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趙凱渝辦公室書架顯眼
的位置洋溢着同事情誼。她
把同事寫給她的心意卡擺
上，她說，部門同事間已形
成一種「包容、尊重、不斤
斤計較」的氛圍，而各同事
經常會說的一句話就是：
「辛苦了！」她希望大家都
感受到：同事間的彼此欣
賞，「做了事，無論是成功
還 是 不 成 功 ， 都 是 辛 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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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聚焦「扎實為民做實事」
民政署長總結去年工作：新思維建新制度尋新方法

從做好疫後工作到落實地區活動，從日常民生服務到應

對極端天氣，從成立關愛隊到重塑區議會……香港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

訪時，用「創」字形容過去一年的這些工作，意指大家用創新思維打造新制度、尋找

新方法。團隊在工作中用「走快一步、走前一步」的新思維，在應對極端天氣等不同

事件中，主動把服務送到有需要市民身邊，誠心的服務亦換來市民暖心

的問候。龍年將至，她希望總署新一年能做到「實」，要扎實用好新制

度、為民做實事，更好地踐行「民政幫到你」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康敬

本本報報專訪專訪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希望，新一年能做到「實」，要扎實用好新
制度、為民做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回望過去一年，香港走出疫情、積極投身疫
後重建，民政事務總署的工作集結了這段

經歷的關鍵「剪影」。去年年頭兩地逐步恢復
正常通關，民政總署幫助市民處理「健康申明
卡」，協助市民做檢測；香港回歸紀念日、國
慶節、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訪港、「開心
香港」、「日夜都繽紛」等豐富多樣的活動
中，亦有民政總署的功勞。
在張趙凱渝看來，過去一年最大的重頭戲一
個是建立400多支關愛隊，一個是重塑區議會，
這些舉措為地區治理揭開新篇章。她用「創」
字形容過去一年，認為「創」有「新」的意
思，「我們去年就做了很多創新的東西，也有
進步的思維。」
她分享了一則去年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故
事，這則故事則正正展現了團隊「走快一步、
走前一步」的新思維。

為院舍長者排憂解難
她憶述，去年9月初，香港10天內遭遇兩次

極端天氣威脅。她當時與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副局長梁宏正一起到沙頭
角，了解兩間曾經在颱風天遭遇水浸的安老
院。到達後，他們了解到縱使當時北區民政事
務處已經一早在附近安排了臨時庇護中心，但
一些老人家依然不願意離開安老院。多年的工
作經驗，早就讓張趙凱渝養成將心比心、換位
思考的習慣，「只是講是沒用的，我要在對方
的位置考慮為什麼他不想去？有什
麼問題？我可不可以幫他解決
『驚』的問題。」
一行人先耐心向長者解釋安老院
水浸對他們生活的影響，長者也表
示感到害怕和麻煩，不過卻又擔
憂：「去了（庇護中心）又不知道
吃什麼，明天吃什麼？早餐吃什
麼？」
張趙凱渝說，大家捕捉到老人對
餐食的擔心，「所以當時大家想過
很多個方案，最終我們專員就找了
北區醫院做一些軟餐給他們吃，也
找了警察用警車送這些軟餐送去臨
時庇護中心給老人家吃，因為當時
其實已經什麼車都沒有了。」

她說，這樣的互相合作不只是政府部門與部
門之間，鄉事委員會、村民亦參與到了這些服
務工作中。而世紀暴雨時，民政總署與社會福
利署為庇護中心的二百多位市民準備三餐，也
是做到「很合拍、很快速」。

付出真心關懷 獲長者暖心回饋
政府團隊不分你我、發自真心的主動作為，

換來長者的暖心回饋。「第二天再去找他們
（安老院長者），還有幫他們過去院舍的時
候，他們都很多話題談的，會問我們『你們冷
不冷？你們吃飯了沒有？有沒有拿傘？你有沒
有穿雨靴？』」張趙凱渝說，長者的回應令到
團隊明白到：「其實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做法是
幫助他們，他們開心。這都是我們做的工夫想
得到的回應。」
過去一年這些令她印象深刻、體現今屆政府
工作新思維的經歷，讓張趙凱渝體會到，要主
動幫助市民走「最後一里路」，「不要怕走
『最後一里路』，不是就這樣開了庇護中心，
遇到困難的市民就會來的。我們真的要幫助他
們來，邀請他們來。」
新的一年，張趙凱渝希望總署的工作在
「創」的基礎上做到「實」，包括用好區議會
這個「創」出來的新制度，關愛隊亦要陸續做
更多探訪和活動，包括在日常家訪中，協助識
別獨老、雙老及照顧者轉介給有關單位等，為
市民提供愈來愈多的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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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總比困難多」是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趙凱渝的座右銘。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獨家專訪時，就分享了一則「關關難過關關
過」的故事。
超級颱風「蘇拉」過後，緊接着遇上超級

黑雨，當時石澳道沿路塌山泥及路陷，沒有
車可以過。張趙凱渝說，「石澳裏面有幾個
村，大浪灣村、石澳村等等，（居民）只能
靠石澳道這條路出來。」數以千計居民等待
救援，但「撤退又難、進去又難，物資進去
又難，與他們的通訊又難，搶修這條路都
難。」
她說，（南區民政）專員首先在第一晚就

開了一個跨部門的會議，包括路政署、土木
工程拓展署、運輸署等等，這樣是最快速令
大家知道，當下有什麼可以做得到、有什麼
困難。
首先是物資要進去，她分享說道：「還在
下大雨的時候，消防處跟我們一起，給了我
們消防船和橡皮艇，我們有專員和關愛隊帶
一些最緊急的物資坐着消防船，然後再接駁
橡皮艇，進去村裏，先給一些物資。」這樣
也能令居民安心，知道自己不是與世隔絕
的，有人在照顧他們、在想辦法。

「有困難，一起想辦法解決」
當時了解到石澳裏面的居民可能要（外
出）上班，或者想出去親戚朋友那裏住，
張趙凱渝坦言，「很難（大規模）撤退，
幾個的關愛隊成員可以搭橡皮艇，但我沒
可能讓裏面的朋友也這樣搭橡皮艇出
來。」於是又找了運輸署、消防處，在很
遠的另外一個碼頭，拖了一些水面浮橋過
來綁好，再用快艇接駁到消防船。最後用
這樣的方法來來回回帶了百多位有需要的
居民撤離石澳。
困難接踵而至，但張趙凱渝說：「有困

難，我們就一起去想，一步一步去解決。」
她舉例說，有些居民撤離後沒地方去，大家
又想辦法，就開了在東區的庇護中心，將居
民從北角碼頭再送去中心，並準備好床單、
被鋪、熱食等各樣生活必需品。
在極短的時間內，政府各部門協力完
成了許多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趙
凱渝直言，這是基於大家都把滿足「居
民需要」為基礎、基於各部門均希望幫
到市民。

站在市民角度 填表不過兩版
民政事務總署工作涉獵面廣，市民

的訴求亦各有不同，想要把工作做到

貼心、讓市民暖心並非易事。民政事

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有一個「設計表

格唔多過兩版紙」的思維秘訣，就是憑着這樣細節

處亦要換位思考的工作方法，克服了工作中的困

難，拉近了與市民的距離。

張趙凱渝加入政府近 40 年，曾在前公務員事務

科、前工商科、前政務總署、前貿易署、公務員事

務局、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民政事務局及教育局等

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她於2010年起，亦先後出

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商）、環境保護

署副署長、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房屋）/房屋

署副署長（策略）。

豐富的工作經驗留給張趙凱渝最大的體悟是要

「換位思考」。她憶述很多年前，在某個局負責一

個項目，做基金供人申請，當時項目運轉良好亦很

受歡迎，不過一位申請者向她反映項目相關的表格

或單張「講得很深奧，表格也有很多東西要填。他

就覺得不要這樣，簡單一點就好。」

「他想要什麼？我們可不可以做到？」
她說：「如果我可以早一點從他的角度去看，可

能我在設計這個項目的時候，有一些東西就會不同

了。某一些小的位置不同，可以令受惠者更加開

心，更加貼心。」

她後來在另外一個部門做另外一

些要申請錢的項目時，就會交代同

事，「市民要填表不可以填多過兩

版。」她說，大家用這個思維，其

實可以達到很好的工作結果，倘若

沒有這個思維，可能表格會設計很

多內容填寫，也會因此衍生很多需

要解釋的複雜內容。「做了這麼多

年，我經常都記住，每逢做一個政

策措施，每一個階段都要想一下，

『你的受眾，在他的角度，他想要

什麼，他不想要什麼，我們可不可

以做到呢？』」

家庭有溫暖 臉上常掛笑
帶領整個民政事務總署工作的張

趙凱渝曾試過因為應對突發工作

36 個小時沒闔眼，但在這樣高強

度的工作下，她仍保持着時下許多

人追求的「鬆弛感」，在許多場合看到她，總

是精神飽滿，臉上掛着笑容，或許溫暖的家庭

是她抱有這份鬆弛的秘訣。

家人在張趙凱渝心中佔據重要的位置，身為職

業女性，她在處理好自己工作的同時，一有時間

就會盡量陪家人。「我們一家人如果有時間，大

家都會這樣做。用這個方法去平衡工作和家庭，

家人不要生疏了，不要整個星期都看不到。」

親情亦需要精心呵護，張趙凱渝的家人之間就

很善於表達愛。她分享自己的甜蜜記憶：「例如

我先生，如果見到我晚上都在做事，他都會倒杯

暖水給我，或者給我一些水果吃；我出門上班的

時候，我奶奶又會說『小心點』、『睡夠了沒

有』；我的兒子不時都會鼓勵我、支持我，說

『辛苦嗎？』、『需要我幫你買什麼嗎？』」

過年會煮蘿蔔糕馬蹄糕
熱愛烹飪美食的張趙凱渝，近一兩年少有時間享

受煮餸時光。她驕傲地表示自己會煮許多菜，家人

都覺得好吃，農曆新年則會煮蘿蔔糕、馬蹄糕、年

糕等過年食品。龍年到，她希望今年可以有時間一

展身手，蒸蘿蔔糕，和家人共度開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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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人員於2023年9月9日協助石澳居民
撤離。 受訪者供圖

◆政府部門的表格往往詳盡得令人生畏。圖為關愛隊隊員協助年長居
民填寫表格。 資料圖片

掃碼睇片

◆北區民政處將入住臨時庇護中心的長者被鋪、醫療器材等生
活物資搬回護理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