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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媽媽宋羅孟君：
開餐廳助力特殊人士重新啟航

在長沙灣工業區的一

隅，有一家特別的茶餐廳，它不僅提

供地道的港式美食，還特別聘用了多位在智

力或學習上有障礙的員工。多年來，「喜樂

餐飲．教室」為他們營造了一個能夠自力更

生的環境，令他們能夠獲得工作機會與職業

培訓，並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喜

樂」不僅是餐廳，也是教室，而打造這一溫

馨空間、悉心培養他們的宋羅孟君，最初的

願望是為自己的女兒點亮一盞燈。 文：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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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天下午，記者走進長沙灣工業區的
「喜樂餐飲．教室」。大家都稱「宋

太」的店主宋羅孟君，熱情地喚員工來招待
記者入座。員工先是將兩個空杯放在桌
上，稍後似乎意識到什麼，又將杯子拿回
水吧準備飲品。
「水吧的工作確實複雜，飲品種類千
變萬化，他們有時會忘記工序。」宋太
笑着在記者對面落座，開始講述她與這
些特殊員工的故事。

發現女兒能力有限
故事要從一個特殊的孩子講起。1987

年，宋太的女兒宋萃媛呱呱落地。然
而，不幸的是，丈夫在女兒半歲時因肝
癌去世，宋太獨自撫養女兒長大。隨着女
兒的成長，宋太注意到她能力的發育似乎
比同齡孩子慢一些，到了十多歲，女兒被診
斷出患有輕度智力障礙和自閉症。
智力障礙的孩子通常會進入特殊

學校學習，除了常規課程，學校
還會培養他們的技能，幫助他

們獲得實用的能力，為將來的
社會生活打下基礎。2009年，宋

萃媛完成了特殊學校的學業，但卻
找不到工作，在家待業了兩年。「她才
二十歲，難道一輩子就這樣下去？」
宋太不願看到女兒的年華虛度，於是
賣了樓，開起茶餐廳，教女兒出餐、
清潔、接待、洗碗等技能，讓女兒的
生活充實和忙碌起來，也為其他特殊需
要的孩子提供一條出路。
但理想與現實往往難以兩全，宋太的探

索之路，也坎坷重重。「那時店面好小，我
對商業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怎麼去經營，就不
停地虧本。」2011年，餐廳在土瓜灣開業，最初
聘請了一些普通員工來管理廚房，但他們缺乏包容和
耐心，甚至將虧損歸咎於其他智力或學習上有障礙的員工。於
是，宋太果斷辭退了這些員工，親自負責後廚，並把餐廳搬到長沙
灣，希望能夠重新開始。宋太每天都會在清晨七點前到店準備早

餐，並在夜晚收工後去市場買菜，因為晚上的菜價更便宜，她用這
種樸素的方式節省任何一點成本。
然而，生意依然沒有起色，到了2016年，宋太不得不將店面轉

讓。餐廳兩度被迫結業，宋太也曾感到沮喪和氣餒，但看到一班特
殊員工積極地對待來之不易的工作，她重新找到了動力。「如果我
放棄了，他們怎麼辦呢？我告訴自己，要堅持，否則他們沒有工
作。」
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2017年，宋太成功申請到社會
福利署的資助，將餐廳轉型為社會企業，她的故事也被媒體發掘，
餐廳逐漸在社區內建立了良好的口碑。「現在我們中午的座位總是
會坐滿，客人不僅僅是出於愛心，也是因為認可我們的產品。」談
及今天的成功，宋太的眼中閃爍着自豪的光芒。

見證員工巨大進步
宋太開設「喜樂」的初衷不僅是為了女兒，也是為了給像女兒一

樣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們一份工作。如今，餐廳除了已僱傭的特殊員
工外，還會接受特殊學校的孩子們來實習。
「這些孩子都是我自己去教，有時可能需要重複教一次、兩次、
十次。」宋太溫柔地解釋，特殊員工的學習速度通常較慢，教授

技能需要耐心，「雖然他們沒有普通人那麼厲害，但
他們有着渴望好好生活的心，我可以看到他們好
努力地去工作。而且，教他們這些餐廳工作
的技能，比如煮東西吃啊，清潔啊，都可
以用於生活中照顧他們自己。」
談及員工的成長，宋太首先想到的是
老員工「大師兄」，他自2011年餐廳
開業之初便加入了這個大家庭。起
初，有着輕度至中度智力障礙和語言
障礙的他，連基本的進食都需要母親
餵食，更無法表達自己的需求。在
「喜樂」，宋太手把手地教「大師兄」
掌握各種餐廳工作技能，還有許多簡單
的菜式。如今，他不僅能夠生活自理，
甚至還能照顧因病而需要坐輪椅的父親。
「他每天都會在群組裏分享煮出來的菜，

很厲害！」宋太拿出手機，向記者展示員工群組
裏的聊天記錄，「你看，這是他做的蒸水蛋，煎魚

餅，他做的菜越來越多……
「現在，他身體不適或者需要去社會福利署時，都會主動向我請

假。你能想像嗎？他以前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清楚呀。」宋太感慨
地說。如今，「大師兄」不僅能夠獨立與社會溝
通，還能處理包括銀行事務在內的許多日常事
務。「慢慢的，他們不僅可以工作，還可以解決
家裏的問題。」宋太的語氣充滿了驕傲和欣慰。
宋太希望通過「喜樂」鋪出的道路，讓社會能
包容和接納這些孩子，她的願望得到了回應。
「我們在這個社區十年了，很多老顧客也陪了我
們十年。有些顧客旅遊回來會帶小禮物給他們，
夏天的時候，也會買雪糕給他們，他們都好開
心。」來到「喜樂」的顧客大多體諒特殊員工的
能力有限，已經十分盡力，即使員工出錯，顧客
也十分包容。「其實我們已經非常幸運。」餐廳
一路走來有許多善良勤懇的同路人作伴，對於
「喜樂」的今天，宋太常常心懷感激。

●「大師兄」正在收拾餐具。

經營社會企業確實不易。「請一些比較弱勢的人士，要用更多的精神和時
間去培訓他們。」宋太坦言，儘管社會企業的出發點是善心，但成本問題不
容忽視，要生存就必須盈利。「我們都算是很幸運，可以繼續。」
「很多社會企業會選擇做咖啡、做麵包，因為操作相對簡單，有智力或學
習障礙的人也可以參與去做。港式燒味、點心就複雜好多。」宋太解釋，選
擇開茶餐廳，是希望員工們能夠更多地與社會接觸，「我們選擇做點心，他
們在後廚能參與的部分就很少。但是這樣，他們就能在前台工作，嘗試接觸
更多人，對他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除了提供工作機會，「喜樂」教給這
些孩子們的，還有融入社會的經驗。
宋太介紹，大約今年九月或十月會開設新店，可以聘用多一些有特殊需要

的孩子，也照顧到更多需要用餐的街坊。「這附近的長者比較中意中式的食
物，我們的出品得到大家認可，用餐時間經常沒有空位，新店開業後，大家
就不必排隊了。」
「新餐廳已經招到工了，預計會請六至七個有智力或學習障礙的孩子。新
店就在附近，我可以兩邊都兼顧到。」展望未來，宋太希望將喜樂傳遞給每
一位同路人。

記者下午三時到達餐廳時，發現許多老人正坐在椅子上
等待，原來今天是「喜樂」為長者提供免費飯盒的日子。
獲得捐助後，宋太便開始以這種方式回饋社區，自2018
年始，至今已堅持六年。
餐廳沒有固定的資助來源，派飯的費用大多依賴餐廳收
入，有時還需要貼錢。「餐廳的收入都沒有固定的數字，
但我們不能只在賺錢時才派飯，不賺錢時就不派。」在長
沙灣經營多年的宋太，與許多長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目
前，有300多名長者登記領取免費飯盒，宋太熟悉他們中
的大多數人。如果他們沒有按時來取餐，宋太會主動打電
話詢問是否需要幫助，或者是否需要送餐上門。
「香港今天的繁榮，是許多老一輩的香港人貢獻出來

的，現在他們年事已高，生活可能遇到困難，所以我想通
過這種方式回饋他們。」
在餐廳內，幾名來自特殊學校的實習員工正忙碌地準備
着免費飯盒，他們盛飯、打包，做得有條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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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羅孟君希望「喜樂」不僅可以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提
供工作機會，更可以傳授給他們融入社會
的經驗。圖為宋羅孟君（左一）與員
工「大師兄」、員工鎧晴。

愛 在 喜 樂 心 燈 不 滅

●為了節省人工，餐廳許多工作宋羅孟君
都親力親為。圖為她在水吧出餐。

●中秋前夕，宋羅孟君帶着宋萃媛與「大師兄」上街派月餅和飲料給
清潔工。圖為宋萃媛與「大師兄」。

●●宋羅孟君與宋羅孟君與
女兒宋萃媛女兒宋萃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