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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研究報告倡派現金支援
照料長期病長者及殘疾家人 隨時壓力爆煲



兩患者重複感染 新變種須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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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照顧者支援照顧者1111項建議項建議

❶ 提升照顧者對服務資訊的重視和
認識

❷ 鼓勵非政府機構／社企／企業，
建立以 「照顧者為本」 資訊平台

❸ 提供 「照顧者為本」 的培訓和介
入服務

❹ 促進家庭為本的支援，及朋輩照
顧者間互助

❺ 締造照顧者友善社區

❻ 設計和推廣照顧者友善的工作環
境

❼ 建立自我評估工具，提高照顧者
對其需要、危機識別和管理

❽ 識別高危照顧者，並提供及時支
援

❾ 提升照顧者對輔助科技的認識、
接觸和使用，以減輕壓力，改善
生活質素

 加強暫託服務，支援有突發需要
的照顧者

 提供合適的服務、社區券及現金
資料來源： 「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

及支援顧問研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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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 「蒲公英聚凝會」 共有約100名會
員，大部分會員是智障患者的照顧者。群姐（化
名）的女兒已30歲，患有中度智障，輪候院舍長達
十年仍未獲安排，由於要長期在家照顧女兒，群姐
無法上班，全家的收入重擔落在其丈夫身上， 「經
濟、精神、身體都承受巨大壓力，自己年紀漸大，
擔心女兒將來無人照顧。」

11項建議包括加強暫託服務
該會主席馮少顰表示，殘疾患者的照顧者面對

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有會員更因而患上情緒
病，但長期欠缺支援，例如遇上急事要暫託半天，
但往往求助無門，有時就算親友願意協助，也因未
曾接受過訓練及沒有經驗，不懂如何照顧。

「就算輪候到院舍，不代表問題解決。」 馮少
顰的兒子患有嚴重智障，雖然數年前已獲安排入住

院舍，但院舍人手不足，兒子偶有跌傷撞損，就算
她願意接兒子回家多住數天，但社區支援不足，也
令她感到為難。

勞工及福利局在2020年委聘香港理工大學顧
問團隊，花了兩年時間，訪問接近5000名有關照
顧者、公私營安老和康復服務人員，分析長者和殘
疾患者照顧者的服務需要。該報告昨日發表，並提
出多項建議，報告提出整合及優化現有的支援照顧
者服務，包括從照顧技巧訓練、情緒支援、暫託服
務、借出康復器材、協助照顧者組成互助小組，以
及各項經濟援助方面着手。

不過多達11項的建議，大部分只是提升現有資
訊平台和服務，或者加強暫託服務，較為有新意的
一項，只是為照顧者提供 「社區券」 ，可是未有具
體操作和時間表。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政府現時針對照顧者

的支援措施零散兼具時限性，缺乏長遠規劃，亦未
有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以支援照顧者，大部分照顧
者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與精神壓力， 「以老護
老」 、 「以殘護殘」 更是屢見不鮮，導致壓力爆
煲，倫常慘劇頻生。

議員冀早日落實改善措施
葛珮帆期望，政府能夠早日落實改善措施，例

如透過 「社區券」 增加支援照顧者日常護理費用，
當中的金額及運作詳情、如何有效使用、如何發揮
功能，更加令人關注。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李世榮認為，社區券推出需
時，短期最快與有效的改善方法，是優化現行關愛
基金下各項照顧者津貼計劃，增加津貼金額，及新
增定額及實報實銷的交通津貼，以減輕照顧者的經
濟壓力。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本港昨日新增
674宗新冠確診個案，創近期新高。第五波疫情至
今，本港出現兩宗二次感染個案，二人均是2月底時
染疫，但剛過三個月的免疫期，在5月底檢測時再次
確診，衞生防護中心認為重複感染個案暫時屬少
數，但隨着較多確診者已康復超過三個月，不排除
會出現更多重複感染的個案。此外，本港新增八宗
懷疑帶Omicron BA.2.12.1變種病毒株的本地個
案。

增674個案 73宗屬輸入
本港昨日新增674宗確診，其中73宗是輸入個

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現時
發現的兩宗二次感染個案包括一名29歲男患者，於
去年7月完成接種兩針復必泰疫苗，今年2月28日的
核酸檢測呈陽性，CT值約為17、18，三個月後的5
月29日再次確診，CT值27、28。其全基因分析顯
示，兩次感染都屬BA.2.2，但兩次的病毒株差別較
大，並非同種，確定是二次感染。

另一宗二次感染個案是一名26歲女患者，因醫
療問題一直未接種疫苗，今年2月底快速檢測呈陽
性，未做基因分析，5月30日再做核酸檢測又發現呈
陽性，CT值約20至22，初步發現與BA.2.2群組有
關，可能為重複感染個案。

張竹君說，第五波已知感染人數逾120萬人次，
但至今只找到兩宗二次感染個案，重複感染個案暫
時屬少數，但隨着較多確診者已康復超過三個月，
不排除會出現更多重複感染的個案。張竹君指出，
第五波有900多宗Omicron變異株確診者，曾於第一
至四波感染原始新冠病毒，即有7.5%前四波疫染者
在第五波中招。

學校方面，昨日再有81間學校呈報共90宗陽性
個案，過去一星期累計九間學校錄得兩宗或以上個
案。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疑爆疫，6A班繼一名教
師檢測結果呈陽性後，三名學生昨日驗出陽性結
果，全班共25名學生需停課一周。

九龍塘方方樂趣英文小學早前出現個案的2F和
4H班再各增一宗個案，目前學校累計已有17名學生

染疫。
LINQ酒吧群組增添四宗個案，累計個案99宗。

Shuffle酒吧群組再有13名顧客染疫，至今共104名
顧客和六名職員受感染。

檢疫酒店兼職工疑染BA.4或5
防 護 中 心 再 發 現 八 宗 懷 疑 帶 Omicron

BA.2.12.1變種病毒株的本地個案，其中三宗個案住
在冠德苑冠昌閣，該廈早前在第二個樓層不同方向
有個案；兩名住在西貢消防處百勝角已婚人員宿舍
的夫婦，是早前住在香島5座個案的親戚；另有三人
住在火炭嘉美花園、將軍澳和明苑和暉閣以及灣仔
東基大廈。

另外，本港新增一宗懷疑帶有Omicron變異病
毒株BA.4或BA.5亞系的本地個案，是一名46歲女患
者，居於東涌逸東（二）邨德逸樓，於麗豪航天城
酒店兼職，負責派遞物資予受檢疫者，防護中心認
為，該酒店可能是女患者的感染源頭，會調查酒店
有否其他病毒基因類似的個案。

設灣區專員助港青取消對沖創共融 退休保障待完善

龍眠山

特區政府去年推出 「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 ，首批香港青年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即將滿一
年，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提高了技能，擴大了人脈，可謂
收穫多多，但也遇到了一些本身
難以解決的實際困難。他們希望
特區政府成立專門的部門、安排
專門的人手幫助解決，這樣的要
求值得考慮。

大灣區是香港的未來，未來
將有更多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就業、創業甚至安家落戶，但在
現實情況之下，港青在內地工作
肯定有適應問題，有些困難是事
先預料不到的。

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通過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在內地

工作的陳沅彤，最近剛繳納了內
地個人所得稅，頗有感慨，因為
「薪水是在香港發的，領的也是

港幣 」 ，不清楚在內地工作的
「稅收應如何繳納、是否有退

稅」 ，她期待特區政府安排一名
政府機構負責人對接參與計劃的

港青，收集相關問題後，與內地
部門溝通，給予指導意見。

港青李旖雯則有一個 「幸福
的煩惱」 ，除了每月領取18000港
元工資，內地還有1000元人民幣的
補貼，但對如何領補貼卻是一頭
霧水，她是自己打電話查詢、遞
文件，一步步摸索，後來在單位
幫助下解決了問題，因此希望在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展開第

二期時，能安排專人與港青對
接，令其 「求助有道」 。

其實港青已盡力自助，平時
就一些問題在網上平台交流討
論，但由於缺少官方人士解疑釋
惑，解決問題事倍功半。

類似的困難難以一一盡述，
看似瑣碎，但若能得到有效解
決，對推動港青融入灣區發展意
義不小。因此，設立專員統籌處
理是一個不錯的建議。特區政府
高度重視大灣區建設，也一再強
調支持青年就業及拓展其上升空
間，應積極研究相關
舉措。

討論逾20年、歷經三屆政府不懈努
力，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終於走完 「最
後一里路 」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
《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
排）條例草案》，這是完善強積金制度
的關鍵舉措，也是保障勞工權利的重要
里程碑。取消對沖最快於2025年落
實，本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有待進一步完
善，未來的挑戰不會少，但只要特區政
府積極作為，勞資雙方互諒互讓，就一
定能創造雙贏方案。

為了解決打工仔的後顧之慮，特區
政府於2001年落實強積金計劃，這是一
個巨大的進步。但可惜的是，當年政府
為爭取商界支持作出重大讓步，容許僱
主在僱員退休或離職時，以部分強積金
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這一特殊安
排，令僱主得以名正言順地迴避了《僱
傭條例》下僱主的應有責任，削弱了對
打工仔的退休保障，多年來，被對沖的
強積金高達500億元。對沖機制因此成
為勞資博弈的焦點，上屆特區政府承諾
逐步取消對沖機制，本屆政府將取消對
沖寫入施政報告，經過各方折衝樽俎，
終於在昨日兌現了承諾。

立法會以72票支持、5票反對、12
票棄權通過法案，顯示取消對沖得到主
流民意的支持，但仍有反對聲音。事實
上，即使在立法會審議法案的最後階
段，具商界背景的部分立法會議員仍然
試圖 「力挽狂瀾」 ，反對的理由不外乎
「加重商界負擔」 、助長打工仔 「博

炒」 等。其實，這些觀點多年來不斷重
複，並無新意，也是站不住腳的。

正如政府官員及立會議員指出，人
工佔香港營商成本的三分之一，強積金
僱主部分只佔營商成本的0.38%，取消
對沖談不上對商界構成很重的負擔，何
況相當一部分成本已由特區政府主動承
擔；疫情下經濟下行，失業率升高，打
工仔保住工作已是幸運，所謂 「博炒」
不知從何談起，事實上，取消對沖安排
只是回到2000年前的狀況，那時並無
「博炒」 問題。再說經濟有起有跌，過

去如此，未來亦如此，何謂 「最佳時
機」 並無客觀標準，如果一直等待下
去，取消對沖安排就會無了期地拖下
去，有關爭議何時才能了結？

該做的事情就要做，不能找藉口拖
延。當社會對解決爭議有了基本共識，

便是通過落實的最佳時機。取消對沖安
排不會挑起勞資矛盾，相反，有利於提
升打工仔的工作積極性，有利於鞏固對
企業的忠誠，有利於社會和諧，長遠而
言對資方也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走到取消對沖
這一步，端賴社會各界鍥而不捨的堅
持，勞資雙方互諒互讓，特區政府在推
動法案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體現在
特區政府聆聽及重視商界意見，有商有
量，不斷優化政府資助方案。有關資助
金額由當初的79億元增至現在的332億
元，資助年限則由10年延長至25年，作
出了相當大的承擔，回應了商界的主要
關切，為立法會最終通過有關安排掃除
了障礙。

強積金制度是退休保障的重要一
環，對沖機制本來就不公平、不合理，
如今將之取消屬於亡羊補牢，也是特區
政府應有的責任。當然，完善相關制度
仍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解決強積
金行政費過高、回報率未如人意，以及
提升保障額度等問題。有關部門應多走
一步，多想幾招，團結各界以同建關愛
共融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