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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公轉不如自轉

社區夥伴計劃倡社區夥伴計劃倡「「未來技能未來技能」」授人以漁授人以漁

香港社會流動性高，整體節奏快，人們
往往處於一種急於求成的心理壓力下，但
正如蔡劍華所說，每個人可以使出的力量

都不容小覷，「比如『劏房』這樣的問題，當然
要『香港無劏房』是需要政府巨大的推動力，但
是對我們來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去關心『劏房』
裏居住的人，例如他們有兒童的話，我們要去關
注他們是不是有電腦，能不能正常學習。『劏

房』是客觀條件，但我們能改變的是那裏的小朋
友不會被這個環境影響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成
長，讓他們擁有一個相對沒有缺失的童年，不要
從小就被環境束縛。」
誠然，如果暫時沒有辦法從根本上去解決掉社

會存在的問題，便要從惡性循環的「死扣」中將
未來解放出來，而每一個人的微薄力量都可以積
土成山、積水成淵。

香港傷健協會從1972年開
始運作，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
配合社會服務的發展，現在以
青少年、長者的支援服務，以
及傷殘的支援服務為主。「但
很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向來
都會關注患者本身，但其實作
為他們的照顧者來說，例如他
們的父母、兄弟姊妹等，也同
樣都會逐漸年老，因為長期的
付出而承受不了，並且不被社
會關注。所以他們無論在身體
或者情緒上都需要支持，而我
們現在就會開展對這個群體的
幫助。」岑家亮說道。
蔡劍華作為資深的社會服務

工作者，他對於社會逐漸發
展、以及疫情下的社會
服務形態有所改變深
有體會，他說道：
「在疫情發生這麼長時

間後，我們今年會比較着重精
神健康、情緒等問題，會在重

建社區精神、更多活力和正能
量方面，讓大家能夠感受到正
面一些的力量。」
儘管一直以來社會上對於有

需要人士的幫助都不少，甚至
可說是提供了多維度的援助，
但蔡劍華認為普羅大眾受到的
挑戰和影響會很容易被忽視，
「除了弱勢群體外，其實整個
人類都在面臨挑戰。我們
要去適應新的、已經被
動改變了的工作、生
活環境，所以這個
『未來技能』就變
得十分重要。」他
解釋「未來技能」
其實最基本的就是電
腦、資訊科技，其他
的就是溝通、相處和解難
的能力。「疫情是很突然的事
情，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突發
的情況需要自己有能力去應
對。」

社會公益在香港這個社會向來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NGO（非政

府組織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政
府機構發展的社會服務的一些空
缺，將資源有效分配，達到凝聚力
量、互惠互助的成效。「滙豐香港
社區夥伴計劃」延續10年，多年
來總共斥資2.16億元，支持全港超
過1,300個項目，累積受惠人次達到
600萬。回顧去年計劃徵選出的團體，
紛紛因應疫情改變了開展活動的模式，而今年
計劃踏入10周年，滙豐更投入3,600萬元支援
社區的需要，繼續共同抗疫、互惠互勉，計劃
項目將於今年9月陸續推出，共計收到250份申
請，當中69個項目成功獲選。

社區共融大問題從小處入手
在社聯的網站上，陳列了不少社會問題，大
部分其實對於香港社會來說，都是一些顯而易
見的問題，例如對於傷殘、長者、少數族裔及
低收入家庭的支援，又例如「劏房」住戶的困
境等，蔡劍華對此說道：「大部分問題其實都
沒有辦法一下子便解決，但這不是不行動的藉
口，任何大問題都可以從小處入手。」
蔡劍華回憶早前不久便親眼所見在一個團體
組建的活動中，一些受表達問題困擾的人士，
例如自閉症患者，當他們與長者相處時，彼此
都能夠受益，「我們的初心便是『bring people
together』，因此『夥伴』這個字眼很重要，不
僅僅是健全人士去對弱勢群體進行關懷，亦同
時追求一種『共融』的態度。」他解釋道：
「所謂『共融』是說社區中不同的群體，能夠
互相合作，互相產生積極的影響。例如自閉症
患者需要有耐心的人去關心，而長者又是最具
備這個條件的群體，當他們在一起，再一同去
幫這個社區，是將彼此的缺陷和長處互補互助
在一起，是一種疊加的影響力。」

訓練傷殘青年製作短片
自去年初疫情爆發開始，傷殘
人士及長者未能準確接收到相關
資訊的情況時有出現。針對傷殘
人士及長者對健康資訊的嚴重不
足，香港傷健協會設立了「健康資
訊頻道」 ，訓練一班傷殘青年學習
有關媒體製作的專業知識，並由他們負
責資料搜集、拍攝及管理頻道。「健康資訊頻
道」計劃負責人岑家亮介紹道：「疫情期間最
大的影響是根據社會的指引，大部分服務都必
須暫停，所以我們要去重新審視怎麼樣去進行
工作是合理的。由於整個社會都將生態放去了
網站，所以這個計劃的展開就順理成章。」
頻道內容為傷殘人士及長者度身而設，除了
發放與最新的流行病資訊，亦會分享由協會註
冊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或健適能教練教授
適合不同人士的健體運動影片、復康資訊及各
種復康用品的使用方法。同時平台亦會解答大
眾提出的健康問題及提供相關服務資料，讓他
們獲得更準確及可靠的資訊。
「考慮到在疫情之下很多傷殘人士或者長者
都不能夠準確地去接收資訊，我們希望能夠提
供一個平台，讓傷殘青年可以接受專業的媒體
製作訓練。」岑家亮介紹說道。訓練內容包括
內容策劃、資料搜集及拍攝，「這個健康資訊
頻道除了可以發揮他們個人的能量、創意，同

時也可以幫助更多的傷殘人士及長
者。」不少受助的傷殘人士紛紛表示，
最初對這個項目，甚至對於自己的期望
是不高的，「以前沒有想過健康和拍
片是可以聯繫在一起的，但經過這
個計劃，我發現自己也可以做到很
多事情。」受助的王先生說道。

受助者亦是施助者
岑家亮說：「參與者並不是都有身體

障礙，有一些可能是學習障礙，所以他們便會
搭配起來，基本上算是一種『自助』的狀
態。」例如，受助人
士兼該計劃的見習
助理梁嘉洳是一
位有限智能人
士，由於她的健
康狀態向來穩
定，受助的同時
亦是計劃的施助
者，在疫情以前，也一直
幫團體操作一些剪輯、找圖片及上字幕等工
作，而這次則體驗用不同的角度去進行拍攝。
她說：「拍攝本來就是我的興趣，這次加強了
除了剪片以外的其他技能，之後我會希望能夠
繼續拍行山、吃東西等日常一些的內容。」
「健康資訊頻道」計劃導師李志堅向來從事

社會服務工作，他在這次的計劃內更擔任指導
工作。他說道：「拍片不是為了『我想要拍什
麼』而隨便操作的，而是想要大家知道我們的
服務是什麼。所以在計劃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思考我們的受眾者是誰，怎麼樣能夠吸引到他
們？」李志堅認為這個引導的步驟在計劃裏可
以算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對於部分身體
行動功能相對不便的人士來說，創意才是制勝
的關鍵。

曾經這個社會的需求是很單一、直接的，
但是現在隨着科技發展出現了不同的需
要，其實有了不少取長補短的可能
性，岑家亮說：「最終的成片至今
已經有超過十條以上，並且我認為
這個活動除了最終成效外，是令參
與者對拍片、分享產生很大的興
趣，並且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得到
了自信心並且產生了成就感，認為自

己的付出有價值。」
而「受助者亦是施助者」這個命題來到今年
更加彰顯箇中含義，2021年，「滙豐香港社區
夥伴計劃」以「並肩前行」為主題，希望從多
角度支持社會各階層人士，盡快從疫情中恢復
過來，項目包括教導年輕人網上營商、提高學
生財務教育知識，以及改善長者的心理健康
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
「早前舉辦的專題培訓工作坊邀請不同專家為
近800位機構代表講解財務
健康及建設軟技能
（soft skills）等概
念，非政府組織
很關注這些課題
並參與其中，
令『未來技能』
相關項目的申請
亦因而增加，為弱
勢社群保持韌力以應對
未來各種挑戰。」

一個城市的文明，除了基本的教育和福利制度，也取決於它在社會服

務上的優越程度。要成就一個大同的優質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和幫

助必不可少。除了政府本身的福利部門，社會力量對於小部分缺失的填

補便是有益補充。然則，疫情的到來及持續仍大面積地影響了社會服務

工作的開展，在各行各業轉危為變，紛紛將運作模式轉為線上的時候，

社會服務亦不得不調整性質與生態，將目光聚焦在可操作的項目上。

「共度時艱」四字口號易喊，實則香港身陷停滯的「時艱」已兩年有

餘，疫情帶來的各業困境不勝枚舉，但能轉危為機，才是社會

服務團體身負的責任。正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業

務總監蔡劍華所說：「疫情其實帶來了一定的機遇，反

而讓我們認識到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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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
同樣需要關注與支援

每個人的力量都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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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短片能讓殘障人士增加對自己的
信心。

●●計劃負責人計劃負責人
岑家亮岑家亮

●計劃導師李志堅

●受助人士
兼該計劃的
見習助理梁
嘉洳

●設立合理的受眾群是「健康資訊頻道」計劃的重要部分。

●不止長者需要支援，長者的照顧者同樣需要社會關注。

●社聯業
務總監蔡
劍華。

●●計劃邀請協會成員互幫互助計劃邀請協會成員互幫互助、、取長取長
補短地進行拍攝工作補短地進行拍攝工作。。

●共融使社區中不
同的群體能夠互相
合作，互相產生積
極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