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心的鄰居，是助人、構建和諧
社區的關鍵一環。中西區區議員、
註冊社工呂鴻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提到，他早前接到的一個個
案，就是通過鄰里的觀察和發現，

才能及時為有需要幫助的「隱蔽長者」提供適
切服務。他建議地區人士應建立起廣闊的網
絡，日常組織更多增進社區人士聯繫的活動，
讓更多人留心發現「隱蔽長者」，以為他們提
供更及時有效的服務。
呂鴻賓提到，王婆婆（化名）一直熱心參與

社區活動，與自己關係很好，而王婆婆的鄰居陳
婆婆（化名）情緒不太穩定，有時甚至有家不
回，選擇在街上露宿、拾荒。有一次，王婆婆發
現已多日不見陳婆婆，細心的王婆婆就到街上尋
找，才發現陳婆婆病倒在街上，身體非常虛弱，
即聯絡他協助送陳婆婆到醫院治療。他在了解陳
婆婆的情況後，將之轉介給社會福利署，由專業
社工介入協助陳婆婆，情況才得以改善。
呂鴻賓指出，陳婆婆只是眾多「隱蔽長者」中
的一個。要準確尋找社區中的「隱蔽長者」，是
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在社交方面幾乎與外界隔
絕，不會主動接觸社會福利人員，朋友和親人
都不多，有的甚至有社交恐懼症，因此調動相
關長者身邊的親人、朋友、鄰居發現他們的需
求，並尋求地區人士的協助就顯得十分重要。
他建議地區人士應建立起廣闊的網絡，日常

組織更多增進社區人士聯繫的活動，幫助大家
建立互信，同時宣傳尋找「隱蔽長者」的重要
性，相信有助發現更多「隱蔽長者」，讓他們
得到適切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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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昨日
假港青酒店，舉行了以支援在職照顧者為主題的
百人團年午宴──「撐撐撐。咚咚撐」在職照顧
者應援團年午宴。同場公布了一項在職照顧者調
查，發現61.9%受訪的在職照顧者，睡眠時間為
6小時或以下；80.5%受訪者的每天閒暇時間少於
兩小時，其中的13.3%更完全沒有閒暇時間。
機構於去年11月至12月期間訪問了113名在職

照顧者，了解他們的照顧狀態、生活時間分配和
職場支援的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在職照
顧者以女性比例為多，佔86.7%；46%受訪者須
同時照顧兩位或以上的照顧對象，而主要照顧對
象為子女和父母。
調查同時發現，61.9%受訪在職照顧者的睡眠

時間為6小時或以下。整體而言，共44.2%受訪
者不滿意自己的生活時間分配，希望重新規劃時
間，讓自己有更多空間休息一下。
有80.5%受訪者表示，可以在工作環境披露其
作為照顧者的角色；約19.5%表示，不能在工作
環境披露其照顧者的身份。在調查過程中，機構
向受訪者了解「如職場能提供支援，什麼支援能

讓其減低照顧壓力」，受訪者除了實際期望「公
司能提供彈性上班時間，以讓我在出現照顧困難
時，可得以解決」外，同樣重要的是「上司及同
事的接納」。

感恩遇日間中心支援服務可喘息
3位在職照顧者在活動上分享自己的經歷。廖

女士回憶，過去曾因奶奶的認知障礙症狀況而與
其子女相處得不愉快，感恩遇上機構的日間中心
支援服務，可協助照顧奶奶半天時間，讓她有喘
息空間，亦令到整個家庭關係得到改善。
熊女士是一名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她說，曾因

為疫情致生活細節多變，孩子變得情緒化和生活
作息失衡，令自己長期缺乏休息、壓力近乎爆
煲。幸孩子現在已進入庇護工場及獲暫宿服務，
讓她可以有空間唞唞氣。
面對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母親漸漸不認得他，甚

至出現莫名其妙的情緒反應，王先生形容這是一
場「情感上的負擔之旅」，需要巨大的力量、耐
心、韌性和愛。若力耗盡時，不妨做些讓自己放
鬆的事，為自己打氣，才能繼續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特區政府公
務人員聯會（政公聯）義工隊昨日聯同荃灣福來
關愛隊舉辦新年送暖行動，組織約百名義工探訪
福來邨300多戶長者家庭，送上賀年食品、日常用
品等。政公聯表示，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宣揚公務
員義務奉獻的精神，關愛社區，與社會各界同心
協力，共同實踐愛國愛港使命。
是次活動得到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荃灣

區議員朱德榮、路德會聖十架學校校長王淑芬等
多位地區人士支持和協辦。荃灣福來關愛隊隊長
葛兆源期望，是次行動可為區內長者在農曆新年
加添歡欣，喜迎佳節。
政公聯表示，政公聯義工隊在今次活動展現出

特區政府公務員一貫的使命感和對服務的熱忱，
「作為香港由治及興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政公
聯義工隊將繼續發揮示範作用，與社區同心協
力，共同實踐愛國愛港的使命。」

離島民政專員夥關愛隊派福袋
離島民政專員楊蕙心聯同離島區大嶼山關愛隊

隊長余漢坤、副隊長吳卓榮、隊員兼梅窩鄉事委

員會主席黃文漢，以及梅窩鄉事委員會委員及關
愛隊隊員等義工，到梅窩康樂中心向居民派發福
袋，隨後到梅窩銀灣邨探訪長者和送贈福袋，表
達關懷和傳遞暖意，同時了解他們的需要。
其後，楊蕙心與離島區東涌北關愛隊隊長吳彩
華、東涌南關愛隊副隊長巫辰冬到東涌社區會
堂，為參與由離島民政處主辦「2023-2024年度離
島區健康社區推廣活動」的逾百名參加者打氣。

逾60%受訪在職照顧者 睡眠僅6小時或以下 政公聯義工隊夥關愛隊 訪逾300長者戶送暖

◆義工探訪福來邨長者家庭，送上日常用品。

剛走進繆婆婆家中，映入眼簾的就是時任民政事
務局局長頒發的熱心服務社會嘉許狀，以及國

際義工年義工服務嘉許狀。繆婆婆年輕時生活相當拮
据，最困難時甚至同時兼顧三份工作，但依然會向慈
善機構捐出自己的部分收入。

婆婆昔熱心公益 中風休養不出戶
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見到有好多比

我生活更困難的人，覺得幫到他們，自己都開心。」
她曾參選過兩次區議會選舉，擔任慈惠婦女會會長，
在退休後也不遺餘力，繼續做義工、做善事，發揮着
自己的光芒。
歲月不饒人，一直盡心服務社區的繆婆婆在半
年前曾中風，致使其行動不便。丁江浩在得知繆
婆婆的情況後，便前往老人院探望繆婆婆，希望
了解她的需求，並提供幫助。在得知繆婆婆覺得老
人院非常沉悶，希望在家休養後，他便不時前去探
望繆婆婆，每次都會帶上一些日常用品以表心
意。

議員上門探訪 關心近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跟隨丁江浩一起探訪繆婆婆。
見到丁江浩到來，繆婆婆臉上早已掛滿笑容，但依然
抱歉地說：「怕麻煩到你……過來陪我聊天我便已經

好開心了，不用帶東西上來了。」
繆婆婆說完，便馬上舉起雙臂做手部運

動，向丁江浩「表演」：「看我現在手已經非常靈
敏了，相信不久後便可以再與街坊一起飲茶。」她
還問到自己是否可以多外出。丁江浩說，出外呼吸
新鮮空氣有助於身體恢復，同時提醒繆婆婆需要戴
上口罩，因為現時正處於流感高峰期，需要注意安
全。

丁江浩：奉獻精神可影響他人
「繆婆婆在區內已服務數十年，許多年輕義工和居

民都表示，希望前往探望『繆大姐』。」丁江浩指
出，可見奉獻精神是可以影響他人的，即使曾中風，
繆婆婆依然積極樂觀，對生活充滿希望，自己與繆婆
婆相識十多年，一直都受到她的感染。他形容繆婆婆
非常善良，即使現時行動不便，亦不會主動尋求協
助，擔心麻煩他人。
丁江浩指出，在地區中像繆婆婆這樣需要服務的

「隱蔽長者」非常多，自己若有機會上門探望，會看
看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例如家居維修、安裝扶手
等。臨近新年，預計會安排義工到約100戶獨居長者
和雙老家庭中做家居清潔，希望讓長者開開心心過好
年，亦希望未來識別更多「隱蔽長者」，為他們提供
服務。

◆獨居
◆退休後非常內向，少與人交流溝通，甚至有社交恐懼症
◆自身身體狀態差，有長期病患
◆遇到問題時不會主動求助
◆朋友不多，時常獨處
◆情緒不穩定
◆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思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在新的地區治理架
構下，地區有更多有
心人可以參與到支援
「隱蔽長者」的行動

中。有專業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未來要進一步發掘並
協助「隱蔽長者」，地區關愛隊、
區議會、社會福利署等可多方緊密
配合，形成支援「隱蔽長者」的
聯動網絡。他們建議未來可考慮
對關愛隊隊長及隊員進行培訓，讓
他們有精神健康急救等基本知識，
得以評估市民需要，更準確地識別
出「隱蔽長者」。
身為註冊社工的立法會議員林素蔚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許多長
者在退休後長期留在家中獨處，部分
長者本身身體狀況或精神狀況不佳，
亦有人會因為內向、抑鬱、有長期病
患不願他人知曉等因素而不願主動求
助。
目前，在地區服務中心、長者鄰里
中心等已有專門負責尋找「隱蔽長
者」的部門，用洗樓、轉介、擺街站
等方式尋找「隱蔽長者」。
她認為，地區關愛隊未來是發現
「隱蔽長者」的重要一環，可通過

上門探訪等方式，發現有需要的
「隱蔽長者」，

因此未來可考慮對關愛隊隊長及隊
員進行培訓，讓他們有精神健康急
救等基本知識，從而可以評估到市
民的需要，更準確地識別出「隱蔽
長者」。
在發現「隱蔽長者」後，關愛隊須
幫助他們了解社區中各樣的團體和可
提供的服務，或當了解他們需要申請
如綜援、津貼等，可推介給區議員、
社會服務署等，「只有通過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才能更全面地幫助到『隱
蔽長者』。」

社署可加強與區議會關愛隊合作
註冊社工、中西區區議員呂鴻賓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隱蔽
長者」不會主動接觸社會福利人
員，甚至有社交恐懼症，因此由關
愛隊等上門關心和了解會更為合
適。
他指出，現時社會福利署已掌握一
定量的「隱蔽長者」的資料，未來
可與區議會和關愛隊加強合作，將
難以處理的個案轉介給當區區議會
和關愛隊，而關愛隊等在了解「隱
蔽長者」的需要後，再尋求專業社
工的介入和協助，相信會進一步加
強支援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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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人士倡增培訓服務者地區人士倡增培訓服務者 為社區擴建保護網為社區擴建保護網

主動關懷話家常主動關懷話家常
讓讓「「老友老友」」走出隱蔽走出隱蔽

溫暖人心的地區服務，往往需要走多一步。在香港，

服務社區數十年的婆婆繆瑞珍，於去年因中風臥病在床。一

向以助人為樂的她，雖然十分需要幫助，卻很難主動開口求

助。民建聯東區區議員丁江浩在得知繆婆婆的情況後，時常

主動探望，希望為她提供一些支援。在地區中有不少像繆婆

婆這樣需要幫助的「隱蔽長者」，他們「隱蔽」的原因多種

多樣，因此需要地區人士具備識別的意識和能力。多名有地

區和社工經驗的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的地區

治理架構為構建更完善的識別和支援「隱蔽長者」系統提供可能性，建議對地區人士

作好相關培訓，形成聯動支援機制，為「隱蔽長者」構建更安全的保護網。（見另

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建議培訓關愛隊 更準確識別「隱蔽長者」
專家專家
之言之言

「隱蔽長者」識別有方

◀繆婆婆一直盡心服
務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繆婆婆退休後繼續
做義工、做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繆婆婆舉起雙臂做手部運動，向丁江浩「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