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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朋輩支援網絡 不再孤立無援

照顧者朋輩大使曾先生的太太是一
名小學教師，太太對工作十分上

心，工作壓力很大，曾先生發覺太太
出現妄想和幻聽，但當時他不懂怎
樣處理。直至1997年某一天，他接
到通知，太太在學校企圖自殺，那
是太太第一次入院治療，並確診患
上思覺失調。
太太出院後，她的病情曾穩定約
六、七年，但重返職場令她病情反覆，
更數度需要再次入院治療。曾先生憶述
太太病發的情況時，不禁痛心落淚，
「她曾將家中超過一半的傢俬棄掉，我
自己感到崩潰，不知怎辦，加上她缺乏
病識感，自己會偷偷地減藥，令情緒非常波動」。
更令曾先生感到孤立無援的是，太太因妄想而要求他與家
人斷絕來往，「因為太太妄想我的家人逼害她，所以我連跟
家人食飯都要瞞着她。」面對太太發病時的無理和謾罵，曾
先生坦言，以前在死胡同跟她困獸鬥，曾經在半夜醒來，怕
弄醒枕邊人被對方責罵，「半夜三更在街上徘徊，不知該往
哪裏走，當時真的很無助，生怕自己也會需要入院，但若我
入院的話，誰來照顧太太？」
這段孤單的路，曾先生咬緊牙關走了逾二十個春與秋。直
到約八年前，他透過社署津助的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
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現稱「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敍暉匯──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及服務中心」），接觸
到照顧者朋輩支援服務。「不要緊，有事就跟我們說，我們
會支持你。」朋輩一句支持和鼓勵的說話，對他來說是最堅
強的後盾。「大家面對的情況可能不同，但有人聆聽和接受
你的說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和動力。」他續說：「社工
是一個人，會定期會面，朋輩是一個群體，一個支援網絡」。

學懂以同理心照顧患病太太
另一名照顧者朋輩大使吳先生，太太於2012年首次情緒病
發入院。當初他誤以為情緒病就如傷風感冒，吃藥便會康

復，忽視了情緒支持。2016 年太太情緒病復
發，翌年再度入院，當時他不僅要照顧太
太，還要照顧兩個在學的女兒，倍感吃
力。
有一次到醫院探望太太時，吳先生
留意到情緒病課程的宣傳海報，踏
出了求助和改變的第一步。課程不
但改變了他照顧太太的方式，也改
善了與女兒的溝通。「課程讓我明
白，太太需要被理解和包容，她也不想
生病，讓我明白要以同理心對待」。女兒對媽
媽的病況感到困惑，吳先生坦言起初不想正面面
對，只會以家長語氣跟女兒說「媽媽有病」，沒
有詳細解釋。課程讓他學會坦誠溝通是關鍵，也
學會放慢節奏，耐心聆聽女兒的想法。
太太病情穩定後，吳先生希望以同路人身份幫助其他家

屬，積極參與中心的照顧者朋輩大使計劃，透過分享自身經
歷支持其他照顧者，帶出正面訊息。「中心給我安全感，是
我的心靈綠洲。雖然家中有時有煩惱的事要處理，但來到中
心心情就能放鬆。」他希望其他照顧者也「感受到中心是安
全的地方，可以暢所欲言。」

朋輩大使課程 由受助變助人
同為精神復元人士的照顧者，曾先生和吳先生不約而同認

為，朋輩支持對照顧者十分重要。在中心社工邀請下，他們
於2018年參加了為期七個月的照顧者朋輩大使培訓課程，內
容涵蓋個人成長、經驗分享和輔導技巧。
曾先生表示，朋輩之間的經驗分享和鼓勵，是照顧者

堅持下去的動力。「當照顧者感到前路茫茫、不知道
怎樣堅持下去時，朋輩從旁一句支持和鼓勵的話，
就足以讓他們繼續前行。」吳先生則透過參與電
話關懷及公眾教育活動，將精神健康訊息帶到
社區。「當有人回應『你的一句話讓我決定再
試一次』，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中心主
任李芷萾補充，中心自2015年起提供照顧者
朋輩支援服務，幫助照顧者從受助者成為
助人者，提升抗逆力、韌性和心理健康。

由社署津助的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
服務中心（現稱「浸信會愛
羣社會服務處敍暉匯──精
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及
服務中心」），自1994年
起致力為精神復元人士照
顧者提供專業服務。中心主
任李芷萾指出，精神復元人士
家屬面對溝通困難、衝突和危機
處理、社會標籤、照顧壓力及對
病症和社會資源認識不足等問
題，中心希望透過多層面服務，
為他們提供針對性支援。
精神復元人士家屬支援服務涵蓋個案工作、公眾教
育、互助小組和班組活動四個層面。個案工作是第一
層和最重要的層面，因為溝通問題和衝突處理是家屬
最常面對的挑戰，個案工作針對每個家庭的獨特情
況，深入討論心理、醫療和溝通需要，亦涉及自殺、
暴力和精神紊亂等危機處理。
李芷萾指出，「雖然社會對於精神健康的禁忌和污
名化有所減少，但家屬仍常感到掙扎和孤單，想訴苦
的時候可以找誰？」社會標籤和污名化會導致家屬出
現社交孤立，中心希望透過公眾教育減少污名，互助
小組則協助家屬建立同路人網絡，提供情緒支援和經
驗交流。
班組活動則針對思覺失調、抑鬱症、躁鬱症和強迫
症四大病類，提供有關病症和資源認識的實務課程，
協助家屬減少誤解和壓力。

近年社會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不斷提升近年社會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不斷提升，，除了關心精神復元人士的需要外除了關心精神復元人士的需要外，，他們的照顧者同樣需要支援他們的照顧者同樣需要支援。。
為了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服務為了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服務，，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署社署））津助非政府機構設立家長╱親屬資源中心津助非政府機構設立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專門服務精專門服務精
神復元人士照顧者神復元人士照顧者。。除了現時位於九龍東的中心外除了現時位於九龍東的中心外，，四間新中心將會在本月陸續投入服務四間新中心將會在本月陸續投入服務，，方便照顧者獲得方便照顧者獲得
適切支援適切支援。。除了專業服務外除了專業服務外，，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和同行支持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和同行支持，，亦成為照顧者跨越困難的重要動力亦成為照顧者跨越困難的重要動力。。

社署津助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中心社署津助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中心
過來人同行助照顧者越過幽谷過來人同行助照顧者越過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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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朋輩大使曾先照顧者朋輩大使曾先
生表示生表示，，朋輩之間的經朋輩之間的經
驗分享和鼓勵對照顧者驗分享和鼓勵對照顧者
來說是很大的支持來說是很大的支持。。

●●照顧者朋輩大使照顧者朋輩大使
吳先生認為吳先生認為，，為其為其
他照顧者提供心靈他照顧者提供心靈
支持支持，，是十分有意是十分有意
義的事情義的事情。。

●●社工李芷萾期社工李芷萾期
望望，，透過公眾教透過公眾教
育減少社會對精育減少社會對精
神病的污名化神病的污名化。。

專為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設立的家長╱親屬資源中
心，提供包括輔導、治療小組、壓力紓緩支援小組社區教
育等多元服務。除九龍東的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康
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現稱「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敍
暉匯──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及服務中心」）外，行政長
官在《2023年施政報告》宣布，社署會在今年增設四間專為精神
復元人士照顧者而設的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四間接受社署津助的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包括：聖雅各福群會服務港島區（包括東區、灣
仔區、中西區、南區及離島區），東華三院服務九龍西（包括九龍城
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葵青區及荃灣區），而新生精神康復會和香港
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會分別於新界東（包括沙田區、大埔區及北區）
和新界西（包括元朗區及屯門區）提供服務。四間新中心將於本月陸續投入
服務，讓照顧者獲得所需支援。

四間全新
精神復元人士照顧者資源中心

本月陸續投入服務

中大團隊日內瓦發明展穿金戴銅
無電池無線鍵盤已申國際專利 智能鞋墊方便長期監測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卓敏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教授廖維新與博士李鑫率領的研

究團隊，成功研發出無電池無線鍵盤

及無電池智能鞋墊，前者與市面常見

的太陽能或射頻鍵盤相比，穩定性、

維護成本及環保效益方面更具優勢，

目前已申請國際專利；後者無須外接

電源已可實時監測不同的步行參數，

方便進行長期健康監測。該兩項創新

技術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嶄新解決方

案，並於第五十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上分別榮獲評審團嘉許金獎及銅獎，

展現香港科研實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宣
布，與東華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將聚焦五大重點
範疇：為雙方學生提供學習與臨床實習輪換機會；
開發融合人工智能（AI）等前沿科技的跨專業創新課
程，培育面向未來的醫療人才；推動前沿領域的跨
學科研究；推廣社區服務發展；共建卓越中心，促
進醫療教育、研究轉化及臨床護理方面的突破。
科大校長葉玉如表示，未來的醫療發展有賴不

同醫療專業人員的共同協作，當醫生、護士、藥
劑師、物理治療師和相關領域的人員聯動起來，
便能構建高效和以病人為中心的系統。科大重視
前沿研究與成果轉化，為應對人口老化和慢性疾
病等社會挑戰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案；該校把人工
智能診斷、智能康復和數據分析融入培訓，培育
能應對現代醫學複雜性的新一代醫療人才，為香
港及其他地區的跨專業教育樹立典範。
東華學院校長陳慧慈認為，就該校而言，是次

合作關係不僅為學生開拓更多學習和參與前沿科
研的機會，以裝備他們成為全面的醫療專業人

才，還促進其教職員與科大同儕之間的交流，分
享知識，一起應對醫療界的重大挑戰，攜手改善
社會大眾的健康。
她又提到，該校正銳意發展成私立大學和應用科
學大學，今次與科大簽訂協議，彰顯了院校合作的
多元模式和深遠影響，匯聚了傳統研究型大學和應
用科學大學的優勢，推進學術發展，共創新里程。

科大夥東華學院共推跨科醫健研究

●葉玉如（左三）獲陳慧慈（右三）致贈「因材施
教、點石成金」書法卷軸，象徵兩校致力培育卓
越人才應對社會挑戰的理念。 科大圖片

中大團隊研發的無電池無線鍵盤採用創新的
「動能—電能」轉換技術，通過整合能量

採集裝置與超低功耗無線設計，使用者每次按鍵
均可產生至少45微瓦電力，直接驅動鍵盤運作
與信號傳輸。
廖維新介紹，該鍵盤在400次實際測試中，

保持 100%的交互成功率，通信距離超過 16
米，延遲時間穩定控制在15毫秒以內。此外，
該鍵盤的能量收集系統不受使用者按壓力道影
響。

無須外接電源 可測步頻步態
無電池智能鞋墊則突破性地將能量收集與運動
感測功能集成於單一壓電元件。團隊採用3D掃
描技術精準定位元件位置，確保使用者在行走時
能有效產生動能，無須外接電源即可實時監測步
頻、步長、步態對稱性等關鍵參數。廖維新介
紹，其高效的電路設計，實現了400%的機電能
量轉換效率，能耗較現有技術降低90%，解決傳
統傳感器需頻繁更換電池的痛點，為長期健康監
測、早期疾病篩查、運動表現分析及跌倒風險評
估等開拓新途徑。
李鑫舉例，柏金遜症病人在病發前會有明顯
的步態數據變化，不過，傳統檢測需依賴醫院
的專用設備，且數據量有限，而智能鞋墊可實

現居家長期實時監測，使用者的步態數據會自
動傳輸至雲端進行分析，為病情監控與預防提
供更充分的數據支撐。
他去年曾因跌倒而左腳骨折，便是利用原型鞋

墊監測康復進度，「我問醫生怎樣才知道自己的
步態是否完全恢復，醫生坦言目前沒有方法，只
能依靠專門設備測量。我便利用鞋墊收集步態數
據，幫助判斷恢復情況。」

智能鞋墊核心電路成本約2毫
由於智能鞋墊的核心電路成本僅約2毫，整體

實驗室製造成本約5元，而無電池無線鍵盤因結
構簡單、材料主要為銅線與磁鐵，不含稀有金
屬，量產後成本有望進一步降低，估計市場定價
將非常親民。
廖維新表示，兩項產品都屬於常見的日用產
品，對未來市場規模感到樂觀，團隊將繼續優化
技術並探索更多應用範疇，期望未來能完成市場
化，推動環保電子設備的普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年度共有19,489名
兒童參加小一統一派位，約八成人獲派首三志願學
校，按年下跌4個百分點；連同自行分配學位獲派首
三個志願的學童計算，整體滿意率為九成，較去年
跌2.2個百分點。派位結果昨日揭盅，不少失望的家
長昨日一早即到心儀學校「叩門」，部分坦言會同
時申請幾所小學，以策萬全。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校長陳淑儀表示，全球
經濟前景不明，部分家長原擬安排子女入讀學費高昂
的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也可能改變主意，轉投質素
好的官津學校，以節省學費開支。另一方面，全港官
津小學都減少了一個叩門位，故叩門難度或會有所提
高，而一些內地的高才、優才家長因趕不及統一派
位，亦可能會在6月這段時間來找學校。
據了解，該校新學年會開辦5班小一，加上留班、

轉校候補學位，今年約有十多個叩門位，若按去年
情況推算，約有3%叩門申請會成功。
至於油蔴地天主教小學，5班小一連同候補位等預

計有8個至9個叩門位，去年收到超過200份叩門申

請表。

校長料「叩門」競爭無減少
該校校長余佩琴表示，雖然適齡學童人口減少，

但家長選校取態十分進取，故要爭取入讀心儀學校
的競爭並沒有減少。
昨日前往心水學校碰運氣的家長鄭小姐直言，已

準備好孩子的履歷及興趣班證書等，目標有幾間學
校，而其心目中的首選小學離家較近，且教學水平
很好，故前來爭取機會。另一名家長梁小姐指，面
對小一放榜心情有點緊張，選校表第一志願落空
了，故前來「叩門」，希望讓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
境，她覺得今年競爭會很激烈。
另一名梁姓家長指，月花三四千元替兒子報讀面

試班、中英數學補習班等以提升競爭力，但兒子被
派第五志願，她並不滿意，故會到六七間小學叩
門，並已作好準備。有家長更為孩子報考了8間直資
學校，雖然已獲個別學校取錄，但會再叩約10間學
校，從中選取心中「最愛」。

小一統一派位近八成獲首三志願

●廖維新（左）與李鑫（右）帶領的中大研究團隊，成功研發無電
池無線鍵盤，以及具備步態監測功能的無電池智能鞋墊。

香港文匯報記者陸雅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