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義務工
作發展局合辦的「香港義工獎
2023」昨舉行頒獎禮，共頒發逾2.2
萬個獎項。本屆義工獎新增了7個全
新獎項，以嘉許不同界別、年齡層
的熱心義工。當中年紀最大的得獎
者是年屆90歲的蕭亞意婆婆，獲得
「賽馬會眾心行善傑出常青義工
獎」。蕭婆婆在接受訪問時形容今
次獲獎是意外之喜，自己只是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獲獎者還有
情緒病復原者，突破自我，投入服
務社會的行列，以及許多為社會弱
勢群體出心出力的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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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本屆頒逾2.2萬獎項 情緒病復原者開社企援朋輩
教曉小孩計數 九旬義工獲獎

■大量病人於急症室求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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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新年長假期結束後，公
立醫院急症室「例牌」爆煲。醫管
局急症科統籌委員會主席蕭粵中昨
日表示，上周六至元旦日，各醫院
聯網的急症室每日平均有5,600人次
求診，屬較高水平，內科病房入住
率逾110%；而前日（2日）更有逾
6,700人次到急症室求醫，較以往假
期高峰多20%，對醫院構成頗大壓
力。他對輪候較長時間的病人感到
抱歉，希望他們體諒。他又預計隨
着外遊的市民在假期後陸續返港，
未來一周求診人數有機會進一步上
升。有家庭醫生亦表示，節日後求
診人數增多，當中以上呼吸道感染
患者為主，多見數名家庭成員同時
染病。
蕭粵中表示，近期因應大量病

人求診，部分急症室的輪候時間較
平日多數小時，醫護會盡力提供協
助，特別是盡快為病情較嚴重的患
者應診。若病人在等候期間病情轉
差，或出現新症狀，應聯絡負責分
流的醫護人員，以重新評估情況。
他呼籲症狀較輕微的病人，可考慮
向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或向家庭醫生
求診，以預留資源給有需要的人
士。

七公院急症輪候逾8小時

根據醫管局網站，截至昨日上
午10時，東區醫院、聯合醫院、大
埔那打素醫院、博愛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瑪嘉烈醫院及屯門醫
院，共七間醫院的急症室輪候時間
超過8小時，顯示有大量病人當時正
在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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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昨出席頒獎禮。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是蕭亞意婆婆
作為義工的最大體會。5年前，她

搬到東涌後，在社工鼓勵下開始嘗試參與
義務工作，並接受義工訓練，現時做義工
已成為她生活中的最重要和最開心的部
分。談起做義工的經歷，蕭婆婆印象最深
刻是協助照顧一位小學生。「這位小學生
數學成績不理想，理解能力較弱，很多義
工因為覺得他『蠢』而放棄。」
蕭婆婆遂主動請纓教導這位小學生，

最終花了4小時，透過數手指、利用積木
等方法，讓這位小學生學會加減法。她笑
說：「能夠幫助別人，自己亦會感到快
樂。從中更認識很多新朋友，並鼓勵一班
老友記加入義工隊伍，因為我可以，大家
都可以。」
本屆「傑出青年義工獎」獲得者林詩

詠，是一位情緒病復原人士，正是與病魔
抗爭的經歷，讓她在走出「深淵」後，也
想回頭拉一把有需要的人，共同渡過難
關。如今她已培訓超過50位青年復原人
士，成為朋輩支援義工。
林詩詠在2018年發現自己受情緒病困

擾，身邊師友的支持與鼓勵，讓她重獲希
望，也更珍惜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為了向
同樣受情緒病困擾的年輕人提供朋輩支
援，她除了透過社交媒體，分享自身經
驗，更創立首間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
ter，全心投身無償義務工作。

伊斯蘭教中學獲愛心學校獎

全港唯一一間伊斯蘭教中學——伊斯
蘭脫維善紀念中學，今次獲得「賽馬會眾
心行善傑出愛心學校獎」。學校輔導組的
王老師和何老師均表示，學生當中有九成
是南亞裔學生，大部分來自基層，部分更
是新來港者，不諳中英文。學生對義工活
動的態度，從最初的無人問津，到如今都
很期待。「義工服務令學生明白到人與人
之間的關心，與語言、宗教及種族無關，
令他們更融入香港社會。」
今年「香港義工獎」共頒發逾2.2萬

個獎項，較2022年大幅增加近三倍，充分
反映社會各界對義務工作的廣泛參與和支
持。行政長官李家超夫人暨義工總領袖李
林麗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

正、香港賽馬會董事龔楊恩慈、義務工作
發展局主席彭韻僖擔任主禮嘉賓。
李林麗嬋昨在頒獎禮致辭時，讚揚

義工為需要幫助的人帶來溫暖和希望，
「義工們所展現的愛與關懷，成為香港
人的榜樣。」梁宏正致辭說，得獎者來
自社會各界，樂見更多市民大眾成為義
工服務社會，大家所展現的善行善心值
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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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培訓和合理報酬有助釋放勞動力
農曆新年臨近，又到了大掃除及

決定一些物品去留「斷捨離」的日
子。僱員再培訓局「樂活一站」推出
農曆新年服務，由完成課程的家務助
理提供大掃除、煮團年飯及製作糕點
等服務。此類服務經過多年的耕耘和
發展，深受用家歡迎，一方面證明提
供靈活就業，有助釋放潛在勞動力；
另一方面亦說明只要勞有所得，報酬
合理，所謂「本地人不願做粗重工
作」的說法並不成立。
「樂活一站」的概念來自「樂

活」，英文稱為LOHAS，泛指注重健

康、生活、環境質素、個人發展的生
活方式。香港有個地方亦叫LOHAS，
這個以樂活命名的地方，與樂活的距
離有多遠不得而知，這是題外話。隨
着人口老化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趨
勢，再培訓局自2002年開始推出「家
務通」計劃，提供一站式本地家務助
理轉介服務，並發展成為「樂活一
站」一站式家居服務轉介平台，供有
需要的家庭或僱主聘請既專業又可靠
的「樂活助理」，提供家居、護理及
按摩等服務。
人口持續老化的結果，是勞動參

與率逐步下降，目前多個行業已持續
出現人手不足，未來勞工短缺的情況
只會更加嚴峻。但其實社會上卻有大
量女性渴望重返職場，保守估計數以
十萬人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數月前
的一項調查顯示，96.2%身為家庭照
顧者的基層婦女受訪者表示想再度就
業。「樂活一站」和再培訓，無疑為
她們提供額外途徑參與就業。
同樣，新來港和少數族裔等社群因

為各種因素較難融入就業市場，再培訓
局等相關方面應為他們度身訂造培訓支
援課程，包括附設翻譯服務等專設課程

內容，或為他們籌備推出兼職工作轉介
平台等，都能有效配合政府人力資源政
策，鼓勵不同社群投入就業市場，紓緩
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窘境。

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與業界保持
溝通，促使加強勞工保障及改善工作
環境和薪酬等待遇，增加就業誘因。
本地家務助理行業經過多年發展，目
前「樂活一站」累積登記助理人數近
3 萬人，足見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報
酬，還是有不少本地人願意投身於部
分資方代表所說「港人不願做」的辛
苦工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