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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早前接連發生
倫常慘劇，其中一

對智障兄弟疑餓死家中，事
件引起社會對弱勢基層的關注。特首新一份施政
報告即時回應相關訴求，以荃灣及南區的 「關愛
隊」 作試點，透過探訪及接觸，協助及識別需要
協助的人士。

另一方面，現時全港有逾8600名 「社區樓
長」 義工已擔起此重任，他們遍布全港近半屋
邨，無論是兒童託管或長者照顧皆當仁不讓。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更希望 「區區有樓長」 ，全面關
顧鄰里，編織互助網絡，共創美好社區。

有受惠街坊表示， 「樓長與大家街坊鄰里平
日無所不談，知道我們的需要，好貼心。希望關
愛隊和樓長共同努力，再加上新上任的區議員，
相信基層工作會愈做愈好。」

貼心了解需要
鄰里互助 託管孩子 照顧長者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劉子康

話你知

「這麼好！你們又來探我們！」 日前大公報記者跟
隨荃灣區樓長Mary姐及一群義工來到王氏夫婦家中，年
近80歲的王太笑臉迎接及道謝。以老護老已是本港社會
常態，94歲、需靠學行架及輪椅代步的戶主王先生，由
妻子王太獨自照顧， 「他年紀大了，又有哮喘，我推不
動他，覆診一定坐輪椅。」 王太更唏噓地嘆道： 「我也
不行，有三高，吃好多藥。」 王太又說兩名女兒已年逾
50歲，也組織了家庭，因而他們雙老生活已成習慣。此
時，Mary姐不忘送上溫馨提示， 「不要緊，你打給我們
關愛隊，可以陪你們去（覆診）。」 Mary姐離開前，還
不斷問他們有沒有聯絡照顧長者的機構，申請如買餸、
做運動等的長者服務。另一名樓長李先生則在寓所內查
看安全設施是否足夠。

與街坊如老友噓寒問暖
為王氏夫婦送上小禮物後，關愛隊馬不停蹄地來到

鄰座的潘家，戶主潘先生對於樓長老友到訪表現欣喜，
盛讚他們： 「有時一些小修小補，安裝窗鉸都可以幫到
手。」 此時Mary姐擺出老友的姿態說： 「我認識他的太
太30多年。」 並指兩人經常交換健康及保健資訊，還不
時結伴同遊，關係好比家人。 「（我們）需要（樓
長），人年紀大，健康就差，什麼病痛都追住來。」 潘
先生感激地說，得到樓長的殷勤照顧，倍感溫暖。離開
前Mary姐還不忘提醒潘先生記住去打流感疫苗。

荃灣區的關愛隊隊長鄭柏強表示，樓長是社區好幫
手，他以早前屋苑維修一事為例，因維修資料未能張貼
在各樓宇大堂，此時各樓長在大廈的出入口處及電梯大
堂守候，以口耳相傳方式向居民解釋維修事項。鄭柏強
又提到，大至維修，小至手機上網、電視頻道調校，樓
長都能幫得上忙。

「樓長與街坊最近，屬最前線、第一身接觸最多的
街坊，不時會關心及跟進街坊，最理解居民的需要。」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社工蔡寶榮表示，樓長為
區內街坊，可發揮鄰里關係最大效用，而遇到未能解決
的問題，可轉介給社工及專業人士。他指出只要每人
「行多步，主動關心」 ，就可成為社區好幫手，幫助整
個社區。

民青局：將樓長制擴至鄉村
「街坊如可以望多眼、問多句、行多步，人人都可

成為樓長。」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
會副主席沈豪傑表示，樓長與義工不同，義工提供一次
性或短暫的服務，樓長是持續性，長期在社區協助街
坊。他透露近年會在新屋邨、鄉郊的屋村，甚至不適切
的居所如劏房推行樓長制度，幫助新搬入的居民，提供
資訊，讓居民得到歸屬感，凝聚街坊鄰里的關係，盡快
融入社區。要成為樓長，沈豪傑直指只需
要「有心」，多些關心區內街坊。現時樓
長遍及全港各區，截至今年9月底，
有關基金已資助136個樓長計劃，合
共培訓超過8600名樓長，遍布115條
公共屋邨，即佔全港屋邨近45%。

—Mary姐

「你用個心去對人，人也會用心對你！」
在荃灣海濱花園居住近30年，自言是老街坊的
Mary姐，本身已是區內 「關愛隊」 隊員，不時
上門探訪，更在節日化身禮物大使，向街坊大
派禮物。早前她又做了區內樓長，深信以將心
比己的態度，能幫助別人， 「我幾十歲，都是
一名長者，好容易看到長者的要求。」 所謂
「同聲同氣」 ，她又指，照顧長者必須用心對
待，別人自會真誠回饋，盡訴心中所想，得知
其所想，或遇到的問題，樓長便可對症下藥，
提供到位的幫助， 「有時有些長者遇到病痛，

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了解後亦會給予適切的意
見，為他們排難解憂。」

已退休多年的Mary姐，過往經常在長者中
心擔任義工，了解到上門探訪長者十分重要，
亦累積不少心得， 「我一入門口，就要看其家
裏，睡房、睡床及廁所可有扶手，（了解）哪
些地方容易跌倒。」 Mary姐如發現問題，便會
即時處理， 「有次我去到（長者家裏），看到
浴缸鋪了條毛巾。」 她即時專業人士上身，向
長者勸喻： 「你不要鋪毛巾，好容易跣
（倒），要鋪有塑膠底的防滑墊。」

•已完成的樓長計劃：87項
•進行中的樓長計劃：39項
•即將開展的樓長計劃：10項
•總 數：136項
•累積的樓長數目：逾8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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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接受，未必代表以後都不接受。」
已退休的李先生，是荃灣區其中一名樓長，直言
接觸街坊有時 「不太順利」 ，部分人會因意見不
同而拒絕接受幫助，但李先生卻堅定地說： 「其
實這樣都不要緊，我們的心態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士。」 李先生深信在關愛的層面沒有敵我及恩怨
之分，並堅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實行以行動去
融化意見分歧的鄰里。

李先生以往長期參與業主立案法團工作，憑
着逾10年與不同人接觸的經驗，得知 「一樣米養

百樣人」 ，未必人人願意接受幫忙，並指每人的
看法各有不同，各有己見，部分人因立場不同，
不會和顏悅色對待，他直言相關情況實屬正常，
有些長者更會是受到子女的影響，內心雖然希望
求助，卻難以開口。面對有關情況，他堅持不氣
餒， 「他見到你幫他，自然會知道，明白的，可
能見我們做得好，都會接受我們。」 他更自豪地
說，近期不少街坊亦受其感染，受助的街坊不斷
擴大。他同時提到樓長一人之力甚為有限，還需
其他機構協助，一同協助完成。

好開心，幫到人真好！ —蕭亞意

年近90歲的意婆婆雙目仍炯炯有神，可能
是東涌區內最年老樓長。意婆婆約5年前由觀塘

搬到東涌迎東邨，初來乍到，她形容 「什麼也
沒有」 ，確是有點不太習慣。但及後得到街坊
的幫忙， 「這裏個個人都好，我不會用手提電
話，又教我。」 熟習了環境後，意婆婆 「投桃
報李」 ，早年她參加區內的長者活動，得知樓
長計劃，因而欣然參加，至今已有近四年。

「大家都好照顧我，重的工作不會給我
做，都是照顧一下小朋友。」 已屆耄耋之年，
在農村長大的意婆婆，主要工作是幫助區內在
職婦女照顧年幼子女，只要能做到，意婆婆仍
樂意親力親為。

「我自己煲了湯，知道一獨居老人出了
（醫）院，就裝碗湯給他。」 一碗溫熱的湯

水，盛載鄰里間無限溫情，意婆婆說邨內有不
少獨居的長者，十分需要別人關懷，她還記得
早前一名老婆婆前往教會聚會前，致電給她表
示頭暈不適，她即時建議對方前往醫院求醫，
不要延誤，而這個果斷的決定令她感到喜悅，
「心情好舒服，幫到人真好！」 說罷意婆婆露
出滿足的笑容。

「好幫手，我一個人照顧兩個小朋友，多
得婆婆來幫手。」 育有兩名子女的吳太得到意
婆婆經常幫忙因而成為好友。吳太指因居所與
家人有一定距離，每次如需緊急託兒服務，樓
長就可以幫助解決燃眉之急，而社區樓長都是
相熟鄰里，十分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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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助人 打破隔閡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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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可以為這個社區付出，有貢獻！」
年紀輕輕的中六生Daniel也有2年的樓長經驗，
他的手機內有多個鄰里群組，方便發送社區內

各種訊息之餘，亦
會從群組中接收街
坊求助。談到服務
街坊心得，Daniel
雀躍地說： 「可以
多些留意身邊的鄰
居，了解有什麼可
幫助。」 沒想到一
個青春少年卻胸懷
慈愛之心，他更透
露成為樓長認識了

不同年齡的鄰居，有些更成為好友。
作為學生，Daniel主要是照顧其他年幼學

童的功課。教Daniel感受最深的，是照顧有特
殊需要的學童，因其學習與情緒上與別不同，
需付出更多耐性才能取得信任。另外遇上節日
時，社區舉辦活動，樓長便會協助居民參與，
「中秋節，東涌海濱長廊舉辦燈籠及花燈展
覽，我就帶街坊去看。」 成為樓長後，他還了
解到東涌區內多為基層家庭，每日為口奔馳，
較難照顧子女，樓長剛好發揮作用，減輕父母
的壓力。對此，他只輕描淡寫地說： 「我也是
住附近，帶他們去玩只是舉手之勞。」 Daniel
同時亦深刻體會到，不少小朋友因父母工作的
關係，未能經常陪伴，更感珍惜自己擁有的幸

福， 「我童年時，家人經常陪伴，我都很幸
福。」 Daniel說時帶着滿足的笑臉。

學生也出力 教小朋友功課 —鄭睿熙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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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與街坊聯繫起來，令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更緊密

③發掘不同街坊的專長，希望可發
揮凹凸互補的優勢

④推動街坊多參與社
區，一齊解決社
區問題

社區樓長職責

（截至2023年9月30日）
樓長 小數據

▲Mary姐和李先生到潘先生的家探訪並送上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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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起推行 鼓勵街坊關心鄰里

街坊街坊：：樓長樓長幫到我幫到我！！

「樓長」 一詞可追溯至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

肆虐期間，當時人心惶惶、人與人之間關係
疏離。有見及此，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
金）資助於港島南區的鴨脷洲邨及漁光村推

行首個樓長計劃，推動街坊主動關心和幫助
鄰里，成為樓長計劃的 「始祖」 。而基金於
2019年進行的 「社會資本成效評估」 中，樓
長模式已被驗證為最有效的社會資本發展模
式。

同聲同氣 清楚長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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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Mary姐探訪王氏夫姐探訪王氏夫
婦婦，，關心他們有否聯關心他們有否聯
繫照顧長者的機構申繫照顧長者的機構申
請長者服務請長者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