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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照顧者要兼顧工作與照顧家人，常
面對多重困難及難言之隱。有在餐廳兼職的
媽媽，因19歲兒子患自閉症，常無法安坐和
發脾氣大叫，上班期間要隨時緊急回去照
顧，長期壓力爆煲，令她有時會到海邊大叫
發洩。有公司中層管理人員為照顧患腦退化
的八旬母親，凌晨四、五時仍未休息。

有機構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照顧者每
日睡眠不足六小時，八成人每日僅有少於2小
時的閒暇時間，機構鼓勵公眾不必 「硬
撐」 ，必要時主動求助。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在職照顧者壓力大 日睡不足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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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毅籲打XBB疫苗防新冠

從新建樓宇做起

打斜過馬路沙田周三試行

垃圾收
費計劃押後至
8 月 1 日 實
施，當局表示
以往宣傳工作
做得不足夠，
會透過實地示

範，讓市民了解。在6個月適應
期內將不作出檢控，但不代表
容許市民亂拋垃圾。

垃圾收費計劃引起的爭

議，涉及多種因素，市民環保
意識是最重要一環，減少垃圾
量及做好垃圾源頭分類，亟需
要自動自覺，培養環保意識沒
有速成方法。而客觀環境亦阻
礙垃圾分類與回收，特別是廚
餘回收障礙重重。香港寸金尺
土，住宅及商業樓宇都會盡用
空間作銷售，在樓宇規劃與設
計上，往往忽略垃圾處理，特
別是舊式大廈很多都沒有相關

設備，因此對垃圾收費反對聲
音亦是最大。

已落成的大廈無法改變設
計，但政府可以立法要求新建
樓宇在入則時做好規劃，包括
垃圾收集，設置安放廚餘處理
器位置。在小區規劃上，亦應
配合法例規定的垃圾處理流
程，實現從大廈到小區，一條
龍垃圾收集與分類，從最基本
做好配套方可事半功倍。

蔡樹文
透視鏡

社署支援專線 轉介合適社區服務
社署於去年9月

26日推出照顧者支
援專線，由超過100名專業社工輪值
接聽，為有需要的照顧者提供資訊，
轉介和配對合適的社區服務，以及探
訪有緊急需要的個案，至今已接獲超
過一萬個來電，平均每日有約80至
140個來電，並曾介入8宗危機個

案。
在過去四個月的逾萬宗來電中，

查詢社區支援服務以及尋求情緒輔導
的來電各佔約30%，諮詢照顧問題
和經濟困難等分別佔約15%和約
10%，餘下的涉及健康和房屋問
題，以及查詢暫顧服務等。截至今年
1月1日，專線已轉介超過290宗個案

至暫託宿位、短期住宿服務、精神復
元機構或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為其配
對適切服務以提供長期支援。

承辦專線的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主管婁振陽日前表示，來電者大多是
「以老護老」 的照顧者，亦有殘疾或
特殊需要人士的父母，他提到，現時
長者暫託機構已由50間增至190間，

名額亦由260個增至500個，形容
「每區總有一間在附近」 。

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有本身患病
的照顧者透過專線轉介親人接受緊急
住宿暫託及交通津貼，自己則可安心
接受治療，另有雙老家庭獲轉介至長
者鄰舍中心，接受社交及情緒支援，
並安排輪候長者長期護理服務。

求助有門

在職照顧者調查結果
每日平均照顧時間
9小時以上
7-8小時
5-6小時
3-4小時
1-2小時
1小時以內
每日平均睡眠時間
4小時以下
4-6小時
7-8小時
每日平均閒暇時間

沒有
1小時以內
1-2小時
3-4小時
4小時以上

註：受訪的在職照顧者人數共113名
資料來源：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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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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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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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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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常因要照顧患病的家庭成員
而面對巨大壓力，而在職照顧者在照顧
家庭的同時，更要平衡好工作時間。談
及自幼患有自閉症的兒子，熊女士難掩
淚水， 「他坐不定，周圍到處跑，又經
常突然發脾氣大叫……到現在已經照顧
了19年，真的好辛苦！」 她說，疫情期
間減少出門，兒子變得非常情緒化，在
家不斷大叫，甚至會咬人；而她自己白
天上班，夜晚在兒子身邊又難以入睡，
長期極度缺乏休息，壓力近乎爆煲。

熊女士現時在餐廳做兼職工作，有
時兒子在家難以平穩情緒，她就要立即
放下手上工作回去照顧兒子， 「我這種
情況，根本不可能做全職工作，兼職也
只能提前與老闆講清楚，希望彈性上

班，好在老闆包容。」 她說，現時兒子
每周在庇護工場可暫宿四日，由姑娘照
顧，衝動行為減少。她自己也終於能安
心工作，也有了私人時間，有時也會去
海邊叫幾聲，或去餐廳安靜食餐飯，都
已經能發洩壓力。

凌晨起床照顧腦退化母親
不僅打工仔，公司管理層職員亦是

有苦說不出。王先生的母親85歲，去年
起因腦退化患上認知障礙症， 「她開始
不記得很多事，連我和爸爸都不認得，
有次凌晨叫醒爸爸，問他是誰，為何睡
在自己旁邊，發脾氣也是常事，不舒服
時甚至會拿棍打我。」 他說，爸爸壓力
很大，有時凌晨叫他過去安撫媽媽，到

四、五時都不能休息，更影響翌日的工
作。

王先生擔任公司中層管理人員崗
位，有時需向員工解釋自己為何會突然
請假，或無法在正常時間返工。他感
嘆，照顧者最需要有耐心，同時也一定
有同理心，理解別人的處境，他說有時
員工主動談及自己的難處時，他亦會在
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主動批假。

同樣照顧腦退化奶奶的廖女士說，
奶奶腦退化已有近四年，有時每日都以
為過農曆新年，要落街市買蠟燭元寶，
在家又罵家人為何不備年貨，吵嚷聲令
正讀書的兒子難以靜心溫書， 「奶奶發
脾氣，仔仔也發脾氣，指責奶奶好煩，
有時直接不回家吃飯，甚至搬離家

住。」
廖女士說，現在上班反而令自己更

能紓壓，自己安慰自己，要為自己爭力
量，才有力量幫別人。

80%照顧者閒暇少於2小時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去年11月

於多區訪問共113名在職照顧者，61.9%
受訪者的每日睡眠時間為6小時或以下，
80.5%受訪者的每日閒暇時間少於2小
時，當中的13.3%更完全沒有閒暇時
間。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
專員張織雯表示，本港大批在職照顧者
為家人默默付出，希望面對壓力時不必
硬撐，包括可使用社署 「照顧者支援專
線182183」 ，主動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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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
報道：本港新冠個案再攀升，
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
講座教授孔繁毅表示，新春將
至，預計市民的社交活動增
加，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政府已擴大XBB疫苗的優
先接種組別，他說滅活疫苗與
流行毒株相隔甚遠，抗體反應
是兩倍甚至沒有，強烈建議過
往接種滅活疫苗的人，盡快改
為接種XBB疫苗。

孔繁毅昨日在一個電台節
目表示，新冠個案回升，公營
醫療設施壓力增加，以瑪麗醫
院為例，傳染病病房有8成是新
冠患者，社區感染數字也上
升，主要是長者和長期病患
者。臨床數據顯示，有已接種
科興滅活疫苗三針至五針的人
士，都是重症入院。

他說最新監測數據顯示，
JN.1已成為最流行的新冠病毒
株，而滅活疫苗一直是以原始

病毒株作抗原，換言之，離開
流行的Omicron、XBB或JN.1
變異病毒株很遠。本港現已提
供接種的XBB疫苗，現時已是
最接近JN.1的疫苗，對JN.1也
有足夠保護力、具有好的免疫
反應。他建議接種科興等滅活
疫苗的人，盡快接種XBB疫
苗。

孔繁毅說，農曆新年人口
流動，及有較多社交活動，流

感數字可能再度攀升，呼籲市
民盡早接種疫苗。

高危人士應避免前往人群
密集的地方，外出時應盡量佩
戴口罩。

衞生署表示，XBB疫苗第
二階段接種安排已於本月18日
展開，截至26日，已接種約6.6
萬劑疫苗。本港現時供應的所
有新冠疫苗，庫存足夠應對本
年度的預期使用。

【大公報訊】日本澀谷站前可以
「打斜行」 的十字路口，是東京著名地
標，香港很快都會有自己的對角行人過
路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
全港首個對角行人過路處，下周三（31
日）率先於沙田的沙角街與逸泰街路口
試行，位於尖沙咀加拿分道與加連威老
道交界的 「對角行人過路處」 ，預計於
今年中推出，屆時 「大家就可以行短一
點，又行快一點」 。

林世雄昨日在網誌表示，對角行人
過路處的步行距離較傳統長，加上路口
中心不能設置行人安全島，需要較長的
行人綠燈才能讓行人安全橫過路口。香
港的路口車流較為繁忙，局方需小心研究個別路
口的特性，包括車流、人流、過路距離和所需時
間等因素，確保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後，交通燈
控制路口仍可維持足夠的車輛通行能力，避免對
整體交通造成嚴重影響。

觀察數個月再檢討
他表示，運輸署觀察到尖沙咀加拿分道與加

連威老道交界，以及沙田沙角街與逸泰街交界的
兩個十字路口，目前有不少行人 「打斜」 行到對

角行人路。運輸署評估後認為，這兩個路口適合
試行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

新加設的對角行人過路處，會於燈控十字路
口，劃上對角的行人過路黃色條紋，並加裝交通
燈，行人可直接經路口中心，步行至對角行人
路。林世雄稱，運輸署將觀察數個月，小心考慮
行人及司機的意見，檢討成效，研究需否再改善
設計，期望讓市民在安全情況下體驗 「斜」 行無
忌的便捷。他重申，市民要謹記馬路如虎口，在
橫過馬路時必須依照燈號，遵守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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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張織雯、在
職照顧者王先生、在職照顧者廖女士、在職照顧者熊女士、楊
震助理總幹事（長者及青少年）呂如香，在台上分享經歷。▲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昨日舉行在職照顧者應援團年午宴，超過二百人出席。

隨時需回家照顧自閉兒 婦感謝老闆包容

◀沙角街與逸泰
街路口，將於下
周三（31日）試
行 「對角行人過
路處」 。

▼尖沙咀加拿分
道與加連威老道
交界的 「對角行
人過路處」 ，預
計在年中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