訪孟加拉的難民營。此簡
報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由他拍攝。高仲明說：「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少，
只想相片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羅興亞人仍然需要國際的關注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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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歲的Abir與家人居於難民營已有多月，早前更曾染病。前景未明，但Abir仍
苦中作樂，用膠袋造了一隻風箏。即使言語不通，他也不怕陌生，邀請香港
攝影師一起玩耍。在困頓中，羅興亞人仍沒有忘記飛翔。

Photo: Ko Chung Ming/ 

Oxfam

我們身處香港，又可以為羅興亞人做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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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羅興亞人道危機

緊貼樂施會Facebook或Instagram，了解最新救援資訊

Photo: Ko Chung Ming/ 

Oxfam

https://www.oxfam.org.hk/tc/what-we-do/humanitarian/in-asia/bangladesh-rohingya-crisis
https://www.facebook.com/oxfamhongkong
https://www.instagram.com/oxfam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