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戶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荃灣等區 讓基層童有地方用膳做功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照顧者可能是世
上工時最長的崗位。一項針對兒童照顧者的調查
發現，約七成受訪照顧者每天的照顧工作達8小時
或以上，其中過半數人因為照顧兒童而放棄個人
事業或興趣。照顧兒童的壓力甚至令一名原本開
朗的母親變成抑鬱症患者。負責調查的團體表
示，社會出現高危照顧者，他們通常獨力承擔所
有照顧責任，且較難從第三方獲得支援，建議政
府設立兒童照顧者津貼，以減輕照顧者的經濟負
擔。

受訪者平均6.14天照顧家庭逾8小時
團體於上月底至本月初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700多
名目前正在照顧兒童的照顧者，其中女性佔約
97%。整體受訪者中，約74%正全職照顧家庭，逾
半數人照顧兩名或以上兒童和長者或長期病患者。

全部受訪者平均有6.14天要照顧家庭8小時以上，幾
乎沒有休息日。

單親家庭難覓向外求助途徑
一般家庭可能有配偶在工餘時間分擔照顧工作，

但是單親家庭缺乏向外求助的途徑。受訪者之一的
陳女士是單親媽媽，照顧一名就讀小學、患有自閉
症的女兒，她表示，曾經因耳水不平衡而身體不
適，無法照顧女兒，最終只可向鄰居求助，令女兒
不至於捱餓。
調查又發現，受訪者為照顧兒童要作出很多犧

牲，大部分人放棄事業。受訪者之一的阿桃是單親
媽媽，育有兩名女兒。為了照顧家庭而選擇放棄外
出工作，原本性格開朗的她，因為在港無親朋好
友，多年獨自承擔照顧工作，作為媽媽和唯一的家
庭支柱，承受多方的壓力但無處釋放。

自十年前經過社工的轉介，到東九龍精神科求診
後，阿桃被診斷患有抑鬱症。「醫生都叫我，花多
啲時間照顧自己，但是都無辦法啦。」她無奈表
示，只得期望等女兒長大後，可以有機會外出工
作，重新與社會接軌，做自己喜愛的活動。
在受訪者中，有159位屬單親兒童照顧者，當中近

七成、即111位表示沒有人能分擔照顧工作，可見單
親兒童照顧者的負擔比一般兒童照顧者更重。
此外，在受訪者中，超過三成受訪者正照顧

SEN（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其中有四成半表示，
沒有預留特殊學習需要的訓練費用或開支。
團體代表林琪表示，坊間部分訓練班每次收費

高達980元，對大部分照顧者而言，是難以負擔，
有機會錯過兒童的黃金治療時間，長遠而言亦會
加重照顧者的心理壓力。
該團體建議政府以殘疾人士或長者照顧者的津貼

為標準，設置普通和高額兒童照顧者津貼，以及設
立24小時兒童照顧者熱線，提供情緒支援和服務安
排，紓緩照顧者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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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暢熹文 匯 要 聞

居於劏房的基層兒童生活在狹窄環境，甚至無合適環境學習。香港特區政

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透露，特區政府與扶貧委員會今年內將在部分

劏房集中地，如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荃灣等設置數個「社區大廳」，為劏

房戶提供一個共用空間，包括讓基層兒童放學後有地方做功課、用膳甚至洗澡，減

少逗留在劏房的時間，又期望有熱心人士義務為這些兒童提供補習、畫畫等服務。社

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認為，有共用空間供劏房戶聚腳確實有用，而家長最關注是否

有義工為小朋友補習，期望政府會有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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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上月底舉行第五次會議，勞福局提交的精準扶貧策
略文件便提出該計劃，包括提供一個生活空間，有共享廚房、飯廳、用作做功課和上興

趣班的地方，以及做運動的共用空間等。其次則會提供社會資源，包括來自商界和地區組織的
非現金捐贈如食物，以及按需要轉介合適的社區服務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長者鄰舍中心、功課輔導等；最後是提供健康講座、基本健康評估和轉介服務。
孫玉菡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府已加大力度透過興建公屋、「簡約公屋」和提供過渡性房

屋以解決基層的住屋問題，但仍有不少基層家庭居於這些不適切居所內。為此，政府與扶貧委員
會正籌劃開設「社區大廳」，「概念是在劏房集中的社區附近，尋找一個給劏房戶可以落腳的地
方，盡量減少他們留在劏房的時間。」

營運交非政府組織負責
他表示，目前社區上已有不少團體開設同類的地方供劏房戶使用，他與扶貧委員會委員亦

參觀過多個設施，「覺得這個概念好，希望推而廣之，有多些這類設施。」因此，政府擬聯
同商界和民間團體合作推出「社區大廳」，最理想的是讓居於劏房的兒童放學後，可以在
「社區大廳」內做功課，用膳以至洗澡後才回家，以減輕他們生活上的難處，而大廳的營
運會交由非政府組織負責。
政府建議先在劏房較集中地區如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和荃灣/葵青推行試行

計劃，並邀請商界或法定組織免費或以低廉租金提供營運場所，政府亦會聘請社
福機構推展計劃。
被問到哪個社區會率先設置有關設施和規模，孫玉菡說，具體細節仍有待扶貧

委員會商討，但選址一定要鄰近劏房戶的居所，「見過有媽媽抱住個女，落一次、
上一次六樓唐樓，所以佢唔會輕易去遠的地方，一定要在屋企附近先肯去。」
他期望今年內可以開設數個「社區大廳」，「一些好有心的人會去教小朋

友，不單是讀書，有些會教他們藝術如畫畫等，小朋友聚埋一起又會開心，
有社交空間，可以食飯，家長亦放心子女在該處，可以去工作或處理其他事
務。」
社區組織協會開設了多個兒童學習中心，讓基層學童放學後有義工教導做

功課等。施麗珊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基層家長最關注的是子女的功課學
習，因此學習中心的服務甚受歡迎，「一星期開足七天，需求大，要分段
畀小朋友到場接受功課輔導。」

家長最希望有義工輔導功課
她認為特區政府提供同類空間給劏房戶確實有好處，但有需要

做好安排，包括安排義工教導兒童做功課，「如果沒有補習，不
會吸引家長讓小朋友到場。」除小朋友外，「社區大廳」也應為
基層家庭婦女設各類培訓和興趣班，讓婦女學得一技之長，有
助她們就業。她又建議利用學校作為共享空間，放學後開放給
劏房戶使用，有足夠空間提供不同的服務。

◆特區政府與扶貧委員會今年內將在部分劏房集中地設置數個「社區大廳」。
圖為位於油尖旺區的唐樓。 資料圖片

◆社區組織協會的學習中心為基層兒童提供功課輔導，協會期望政府「社區大廳」計劃也有此服務。

團體倡設兒童照顧者津貼減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人口老齡化加
劇，安老院舍宿位供不應求，職員人手亦長期存在
缺口。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
表示，內地無論是土地、人手方面都較香港充裕，
營辦院舍成本較低，香港長者若希望有更好的居住
環境，可選擇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同時，政府
正從多方面考慮支援香港長者到內地養老，包括以
「公建民辦」模式，由特區政府在內地興建院舍，
並由民間機構營運等。
孫玉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早前赴廣東
省視察安老院，發現當地院舍空間寬敞、設施齊
全，大多為雙人間，兩名院友共用一個衞生間，較
香港一般院舍的多人房間環境條件為好，可與香港
優勢互補。目前，已經有香港機構在內地營運兩間
安老院，認為想追求更好居住環境的香港長者，可
選擇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
他透露早前訪京期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鼓勵香港要用好大灣區機遇，協助處理安老問題。
為此，特區政府正從多方面考慮支援港人移居內地
安老，包括以「公建民辦」的方式在內地開辦針對
港人的院舍，支援內地長者需要。
78歲的劉太太在丈夫去世後一直在香港獨居生
活。她目前身體健朗，可自理煮食，亦有穩定的長
者社交圈，一子一女均會定期上門探望，對入住本
地或內地的安老院舍，心理上均較為抗拒。

劉太太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最擔心的是院舍的管
理模式，一方面院舍職員要照顧多人，肯定不如自
家子女耐心和細心，另一方面不想與子女分隔兩
地。

安老業：紓港院舍供求緊張
資深安老業從業者盧卓康表示，在內地營辦院舍

相對香港有優勢，人均面積一般會較本地院舍更
大，也可以紓緩香港院舍目前的供求緊張情況，若
能夠增加專業護理、醫療設施或臨近醫院等配套，
相信會更為吸引。「『公建民辦』這個想法是好
的，可以讓一些商業公司、福利機構等公開競投政
府起好的院舍，選用優勝的方案，保障服務質
量。」
他分析，未來選擇入住內地院舍的長者主要有

兩類人，一是獨居老人或一對夫妻，在香港較少
親友，居住地點變化對其生活影響不大；二是較
早前已移居廣東省的退休港人，他們熟悉內地環
境，若有入住院舍需求，通常也會入住當地院
舍。
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謝偉鴻亦對「公建民

辦」院舍持開放式態度，惟憂慮屆時可能面臨需求
量不足、與內地院舍競爭、政府長臂管轄困難等實
際問題，建議政府做好前期調研。
他表示，目前內地已有兩間經營約10年的港資院

舍，分別位於鹽田和肇慶，「這兩間試點院舍的需
求情況，並沒有去到十分殷切水平，安老業界通常
將不同長者安老類型分為『90、7、3』比例，即
90%的長者居家養老，7%的長者社區養老，僅有3%
長者入住院舍，而是否入住院舍要尊重長者本人的
意願。同時內地本身也具有健全的安老體系，在內
地居住的港人未必一定選擇港辦院舍，內地辦的院
舍一樣適宜他們入住。」
他希望特區政府在內地興建院舍前，能夠做足考

察，畢竟牽涉公帑和資源分配，理應慎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地院舍面
對人手不足的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昨日表示，政府早前公布的院舍輸入
護理員特別計劃會於今年年中正式展開，
屆時政府會以較靈活的方式處理院舍提交
的申請。
孫玉菡估計，以政府資助院舍落成量推

算，未來共需要至少8,500名人手，目前已
有約4,000人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加入本港護
理員工作，特別計劃僅額外提供3,000名勞
工。
他強調，院舍人手不足是本港清晰的長期

問題，認為政府無須再進行首階段審視，亦
不認同推行計劃是繞過勞顧會，會不時向勞
顧會匯報。
因應香港個別行業的人力資源規劃，特

區政府擬在年中前公布建造業、運輸業的
人力資源建議。孫玉菡表示，政府制訂任
何政策都會從大方向考慮，不排除有輸入
外勞方案，但強調優先保障本地勞工就
業，個別行業有明顯人手短缺才會考慮輸
入勞工。

「高才通」批1.7萬申請 約5000人已到港
他又透露，特區政府的「高才通」計劃
去年底開放申請至今，共接獲2.7萬個申
請，其中1.7萬個已獲批，約有5,000人已
到港，接獲的申請有三分之二來自內地，
部分從海外提交的申請亦具內地背景，三
類人才中百強大學畢業生佔最多，有四分
之一。

《預防中暑指引》非法例 不代表無法律後果
談到新的《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將
於明日（15日）開始推行，孫玉菡表示，
指引雖然並非法例規定，但不代表沒有法
律後果。局方會在指引生效後加強巡
查，如果發現僱主不遵從，會發出勸喻或
警告，如再不跟從，而工作地點又有中暑
風險，勞工處不排除會引用《職安健條
例》下「僱主一般責任條款」提出控告，
但他相信絕大多數僱主都會跟從指引的做
法。
他表示，暑熱指數包含溫度和濕度，較只

用溫度決定暑熱程度更全面和科學，指引提
早在初夏推出，是希望給予時間讓業界適
應，僱主可按實際情況決定如何執行，例如
在同一工作環境，例如地盤，包括紮鐵、泥
水、釘板等不同工種可以互相協調休息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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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擬內地建「公建民辦」院舍 助港長者北上養老

◆孫玉菡早前赴大灣區內地城市，視察安老設施。
勞工及福利局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