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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的 話
林 津牧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經過三年多的新冠疫情，我們終於回復正常了。這段時間的經歷將

永遠難以磨滅，每一位街坊、服務使用者和服務處的同工都經歷了巨大的困難。然而，我們也

從中獲得了許多新的發現和學習，重新認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價值，並學會了如何應對突發事

件、合作和依靠上帝。

在此，我要先感謝服務處的總幹事和所有同工，在疫情期間展現的專業精神令我們欽佩不

已。他們不計較個人的付出，甚至毫不畏懼，這份精神值得我們深深感謝和讚揚。願上帝賜福

他們，報答他們的忠心。

同樣地，我也要感謝街坊和服務使用者，感謝你們的包容和體諒。在這段時間裡，你們給

予同工們極大的支持和鼓勵，一個笑容、一句多謝，甚至一張小小的謝卡，都對同工們有著不

可估量的意義。

最後，我想借新冠疫情向大家提出兩個呼籲：

首先，在疫情中，我們都需要盡力預防感染。預防勝於治療，我們知道這一點。受感染不

僅是自己受到影響，身邊的家人和朋友也會受到連累。同樣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健康狀

況、個人情緒和人際關係都需要我們保持關注和照顧。我鼓勵大家在未來多留意自己的狀態，

積極參與服務處舉辦的關顧身心靈的活動，相信這能幫助大家建立更美好的人生。

其次，在疫情中，萬一受到感染，我們需要盡快確認並接受治療。我們希望病情不會惡

化，並能早日康復。同樣地，如果大家遇到難以應對的問題，我鼓勵你們盡早與我們的社工聯

絡。他們樂於提供愛心和專業的意見，幫助大家增加信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力量，並且

有個人的成長和更新。

願上帝繼續引領我們，祝福大家生活愉快、身心康泰。



隨著取消疫苗通行證、限聚令等措施，持續三年的冠狀病毒疫情可謂暫時畫

上句號。疫情出現令香港經濟大受打擊，更為巿民的生活及精神健康帶來深遠的影

響，當中對基層家庭及長者的影響尤其嚴重。「疫後重建」工作是今年工作重中之

重，全力支援幼兒、小朋友及青少年重回實體校園生活，主動尋找長期待在家中的

長者，帶領他們重新進入社區，重回昔日的正常生活。對基層工友而言，協助他們

重返職場，與僱主的職位空缺作出配對，期望令社會回復過往的活力，重建社區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

機構透過「為學前單位提供社會工作服務先導計劃」(第一及第三期)為36間幼

稚園／幼兒園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疫情期間以至疫情後，持續支援及即時介入有需

要及處於危機的幼兒及其家庭，同時舉辦多個講座及工作坊，以藝術手法讓幼兒及

家長舒緩精神壓力；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服務亦聯手合作，舉辦多項活動緩解疫情

期間因親子衝突上升引起的家庭關係問題。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小學生及其家長是在疫情期間面對更大的挑戰，經過

三年疫情，不僅兒童在學習方面受到影響，父母在照顧子女及家庭上更倍感困難。

復康服務透過調節課程，協助兒童逐漸適應實體訓練的步伐，亦特別加強家長支援

工作，舒緩家長在疫後面對子女復課的適應、安排及管教的壓力。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青年人方面，復康服務連續第三年獲得領展「愛.滙聚計劃」資助推行「社區共融

築奇『職』」計劃，透過計劃招募對長者服務感興趣，願意投身與長者相關之工作

的SEN青年，為他們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學以致用，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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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基層家庭及長者，他們在疫情下都面對經濟困難、身體及精神健康問題，

以及照顧壓力等，在騰訊基金會透過公益金資助的「保持連結—疫情下身心靈支援

計劃」下，基層家庭支援服務隊透過個案形式，評估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及家庭關

係，提供個案輔導、遊戲治療及表達藝術治療等服務。此外，關懷長者中心透過傅德

蔭基金資助的「『疫』旅同行-支援社區獨居及雙老計劃」，對居於社區的獨老及雙

老長者，由跨專業團隊評估身體狀況，設計合適的活動，提升疫情期間長期留在家中

長者的身體機能，引領他們重投社區活動，回復正常生活。此外，疫情令生活模式網

上化，對於長者而言科技應用實是一大挑戰，藍田樂齡鄰舍中心透過智能科技應用小

組，鼓勵長者學習新科技應用知識，與親友保持連繫，同時學習使用多項公共電子服

務，努力減少長者與現時社會的數碼鴻溝。

疫情緩和，經濟活動漸漸重新活躍起來，但整體經濟環境仍未回復到疫情前，

基層家庭的生活未有太大改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所服務的家庭個案

及派發餐次仍然處於高水平。入息改善服務隊繼續組織基層婦女成立社區生產隊，讓

她們透過自家製產品，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及墟市發揮自己的才能，同時賺取收入改善

生活。

家庭照顧者的身心健康及支援是近年的關注焦點，機構屬下部門透過課餘託管

計劃、支援照顧者服務，以及由周大福慈善基金資助開展的「社區歇腳點」劏房照顧

者社區支援計劃，為照顧者提供託兒、長者暫託、照顧者支援等服務，期望令照顧者

能有更多喘息及減壓的空間。

機構在疫情及疫後，不斷透過靈活及機動方法，突破限制支援社區，這是上帝

給我們的使命，亦是社會服務工作應有的本位及態度，這些日子實需感謝我們一班優

秀同工的專業態度及拼博精神，堅守崗位全力投入救災工作；亦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

堂會及教友、捐獻者、合作夥伴及義工。面對未來，在支援基層家庭、青少年的精神

健康、長者生活及照顧需要、支援照顧者等方面仍有龐大的需要，願您繼續成為我們

的同行者，一起服侍社區上的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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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以基督的愛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服務；透過社會關懷、服務及行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工

程，作光作鹽，見證基督，並與牧區內各堂會及教育單位連結，發揮志願精神及推動社會服務，作

合一的見證。

宗旨
1.	本着信仰的教誨，服務社區，將基督的愛散播人間，見證上主的臨在；

2.	以人為本，為個人及家庭提供全人照顧服務，使其獲得健康及整全的成長與發展；

3.	以社區為本，完善社區生活環境，扶持弱勢社群，促進社群間之融和，共建友愛睦鄰的社區；

4.	本着專業精神，揉合各種專業知識和技巧，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及多元化服務；

5.	以行動參與社會改革，積極回應社會政策和制度的釐定和建立，凝聚和平力量，締造公義仁愛的	

	 社會。

源起及發展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湧入香港，人口激增，政府决定開發觀塘為衛星城市。

中華基督教循道會為此於觀塘先後開辦幼稚園及小學，又透過開設診所及派發罐頭、奶粉和日常用

品，向貧窮居民提供實質幫助。教會亦不時舉辦關懷探訪，以及各種青少年及婦女活動，服務居

民。教會其後於1963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循道公會觀塘堂，並租用了牛頭角道309號立成大廈四樓C

座作會址及開辦青年服務中心之用，這可說是機構的雛型。

有鑑當時觀塘區發展迅速及對社會服務的需求殷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遂答允籌募三十萬元予

香港房屋協會作牛頭角花園大廈的興建費用，而香港房屋協會則撥出百靈樓地下予本會作為提供社

會福利及宗教活動用途，「觀塘循道服務中心」正式成立，並於1995年易名為「循道衛理觀塘社會

服務處」。

機構成立之初，全靠賴教會的資助，以及教友的熱心支持，得以發展及提供多元化的家庭、兒

童及青少年活動，以及勞工服務，以回應社區的需要，同時為今天的工作奠下穩固的根基。機構早

於1982年獲社會福利署津助開辦「家庭生活教育組」。因應家庭問題日趨嚴峻，機構透過申請基金

的資助開辦多項服務計劃，以作支援，包括開辦「離開抑鬱--同譜家庭協奏曲」，旨在照顧區內受情

緒病困擾的父母及其年幼子女。此外，機構透過公益金及其他的資助開辦「陽光幼苗-學前社會工作

服務」，旨在及早預防家庭問題的出現，協助年輕父母處理管教、親子及夫婦關係等問題。經多年

的努力，其重要性最終為政府所肯定，機構分別於2019年2月及2020年8月成功投得社會福利署推出

「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及三階段）」的服務合約，於32間學前單位提供社會工

作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幼兒作出適切支援。

機構又分別於1983年及1993年獲社會福利署津助於牛頭角及藍田開辦兩所青少年中心。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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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2年合併及轉型為「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同年，因應教育局於小學推行「全方位學

生輔導服務」，機構至今亦參與在此項工作之中，並藉此認識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的

困境，因而先後發展學校為本的中小幼融合教育服務。及後，更於2011年開辦創新的「樂學評估及

訓練中心」，並連結不同的基金及商界資助，逐步為2-25歲SEN兒童及青少年開拓社區為本的支援

服務，包括專業評估及訓練、托管服務及生涯規劃、個案輔導及家長教育。2014年，中心成為社會

福利署常規資助的「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項目的認可機構，為

SEN幼兒提供適切的訓練；2019年10月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及資助成為其中一間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OPRS)的營辦機構，在九龍灣德福大廈開設「樂學幼苗中心」，為8間幼稚園100名幼兒、家長及

教職員提供支援服務。2021年3月，獲食物及衞生局資助推行為期兩年之「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並

於3月29日正式投入服務，服務中心設於九龍灣其士商業中心709室。

面對觀塘區的經濟轉型，機構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於2007合作開辦“Methodist	 City	

Space”，以關注及支援區內數十萬流動在職人口的需要。由於社會環境轉變，青年人普遍較以往

「遲熟」，在人生方向、生涯規劃、理財能力、婚姻戀愛等往往出現困難，加上社會運動及疫情危

機下，初職青年人的精神健康每況月下。此外，青少年失業問題嚴重，20至29歲群組的失業率達到

12.1%，屢創新高。為協助25-35歲初職青年人，機構於Methodist	City	Space開展「職場新里程」服

務發展計劃，透過生涯規劃培訓、表達藝術等活動，支援在職青年人士精神健康，提升其對精神健

康問題的洞察力。

機構於1997年開辦藍田樂齡長者中心，並於2014年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以支援區內有需要人

士，包括體弱、隱蔽的長者，以及護老者，並改名為「藍田樂齡鄰舍中心」。此外，有鑑於觀塘區

內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相關的支援及配套服務卻極之不足，機構遂於2008年於牛頭角玉蓮台開辦非

政府資助的「關懷長者中心」，因應長者的需要推行多元化社區服務，當中，包括推行長者生死教

育--「生前顧後計劃」，以及倡議長者權益工作。2021年3月獲公益金撥款資助翻新工程，為長者提

供更佳的服務環境，工程於8月2日完結並重新投入服務。

機構與觀塘區的弱勢社群同行，透過公益金資助的「基層在職人士服務」關注勞工權益。自

2005起，透過開辦社區食物銀行服務，全面關注觀塘區的貧窮問題，並且由2009至今，承辦社會福

利署資助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計劃；更於2006年開辦神愛關懷中心，一所以地區為本的扶

貧中心。2007年，機構進一步將2001年開辦的「新來港人士服務站」轉型為「基層家庭服務支援

站」，以社區服務支援新移民、低收入人士、單親及綜援家庭。此外，更因應香港的房屋問題，機

構積極參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倡議工作，以及開辦社會房屋計劃等，支援居住於觀塘區劏房及惡

劣居所的居民。此外，香港房屋協會於2018年宣佈重建花園大厦二期，機構隨即成立服務隊關注重

建工作，一方面支援受影響的居民，同時進行花園大廈地區保育工作，使重要的地區元素於重建後

得以保留。為令服務推行更具方向，2021年重組社區服務，重組後成立「入息改善服務隊」、「社

會保障服務隊」、「房屋關注服務隊」，以及「基層家庭服務隊」，與區內弱勢社群建立密切關

係，共同建立關愛守望及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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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林			津牧師	 	

司庫：	 容浩翔先生	 	

書記：	 林豐禮先生	 	

董事：	 張綺美女士	 趙秀娟牧師	 周靄雲女士

	 朱麗英女士	 鍾啟棠先生	 何漢賢先生

	 何錦昌先生	 侯詩雅女士	 鄺月梅女士

	 林家強先生	 李嘉蓮女士	 吳梓毅先生

	 彭學高先生	 蕭惠清女士	 潘桂好女士

	 潘國銘先生	 鄧清麟先生	 張苑心牧師

	 王澤堂牧師	 	

執行委員會：	林			津牧師	 林豐禮先生	 容浩翔先生

	 張綺美女士	 潘國銘先生	 朱麗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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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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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1/3/2023)

服務處主任

林  津 牧師

總幹事

蔣志恒先生

助理總幹事

陳韻玲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服務督導主任

陳   盈女士
黎藹慈女士*
林瑞馨女士
鄧寳山先生
曾憲輝先生

助理服務督導主任

葉霈芝女士

服務隊督導主任

關永成先生

服務/項目統籌主任

陳嘉禾女士
陳素心女士
鄭伊莉女士
周碧霞女士*
何汝瑛女士
李靄慈女士
蕭韻潔女士
黃旭琳女士*
余凱雯女士

臨床心理學家

陳緻韻女士
袁約心女士

物理治療師

勞衍晴女士
黃雅麗女士*

言語治療師

陳頌怡女士
鄭穎琳女士
江文慧女士*
劉秀莊女士
梁軒瑛女士
梁葆寧女士
蔡瑋彬女士
黃慧雅女士

職業治療師

陳浩殷先生
鄭玉琼女士*
李旻芷女士
吳塵凡女士
嚴沛亭女士*
嚴沛盈女士*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

潘麗華女士

特殊幼兒工作員

鍾婉盈女士
廖愛南女士
佘玉娟女士
蕭健怡女士
黃翠棋女士
黃惠珊女士
楊芷君女士
葉綺華女士

輔導員/學生輔導員

陳蒨婷女士
張翠然女士
鍾匡蓓女士
李恩彤女士
彭玉津女士

資深護師/註冊護士

林倩凝女士
姚柳苑女士

註冊社工

陳樂敏女士
陳敏萍女士
陳  威先生
陳偉聰先生
陳偉玲女士
陳韻樂女士
陳潤萍女士
鄭曉華女士
鄭美珍女士
鄭貝瑩女士*
鄭穎彤女士
張曉欣女士
張國棟先生
張烙晞先生
張安芷女士
趙藝詩女士
趙善瑩女士
蔡萬鴻先生*
方沅彤女士
何珮珊女士*
何韻妍女士
許曉君女士
許加穎女士
洪俊毅先生
高洛斯女士
黎恩彤女士
林君怡女士
劉  冰女士
劉苑君女士
羅淑盈女士
李佩虹女士
李展鵬先生
李浩言先生
李凱瑩女士
李詩敏女士
廖惠姍女士
馬志濤先生
麥文慧女士
莫建成先生
吳世濠先生
潘楚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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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會計主任

李淑媚女士

行政主任

鄭淑萍女士

資訊科技主任

吳卓棋先生

資訊科技支援工作員

李家聲先生

行政/會計助理

張巧儀女士
柳玉嫻女士
黃錦萍女士
姚桂蓉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龔佩盈女士

助理文書主任

陳楚霞女士
李寶儀女士
黃靜宜女士

助理文員

陳錦瀅女士
朱麗群女士
林惠蘭女士*
劉展華女士
梁美宝女士
李焯敏女士
伍翠萍女士
杜慧妍女士
黃志芬女士

活動幹事/倉務員

陳光正先生
陳子健先生*
翟樂敏女士
張嘉汶女士
張柳儀女士
張心怡女士
周智豐先生
胡綺杏女士*
黃麗燕女士*
黃  林女士*

黃小惠女士*
許俊希先生
林靜儀女士
劉志成先生
劉覺尹先生
梁昊生先生
梁麗珊女士
梁文俊先生
梁百勤先生
廖惠嫻女士
馬嘉偉先生
白美恩女士
龐曉琳女士
沈家軒先生
石英傑先生
薛佩欣女士
蘇美琪女士
謝嘉鈺女士
謝慕津女士
王靜文女士*
王伶燕女士*
胡皓然先生
許麗珠女士
楊河豐先生
楊娌其女士*
楊美玲女士*
袁敬樂女士

活動助理

陳彥博先生
鄭舒文女士

司機

周偉庭先生

工友

陳  潔女士
鄭志英女士
郭豐美女士*
鄺宝梅女士
劉詠龍先生
廖莉苹女士*
穆懷津女士
黃  珍女士

潘綺心女士
薛嘉寶女士
鄧文康先生
温碧嘉女士
黃智傑先生
黃𧂮儀女士
黃鑑源先生
黃敏靈女士
黃美琦女士
王淑君女士
王詠如女士
黃榆婷女士
胡月麗女士*
殷淑儀女士
楊  靜女士
葉雅珊女士
姚冬梅女士
鍾澤樟先生

高級社區工作員

連瑋軒先生

社區工作員

唐尚文先生

幼兒工作員/教學助理

鄭可宜女士
杜嘉銘女士
韋靜瑜女士
黃巧慧女士*

個人照顧工作員

葉婉羚女士

就業服務幹事

黎明輝先生

特別行政主任

黃麗珍女士*

物流協調主任

蘇俊鋒先生

助理物流協調主任

張浩文先生

企業傳訊及發展經理

余嘉彥女士 * 部份時間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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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服務處自成立以來，一直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各項有益身心及有助成長的發展性活動，並分別於1983

及1993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於牛頭角及藍田成立兩所兒童及青少年中心。2002年，服務處將兩所中心的資

源合併及轉型成立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並於2010年正式遷入重建後的牛頭角上邨二期。中心的願

景是為青少年締造生命成長的空間，成為他們尋找及實踐夢想的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我們去年訂立的「重拾關係	•	同行連繫	•	創見空間」三年服務計劃，需要

延期至2021-22年度重新推行，繼續推動連繫青少年與社區，在區內散發關愛力量。本年度主要年標是與

青年人「同行連繫」及「創見空間」，成為兒童及青少年的同行者，與他們重建個人信心及盼望，並透

過不同活動重建他們與社區及社群的連繫，尋找屬於他們的空間。去年主要從「情緒支援」（Emotional	

Support）、「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及「潛能發展」（Strength	Development）等三方面支援本

區的兒童及青少年。

於過去三年疫情影響下，兒童及青少年都缺少參與社群活動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

從而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社交能力及個人成長。去年，我們透過中心及入校工作，舉行多類型的才藝活

動，例如音樂、舞蹈、話劇、魔術、武術和藝術創作等，讓才藝活動成為與青少年連繫的橋樑，吸引他們

走到中心及社區參與活動，重建與他人的連繫。此外，青少年透過探索新的技能，從而擴闊其眼界，探索

於生活中不同的可能性，重建對個人及社會的信心和盼望。我們亦緊密跟進部份有需要的年青人，適時提

供個人諮詢跟進，並按需要轉介合適的服務。年青人的意見及參與亦相當重要，去年邀請了青年人參與決

策及集體創作中心的環境佈置，讓中心成為他們展示夢想及才藝的地方，同時也讓社區人士看見青少年不

同面向，與青少年一同「創見空間」。

服務目標：
1)	提升青少年面對成長的困難和衝擊的能力；

2)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建立支持網絡，強化個人解決問題能力；	

3)	強化青少年人際能力、建立和諧家庭關係及發展生活技能；	

4)	強化青少年的公民意識，鼓勵他們關心及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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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情況有上升的趨勢，不少家長擔憂子女未能追回

疫情時的學業進度，與子女的關係鬧得緊張，情況令

人擔心。故此，中心為家長及親子舉行多項精神健康

活動，透過鼓勵家長關顧個人的精神健康，從而裝備

他們成為子女精神健康的同行者，並透過不同的親子

活動，建立正面的親子經歷及關係，為親子關係加入

正面原素。

2.	擁抱挑戰	自我成長

社會環境不斷轉變，而伴隨著兒童及青少年成

長的挑戰亦不斷變遷，因此作為兒童及青少年的同行

者，更需要與時並進及適時調節服務，與他們擁抱成

長中的挑戰，達致「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

的目標。中心於過去一年透過深化上年度的「個人突

破」、「生涯規劃」及「性教育」等三個層面提供重

點服務，協助他們擁抱成長中的挑戰。

「個人突破」系列的活動讓參加者多嘗試不同學

習經驗，如歷奇、野外求生和戶外活動等，從中反思

個人的限制及價值觀。今年疫情過去後，中心亦回復

舉辦不同的戶外體驗活動，如宿營活動、戶外體驗活

動等，鼓勵兒童及青少年走出家中，讓參加者在不同

環境中挑戰自我，從中學習面對失敗及成功，增加自

我效能感。此外，本年度中心的社關小組亦嘗試走進

社區，認識區內的劏房環境，擴闊個人生活視野，了

解於社會上不同的階層，從而對自我身處的環境有更

深的反思。

「性教育」的課題從來都是兒童及青少年成長

中不可或缺的部份。隨著現今兒童日漸早熟，中心於

本年度除一貫為中心及學校的青少年提供性教育服務

工作報告：
1.	精神健康		守護同行

根據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於2022年

11月發表「新冠疫情對兒童的身心健康影響研究報

告」，調查結果顯示在疫情期間，防疫措施對本地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與其同伴乃

至家庭關係皆造成負面影響，例如行為問題、專注力

不足情況等，研究部門認為情況令人關注，同時復課

後學童的適應情況及心理壓力亦需要留意。據前線同

工的觀察，不少兒童及青少年面對復課後的生活節奏

感到壓力及難以喘息，對生活及學習失去興趣，更甚

者會拒絕上學，選擇留在家中躺平，情況令人擔憂。

學習關顧個人的精神健康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和學習，

如能學懂覺察及表達個人的情緒，有助兒童及青少年

的身心發展及面對成長中不同的挑戰。

中心於過去一年重點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情

緒支援」（Emotional Support），以正向心理學為服

務設計框架，並透過音樂及藝術等媒介，讓他們能嘗

試使用不同形式來表達情緒，並於活動中建立正面的

情緒經歷及人際關係，從中提升他們對於生活盼望和

興趣，及學習覺察個人的情緒狀況。在中心層面中，

我們舉辦以精神健康為主題的音樂會及比賽，透過音

樂連結不同的青少年，於線上及線下抒發情緒，並於

其朋輩之間建立正面的關係傳遞正面的訊息。此外，

我們亦與青少年人走入不同學校及社區，以Busking

音樂作為與青少年連繫的橋樑，並從中傳遞正向的精

神健康資訊。而中心亦特別關注升中一及應考DSE的

學生，特別為他們設計不同的適應活動及支援小組，

以關顧其精神健康的需要。對於有特別需要的青少年

和家長，我們加強了諮詢及輔導服務，了解他們的需

要，協助他們重投疫後復常的生活。

當社會逐步回歸正常，我們則發現疫情後的親子

24品格昇球-跑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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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為中心的高小兒童提供性教育小組，以提升他

們的自我保護意識。疫情期間網上交友及戀愛的情況

越見普遍，然而青少年對於網上的自我保護意識則較

為低，容易墮入交友陷阱之中。故此，本年度的性教

育服務亦加入有關網上戀愛、交友及性別定型等元

素，以切合青少年的需要，並提升其自我保護意識。

中心除到區內學校提供性教育活動外，亦聯同青少年

於中心舉行性教育展覽及攤位，向社區傳遞相關資

訊。

「生涯規劃」是大部份學生及學校都關注的課

題，而隨著青少年人對職業的期望有所不同，中心本

年除貫徹以往的職場體驗及行業考察活動外，更新增

斜槓族職業分享，讓青少年能獲得更多不同的資訊，

為自己制定合適的生涯發展計劃。

兒童及青少年於成長路途中必然遇上各式各樣

的挑戰，如何突破和面對挑戰並沒有必然的法則，然

而中心相信每位兒童及青少年亦擁有其個人優勢和能

力，中心期望透過不同的介入方法，讓他們能發揮所

長，迎接成長中不同的挑戰。

３.	發揮潛能	建立自我

中心過去兩年致力與兒童及青少年共同開拓「潛

能發展」（Strength Development），並為他們提供探

索潛能的空間，讓不同能力的兒童及青少年可透過嘗

試及探索，找到自己的優點及接納自己的限制，建立

健康的自我形象。我們透過不同的新興運動，如躲避

盤、旋風球等運動，發揮他們的潛能及建立正面的自

我形象。此外，中心亦積極推動24品格的活動，透過

宿營活動、歷奇體驗、社區探索活動等，讓兒童建立

健康的品格及自我形象。

知音人木結他體驗班

童心市集--動動腦闆檔主

童心市集--檔主積極銷售貨品	

白沙澳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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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方面，中心亦為青少年提供不同體驗

活動的機會，如體驗圓圈畫、製作飾物、樹脂畫、吉

他及露營體驗等，讓他們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發揮所

長，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我們亦邀請青少年參與中

心的環境裝飾，由他們翻新設計電視櫃、為中心設計

大型海報等，讓青少年能夠發揮其潛能，並展示於中

心，為其潛能建立意義感。

中心於本年度獲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贊助興建

攀石牆，透過活動經歷挑戰，學習克服困難及團隊合

作，並將經驗擴展至生活及學習層面，建立積極的生

活態度。

薪火躲避盤與翱翔
躲避盤隊第2次交流

賽

性教育展覽活動

野外煮理人

歷奇探索館	--	攀石
體驗

總結
三年疫情過後，社會的環境不斷變遷，兒童及青

少年都正努力適應復常後的生活模式。然而，不論環境

如何轉變，我們相信上帝看待每位兒童及青少年都是獨

特和寶貴，因他們都擁有著個人的優勢和潛能。作為他

們成長的同行者，中心期盼能繼續實踐「重拾關係 • 

同行連繫 • 創見空間」的使命，將過去三年的服務計

劃連結及整合，讓兒童及青少年能持續與他人建立正面

的關係和支援網絡，讓陪伴與關愛成為他們成長中的養

份。我們亦會為青少年締造更多屬於他們的空間，讓他

們能透過中心實踐和表達其想法，再次感到被尊重，亦

知道生活可有多種選擇，重拾對於生活的盼望和信心。

我們期盼於不斷轉變中的社會，中心能成為兒童及青少

年的同行者，與他們一同帶著盼望，尋覓屬於他們的夢

想和人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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棪熙在幼稚園時期就開始參加觀循牛綜中心的各項興趣班和活動，例如畫畫班、故事班、中國舞、暑期劍擊班和

很多其他手工藝班，還有近年參加的Hip Hop 舞、攀石班和一日遊，令她認識到很多課外的知識，也培養了深厚

的興趣和加強了專注力。

Hip Hop 舞和攀石是棪熙最喜歡的興趣班，記得接觸到Hip Hop舞是在某次畫畫班下課時經過見到，當時的棪熙站

在門口不肯離開，回家後說想學便開始報名。記得第一次報名後在2021年5月收到李Sir的WhatsApp 通知「是次

Hip Hop跳舞班活動抽籤中，未能獲選」時，棪熙有些失望但表示下次再報，終於在2021年10月成功報名，記得

當時十分雀躍，期待上第一堂。

直到現在2023年6月，學習Hip Hop舞已有1年半的時間，我感觸最深的就莫過於棪熙的改變和成長，她平時比較

靦腆內向，不會主動和陌生人聊天打招呼，現在她個性比較開朗了，自信心也有樹立，前幾天她告訴我她竟然在

補習社小息的時間教其他小朋友「倒立」！天啊，雖然地方不對，但我想，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在，喜歡唱歌跳

舞是兒童的天性，跳舞不但能提高身心協調活動的能力，也讓棪熙多了自信、耐心和學會堅持，更認識了許多朋

友。

學習跳舞的這段日子，要多謝詩雅老師，一位經驗豐富的舞蹈老師一遍遍耐心的教導

講解和拍攝每一個精彩的MV，也要多謝李Sir和康Sir 對課程的幫助和提供足夠的資訊

給家長，每一節課堂的錄影都能讓家長了解更多學習的情況，安排結業禮和外出表演

的機會也令小朋友十分興奮和加倍努力練習。

棪熙媽媽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活動統計
活動類別 活動性質及內容 聚會次數 出席人次

A 核心服務
1.小組與活動 指導及輔導服務 2,317 15,842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752 11,227
社羣化服務 624 17,263
培養社會責任感及能力發展服務 314 3,429

2.個別指導／輔導 面談 1,710 2,871
B 其他 出版：會員通訊 4 7,500

總數： 5,721 58,132

會員統計
5歲以下 6 – 24歲 25歲或以上 總數

會員數目 121 953 705 1,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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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已經在中心任教數年了，謝謝中心對我的信任。能在舞蹈班接觸唔同性

格嘅小朋友，都成為我學習的功課。小朋友由零開始，看見他們學習態度轉變，

信心慢慢地建立，開始對自己肯定，亦漸漸地跳到有模有樣，每一小步的進步，

都好奇妙又感動，感恩小朋友的成長都成就我繼續教下去的動力。

詩雅導師

我很感謝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給我機會去參與不同的服務，包括教授小朋友攝影技巧（KOL練習生），

為小朋友進行義務補習（童心義教）、拍攝宣傳片（賣旗日短片），以及為社區居民拍攝家庭照(節日活動)等

等。透過這些活動，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包括如何與不同人相處,準確地編寫相關教材,以及如何處理各種突發

情況等等。這些經驗對我個人的成長和專業發展非常重要，我很榮幸能成為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一份力

量。

Raymond 哥哥 (趙奕熹)

小組能夠學習木結他/夏威夷結他基本功，是一個放鬆/有趣的一個小組。過程中能夠學習表演/唱歌以及彈奏結

他技巧，而且亦可以認識到很多朋友，一起為音樂夢去努力。雖然我現在沒能力去做，但我相信我的隊友們可

以！

姚文鋒 (結他小組)

小組讓我認識了電子琴的技巧，一同與同學學習彈奏《喜歡你》及《單車》

歌曲。讓我陶冶性情、提升自己的音樂品味之外，還可以娛人娛己，為別人

帶來快樂。

周美婷 (結他小組)

喺呢一年嘅無所事事組當中，我哋學習到同朋友相處嘅技巧，變得大膽自信

咗，仲有好多精彩活動可以試玩最深刻係逢星期二、四都有得係中心同詠如

姑娘煮飯仔，煮完又有得係partyroom到休息，玩boardgame同埋傾下啲戀愛

事件，中心勁舒服好有家嘅感覺，希望無所事事組繼續玩落去！

無所事事小組組員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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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服務處自1982年起至今，接受社會福利署的資助開辦家庭

生活教育服務，旨在促進和諧的家庭關係。我們一方面致力協

調不同的社區資源創新服務，針對區內的獨特需要，提供適切

的預防性、發展性及治療性服務，藉此協助兒童健康成長，父

母建立正向的家庭溝通。過去一年疫情持續不隱，衝擊基層家

庭的經濟收入，停課引致親子衝突增加，帶來精神健康及財政

壓力等負面影響。我們透過多項親子活動、家長減壓工作坊、

正向教育通訊等渠道，為家庭注入正能量，同時我們又透過公

益金及時雨緊急援助基金及派發防疫物資等，與有需要的的家

庭共渡時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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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為區內家長、夫婦、準婚人士、準父母、青少年等五類對象及其他有需要		

	 人士提供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協助服務對象對家庭作出反省，並掌握適切		

	 的知識和技巧，從而提高家庭生活的滿足感；

2.	為區內弱勢群體提供服務，包括較少服務資源的學校，以及新來港人士、		

	 受情緒困擾人士及單親家庭等；

3.	拓展家庭輔導服務，以支援社區及服務處其他服務發展的需要，協助有需		

	 要的人士掌握有效處理個人及家庭問題的態度和方法；

4.	為區內教會提供家庭及伉儷服務，協助教友們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工作報告：
1.	陪伴同行		相互成長

我們相信家庭是孩子成長的土壤，父母是滋養孩

子成長重要的養份。在過去三年疫情，不少家庭都深

受不同的影響，直接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及精神

健康。因此，我們本年的主題為「同行」，我們期望

與家長、孩子及區內有需要的家庭同行，陪伴他們適

應復常後的生活，讓家庭成為彼此快樂的來源。

2.	與家長同行		共建快樂家庭

過去三年的疫情影響下，對區內的基層家庭造

成沉重打擊，居住環境擠迫，再加上家長與子女長時

間在家中，管教衝突亦有隨之增加，影響家長及子女

的身心健康。我們相信當家長能夠照顧個人的精神

健康，才能更有效地支援子女的情緒需要。過去一年

我們於區內舉辦支援家長精神健康為主題的小組、

工作坊及講座，如「心靈茶座工作坊」、「心懷希

「望」—表達藝術治療家長工作坊」、「靜聽我心聲

家長小組」等活動，鼓勵家長關顧身心靈健康，提升

他們洞察精神健康的能力。此外，為回應家長對於管

教子女的需要，我們亦舉辦多項以正向管教元素的活

動，例如「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講座、「培育正向

的孩子」講座、「愈玩愈親近」家長小組等，以烹

飪、桌遊及藝術作為介入點，協助提升家長處理親子

衝突及管教的困難，共建快樂和諧家庭。

   

我們亦持續透過「家訊」季刊、社區展覽、網上

社交媒體專頁等形式，接觸超過13,000人，發放正向

教育的資訊，促進和諧的親子關係。過去三年疫情難

以舉行實體活動，疫情過後中心在12月中分別舉行的

「點滴情懷溢聖誕」及「童心市集」等大型活動，內

容包括展覽、工作坊、抽獎等，為區內的家庭帶來歡

樂的時刻，一同享受節日的氣氛。

 

3.	與孩子同行	共建健康成長路	

幼兒時期是建立與照顧者親密關係的重要階段，

為日後的親子關係奠定良好基礎。過去一年，我們持

續發展親子小組，讓家長明白自少與孩子建立親密感

的重要性，並推廣建立優質的親子時間，其中「快

樂幼苗—親子Playgroup」及「咩事?咩事?黎Messy 

Play」的小組活動大受家長歡迎，家長能從小組中瞭

解幼兒的身心發展及如何與孩子建立親密感。此外，

今年亦新增「小小工程師」小組，教授家長如何在家

與孩子創作LEGO遊玩方法，建立親子之間的美好時

光。除此之外，我們亦舉辦多元化的親子活動，以遊

戲、繪本、藝術、音樂、義工服務等形式，令參與的

親子小組Play
group

親子小組Playgroup

點滴情懷賀聖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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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三年疫情終於過去，但區內的家庭仍受著不同程

度的影響，家長與孩子的身心健康更是需要持續獲得

支援。我們相信每位家長和孩子都渴望擁有健康而快

樂的家庭生活，而健康的家庭能成為每個人生命當中

的原動力，我們期盼來年繼續與不同的家庭同行，共

同迎接不同的成長挑戰，為家庭創造不同的可能性，

也願上帝的平安與祝福能進入我們的社區，為不同的

家庭帶來愛與希望。

家庭在樂趣中學習。參加者在

活動中非常投入，認為活動趣

味豐富，並從中學習肯定子女

的優點特質，改善與子女的溝

通及管教技巧。

而針對沉迷電子產品、性教育、社交等成長挑

戰，我們受邀到不同幼稚園及小學舉辦不同的成長發

展講座及小組，如「友」得揀社交小組、「與孩子走

過青春期」家長講座等活動，陪伴孩子迎接成長的挑

戰，在成長路途中建立健康的價值觀。 

4.	結伴同行		共建互助社區		

根據統計處2022年的資料，觀塘仍然是全港最貧

窮的地方之一，雖然疫情結束後社會逐步回復正常，

然而有不少基層家庭仍然深受經濟壓力所影響，我們

透過審批「公益金及時雨抗疫基金」，協助40個家庭

渡過困難的時刻，讓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希望及曙光。

活動統計(一)：家庭生活教育

活動類別
活動
數量

出席
人數

教育性

青少年 小組及工作坊  1 7 

家長
講座、小組及工作
坊

 25  511 

親子
親子小組、工作坊
及活動

 20   285 

兒童 12 887 

混合性
社區活
動

嘉年華、攤位活動  11  1,417 

推廣性

展覽 展覽及網上專頁 8 1,258 

出版 家訊(季刊)  4 
 

13,472 

活動統計(二)：緊急援助服務

服務人數
1. 及時雨緊急援助基金 122人次

不 知 不 覺 間 ， 又 到 一 年 暑 假 ， 回 想 起 第 一 次 見

Carmen Miss，銥霖啱啱學行路，只係識叫媽咪，到

而家係全班最大個嘅姐姐喇。課堂內容好豐富，每

到上堂嘅日子，佢都會好期待，放學都唔願離開，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個小時，仲記得有教過節日，天

氣，職業等。。。銥霖都一一記得，仲會响日常生

活應用，令媽媽好驚喜又感動，原來佢已經偷偷地

長大了，每次諗返起上堂嘅情景，都會覺得好開

心，因為又可以有親子嘅時間，銥霖同媽媽都可以

遇到Carmen Miss，真係好感恩。

銥霖媽媽

仔仔好喜歡小小工程師，玩得好開心，每個星期都

好期待參加活動。女女好喜歡親子遊戲小組，比其

他中心學得更多東西。

靖兒和智灝媽媽

服 務 受 眾 / 合 作 伙 伴 心
聲分享：

小小工程師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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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按學生的成長需要，設計及提供全面的輔導服務，協助學生達致全人發展		

	 的目標。

2.	推行預防性及發展性輔導活動，使學生健康成長，並能面對成長路上的各		

	 項挑戰。

3.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及體驗經歷，既讓他們充份發揮潛能，也照顧個別		

	 的獨特需要。

4.	為家長及教師提供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包括相關的培訓、諮詢及轉介服務		

	 等，有效地促進家長教養子女的技巧，協助孩子健康成長。

引言
自2002年起，服務處透過投標與區內小學合作，提供優質的全方位學生輔

導服務及督導諮詢服務，透過個案服務、輔導活動及成長的天空計劃扶助學生成

長，並提供家長教育及老師培訓，務求全面支援學生的各項需要。隨著疫情逐漸

穩定，學校亦有序地恢復全日面授課堂，一眾師生及家長都需要重新適應，學校

社工透過籌辦不同形式的活動，除照顧學生身心發展需要外，亦特別關注學生恢

復正常社交後的情況，重拾校園生活節奏。學校社工同時關顧家長的身心需要，

提供情緒及管教技巧，同時引進社區資源，協助有需要的家庭走出困境。

爸爸特意抽空參與，孩子們都玩
得非常開心。

學 校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 小 學 )



工作報告：
1.	回復日常	以愛同行

當學校重回全日課堂的軌道，學生需要時間適應

及準備，學校社工特意拍攝短片，幫助他們調節心態

和生活常規，例如︰戴著口罩如何向他人表達關心、

不同的打招呼方法、食飯時的注意事項等等。此外，

學校社工亦非常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明白轉變可能

為學生帶來焦慮及不安，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情緒本

身無分好壞，每個情緒都有其獨特意義，當他們能覺

察自己的不同的情緒，就可以適切的方式表達，讓心

靈回復安穩。 

過去幾年，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大幅減少，學校

社工安排不同的義務工作，例如「心晴大使計劃」、

「關愛有你」、「棋人義士」桌上遊戲培訓班等，一

方面重新建立學生的社交能力，同時創造機會讓學生

實踐基督的愛，服務他人，開拓視野，並提升團隊精

神及面對困境的能力。此外，為提升學生的情緒和時

間管理，以及社交技巧等，學校社工安排「童創好心

情」、「情緒不倒翁」、「友來友往」等小組，從而

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社交能力。

2.	親職教育	風雨同行

家庭是培育兒童成長的地方，因此家長教育工作

亦是學校社工不可或缺的工作。在疫情期間，家長不

單需要陪著學生學習，同時又要照顧他們日常生活，

身心疲累。學生全日復課後，特別為家長舉辦不同

形式的情緒舒緩工作坊，讓家長在藝術創作中紓展身

心，當中包括製作酒精畫、乾花擴香石、學習不同的

桌上遊戲等等。家長在工作坊的分享中，發現彼此在

管教上都會遇到相似的困難，有著難以言喻的共鳴，

同時亦能獲得肯定及鼓勵。家長回家後與學生分享當

日的活動內容，親子間亦加添新的話題，提升溫情及

樂趣。

隨著社會變遷，父親參與管教的角色越見重要，

有見及此，學校社工針對爸爸的需要，推行「親親爸

爸管教小組」，建立平台讓爸爸們分享照顧家庭的壓

力，強化父親管教角色的重要性，令他們成為真正的

「神隊友」。活動透過網上及實體模式，打破爸爸與

孩子的隔膜，增進彼此的關係。家長表示欣賞學校社

工能細心留意到爸爸的需要，認同活動能締造空間讓

他們分享照顧家庭的壓力，亦明白自己對孩子的影響

力，強化爸爸的管教角色。

3.	應對危機	專業支援

精神困擾、父母離異或缺乏有效的管教技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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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發揮創意，
製作自己的獨一無

二的作品。

親子義工齊心參與機構的賣旗活動。

在 親 子 藝 術 小 組
中，家長和孩子透
過創作學習有效的
溝通。

學姐帶領學妹

進 行 校 園 遊

踪，合力完成

各個任務。



容易令家庭出現危機。

在 半 日 制 上 課 階 段 ，

學校社工收到不少家庭

尋求支援，包括親子衝

突、夫妻關係、甚至恩

親關係。學校社工透過

面談及家訪，細心聆聽

家庭的需要，並提供適

切的輔導及支援。對於

有心靈需要的家長，在他們的同意下邀請教會合作，

擴闊支援網絡，協助他們走出困境。

隨著融合教育逐漸普及，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

亦備受關注。駐校社工特別組織「關愛一家」家長支

援網絡，透過工作坊及戶外活動，讓家長掌握更多實

用的資訊，從而支援孩子的成長。家長明白到縱然孩

子有特別學習需要，但只要悉心栽培，配合適切的訓

練，孩子亦可走出自己的美好人生。

疫情下，學生接觸網上媒體次數及機會大增，

在虛擬的世界中，學生建構一個理想的「我」，從而

獲得滿足及認同。部份學生因好奇及缺乏危機意識，

與陌生人分享個人照片、家庭資料，甚至邀約見面，

隨時墮入網絡陷阱。為提升學生使用網絡時的危機意

識，學校社工特別舉辦多場講座及小組，提升學生的

自我保護意識，並解答他們對異性相處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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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活動統計
1.	各類學生及支援服務

服務內容 總節數 總人次

成長課 36 830

學生輔導活動 402 13,160

親子活動 8 668

家長教育 33 667

學習障礙支援 (家長) 12 123

義工活動 (學生或親子) 2 768

老師培訓 6 390

總數 499 16,606

2.	個案類別

個案種類 總個案數目 佔總數之百分比
學習 1 0%
情緒/心理 46 36%
家庭/環境 68 53%
社交/發展 14 11%

總數 129 100%

總結
「環境諸多變遷，誰可以看見. . .」面對風雨飄

搖的環境，感恩有主同行。我們與學校已建立緊密的

合作基礎，學校社工的工作表現及熱誠，一直被受老

師、家長及學生的肯定。願我們能繼續以「信、望、

愛」的聖經教導，繼續為學校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

專業、有效及關愛的服務。

親子義工齊心參與機構的賣旗活動。

邀請家長嘉賓分享協助孩子適應小一的心得。	

臨床心理學家為教師進
行「家長精神健

康」專題培訓。

義工團參與社區服務，為
坊眾送上一份關愛。



感謝李姑娘一直鼓勵小朋友，還記得李姑娘鼓勵兒子參加校外及中心的活動。現在我看到兒子比以前自信多

了，而且更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以及擴闊了他的社交圈子。兒子透過參與牛綜所舉辦的「夏威夷小結他

班」，開啓了他對音樂的興趣，以及對音樂的熱誠。另外，兒子更參與了「義勇精兵」殘疾人士共融活動，學

會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別人。我看見兒子從此活動中學習到有責任心及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短短這幾年，看見兒子成長、懂事，以及開始懂得關心家人及身邊的人。真的非常感謝李姑娘一直陪伴著小朋

友，支持他及開解他。現在他比以前更開心及快樂。

祝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各位社工，「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順利！」

 阿樂家長上

很感恩在將循認識了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社工們，陪伴我走過了艱難的十個年頭。

不能不提的是當年的駐校社工潘姑娘。她是一位很有智慧又有同理心的社工，待我們一家如親人，當時我一遇

到甚麼困難第一時間找她商量，看見她很盡力幫我和兩位小朋友，心裏確實感激。

除了小朋友外，她亦很關顧我們作為照顧者的心理需要，給我並肩同行的感覺，深深感受到那份人間溫䁔。

除了潘姑娘外，還認識了機構其他幾位很有愛的社工，包括陳姑娘、林姑娘、江姑娘、楊姑娘及余姑娘。能夠

遇上她們確是上帝的恩賜，對她們心存感激。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她們繼續帶著這份無比的愛心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焯彥媽媽上

我們對藍循駐校社工何姑娘的支援真是感激萬分。

在孩子出現狀況期間，她不單止在校內對孩子作出援助及輔導，更耐心的幫助孩子梳理情緒，接納及包容孩子

的一些任性行為。有時候孩子在回校途中鬧情緒，何姑娘更立即到街上幫助我把孩子勸服回校。

何姑娘會每天和我溝通講述孩子在校的情況，一時透過WhatsApp ，一時以電話溝通，有時我們一談便談上一

個多小時。她不單止照顧孩子的狀況，也會關心家長的情緒狀態，鼓勵我放鬆自己，也常提議一些與孩子相處

的良方。

今天總算走過低谷，多謝何姑娘沒有放棄孩子，多謝她堅持去愛。

 一位家長上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一家人生活在重重的壓力下，不誇張的說經歷著水深火熱。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社工和孩

子學校裡的社工對我們一家伸來一雙雙溫暖的雙手，在那段黑暗無比的日子裡，照亮了我們，也溫暖了我們

心。特別孩子在學校裡受到社工的照顧、陪伴、開導，慢慢的在他臉上多出了自信，聽到他更多的歡聲笑語，

我們很感激這些用心、用愛溫暖我們的人，謝謝你們！

 昱錕爸爸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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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為兒童及家庭提供專業輔導及轉介		

	 服務

2.	為有需要的個案提供危機處理

3.	提供以鞏固家庭關係為目標的親職		

	 教育小組及講座

4.	為教師及家長提供專業諮詢

5.	為校方制訂校本全方位輔導服務及		

	 危機處理指引

引言
自2004年開始至今，先後獲得公益金、新鴻基地產

及新世界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資助推行駐幼稚園社工服務及

為懷疑/確診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童及其家庭提供專業到校支援服務。及至

2019年2月至2023年8月，機構先後獲得社會福利署資助推行第一及第三階段的

「在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以及地區化後的「學前單位社工服務(東

區及灣仔區)」，共為35間學前單位提供服務。無論疫情期間還是疫倩過去，保護

兒童及支援家庭的工作從不鬆懈，去年我們即時介入了多個危機個案，亦透過教

育提升家長管教能力。學校支援方面，為老師舉辦與保護兒童相關的訓練，以及

支援校內的突發需要，提供情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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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兒 服 務



工作報告：
1.	適時介入，轉危為機

本年度社工共介入了多個涉及傷害幼兒的個案，

即時與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合作跟進。這些個案當

中，涉及照顧者濫藥、疏忽照顧、家人受精神困擾

等，駐校社工需作緊密跟進，一方面為幼兒提供遊戲

治療，亦與戒毒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及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等協作，為個案提供個別輔導。對

於有嚴重精神困擾的家人，會即時轉介至臨床心理學

家作進一步評估。對於在校內發生的危機，督導亦會

連同隊內及機構其他部門專業同工即時入校支援，並

與校方擬定應變方案，同時為學生、家長及全體教職

員提供情緒支援。

2.	保護幼兒，從教育開始

保護幼兒免受不必要的傷害是每位成年人的責

任，我們在過去一年致力為幼兒、家長及教職員共

舉辦了138個與保護兒童相關的活動，總出席人數為

2,256人，其中舉辦了25場以保護兒童、辨識及支援

危機家庭、與有精神困擾家長相處技巧等主題的教師

培訓，提升辨識危機家庭的能力。另外舉行了17場

親子教育活動，內容包括與子女進行性教育的技巧，

並請家長即時與子女實習；又曾舉辦繪本及藝術活動

Messy Play、親子遊戲治療家長小組、大自然中擁抱

孩子等，教授家長如何覺察子女的情緒及建立安全感

的方法。家長教育工作方面，本年度舉辦了44場家

長教育活動，主題內容包括：認識自己的情緒健康狀

況、夫妻關係、家庭和諧與幼兒成長的關係、正向管

教、處理幼兒憤怒、焦慮及抑鬱等不同情緒、認識有

特殊學習需要幼兒的成長需要、基本家居安全知識

等，透過小組和活動，讓家長能揉合理論與日常生活

經驗，促進親子及夫妻關係，為參與的家庭注入正能

量。幼兒工作方面，我們為幼兒舉行了共52場活動，

當中包括性教育、處理自己不同的情緒、如何將心意

告訴父母等。

另一方面，父母外出工作，家中長輩需擔當照

顧者的角色，惟兩代間在照顧上的理念及手法各有不

同，少不免因此而影響大家的關係及情緒，我們特別

舉辦「老有所為」活動，加強祖孫之間的溝通，提升

祖父母的管教效能。最後，少數族裔的家庭亦是重要

的支援對象，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與少數族裔家長保

持接觸與溝通，當中包括「非華語我做到」，加強非

華語家長對社區資源的認識，增加對學校和社區的歸

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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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魔法師

品格神探

動動小手腳



3.	優質服務，備受肯定

過去一年，我們收到9位校長撰寫感謝信予機

構，讚賞駐校社工以專業態度及知識支援個案，用心

體貼幼兒及家長的需要，更為面臨危機的家庭提供即

時及必須的支援。在回應校園危機上，更會靈活調動

入校時間，二十四小時盡力提供一切支援。校長又提

到，督導及團隊的專業及機動性，能準確回應校方需

要，緊貼駐校社工的督導工作，對機構的服務充滿信

心。此外，又接獲22位家長的讚賞信，感謝駐校社工

明白他們的需要，透過專業輔導大大改善親子及家庭

關係。

由於部份學校學生的家庭有較大需要，我們在外

間基金的資助下，在個別學校推行「『陽光幼苗—學

前社會工作服務』一校一社工計劃」 ，為6間觀塘區

的學前單位提供多一名社工駐校，藉此進一步加強保

護兒童的工作。

活動統計： 「為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第一及第三階段)
 陽光幼苗-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04/2022-03/2023)

數量 時數/節數 服務人數
1.幼稚園數量 24 4,407

2.個案輔導服務 722
9506小時

1,962
3.潛藏個案輔導服務 512 1,282

4.保護兒童服務 138 386節 2,256
5.壓力管理服務 161 281節 2,169
6.支援服務 58 339節 6,194
7.家人關係服務 15 91節 1,762
8.社交關係服務 11 155節 702
9.家長管教服務 3 70節 854
10.臨床心理服務 233 402小時 210
11.註冊護士服務 728 632小時 728

總數： 2,605 22,526

「陽光幼苗—學前社會工作服務」一校一社工計劃 (08/2022-03/2023)
■ 跟進個案：100 個

■ 面談節數：1,157次

■ 支援特殊學習幼兒及家長的小組及活動：30個

■ 教職員危機意識訓練：6個

總結
回顧過去一年，不少幼兒及家長仍需面對因疫

情引起的生活困難，而父母濫藥、家長自我傷害的個

案更是有增無減，幸好我們與校方已建立緊密的夥伴

關係，在雙方通力合作下化解多個危機。日後隨著實

行服務地區化，透過地區資源更有效全方位支援有需

要的家庭，相信在保護兒童及家庭支援工作上更有效

率，更切合家庭的需要。

非華語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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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我是一位積極向上的單親媽媽，有健康活潑的六歲兒子，有穩定的住所及經濟來源。我擁有一個獨立自

信的新家庭。可以順利走到這一步，要感謝最初向我伸出援手的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和貴處社工張姑娘。

因為有你們提供的經濟援助，我和兒子才能搬離那個因婚姻破裂而佈滿荊棘的家。而  貴處提供給兒子的培訓

津貼，不但豐富了兒子的課外活動，更使兒子的性格變得開朗自信。

而本人因生活變故所帶來的精神創傷，也在社工張姑娘的幫助下，勇敢接受「心理健康支援計劃」的心理治

療。得到改善的精神狀態，讓我的情緒更加平穩，使我有無限能量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

在此，感謝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和社工張姑娘，感謝你們給我一個有希望的家。

致謝人：言仔家長

本校深培中英文幼稚園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推行的「陽光幼苗—幼稚園社會工作服務」已經踏入第五

年。機構推出計劃時所定的服務目標，能真正幫助強化家長的角色和功能，也提升家長培育子女的質素；促進

幼兒正面及健康的心理發展，藉以舒緩及改善幼兒學習、親子關係、負面情緒、壓力和焦慮等問題，更在家庭

危機中作出支援。

在過往幾年間，機構派出的駐校社工與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合作，處理不少危機家庭，例如個案中的父母在家

發生衝突，駐校社工和老師立刻到家中處理，把事件平息和跟進家庭的需要；有情緒問題的家長，在表達上遇

到困難，但駐校社工和學校行政人員合作輪流陪伴家長覆診，協助家長在見醫生時表達有關病情，讓醫生更清

楚該家長的需要，可以對症下藥。這樣的經歷，實在不少！感恩有機構與學校彼此合作，化解了很多潛藏和即

時的家庭危機！

在疫情下機構更推出「疫旅同行雙周服務短片」、「童心齊復課」等活動，為家長打氣加油。也不時安排發放

不同防疫物資、日用品、食物和一些應急錢，幫助在疫情下受影響家庭在經濟上的需要。

多謝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駐校社工和督導主動並盡力跟進本校各家庭的問題，以個別面談和電話作出跟

進，也舉行不同預防性的講座和小組，讓本校家長和學生獲益不少。而且機構的職員不時主動與本校的行政人

員和老師有良好的溝通，我們感受到他們所付出的愛心和關懷，讓我們可以同心同行，繼續努力去幫助不同家

庭的需要，讓本校的學生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深培中英文幼稚園  黃月麗校長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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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為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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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以基督的愛，全面關懷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幼兒、學童及青少年的成長及學習需要，透過	

	 服務及倡導工作，促進他們發揮才能，使其在成長路上充滿快樂和希望。

2.	以及早介入、社區為本和跨專業團隊等工作手法發展及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評估及訓練	

	 服務，以提升他們整體的發展及學習能力，融入主流學校生活。同時透過生涯規劃為學	

	 生建立正面的人生目標及方向。

3.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包括家長教育、家居訓練、服務轉介、諮詢及個案	

	 輔導等。

4.	為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多元化專業支援服務，包括老師培訓、個案諮詢及教學支援等。

5.	透過提供心理評估及心理治療等服務，促進個人及家庭成員的心理及精神健康。

引言
機構自2003年起開始於主流學校提供融合教育支援服務，對象為

有特殊學習需要(SEN)之學生及其家長，同時支援老師的教學需要。隨

著	SEN	人數不斷增加，社區服務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因此，我們於	

2011	年成立了專為	SEN	兒童、青少年和家長設立的「樂學評估及訓練

中心」。機構於	2019	年獲得社會福利署批准成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

營運機構之一。我們成功獲得由醫務衛生局（前稱食物環境衛生局）資

助的「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九龍東），以醫社合作的模式，為懷疑患

有過度活躍症（ADHD）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提供地區支援。2022

至2023年經歷疫情持續反覆，至及後社交措施放寬，當中我們與SEN兒

童、青年及家庭同行，透過線上線下訓練及輔導服務，關顧受着疫情影

響之學生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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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1.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幼兒服務

隨著疫情逐漸穩定，幼兒服務回復正軌學習，以

實體形式進行不同的專業訓練；然而，經過三年抗疫

下，不僅兒童在學習方面受到影響，父母在照顧有特

殊學習需要子女及家庭上更是倍感困難。過去一年，

我們除了調節課程，讓兒童可以重新適應實體訓練帶

來的挑戰外，也特別加強家長工作部份，以舒緩及減

輕家長在疫後面對子女復課的適應、安排及管教的壓

力。

社會福利署資助「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

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全面恢復實體方式

進行。暑假期間，有超過100名幼兒參與綜合及專業

訓練，並有70人完成整個學年的訓練。由於疫情緩

和，子女學習也回復正軌。然而，家長兼顧SEN子女

上課安排及日常生活、工作，仍感到吃力及疲累。為

此，我們安排社工以實體面談或以電話傾談方式跟進

個案，並提供管教方法及情緒支援。此外，社工亦為

中心之幼兒及初小學童家長舉辦親子及家長工作坊，

透過桌上遊戲的方式，提升親子關係及舒緩家長照顧

SEN子女的壓力。在訓練方面，專業訓練及暑期幼兒

密集式訓練也以實體方式舉行。幼兒及家長都踴躍參

加，並表示實體訓練能有效提升幼兒學習效能及強化

社交相處技巧。

小學服務

社會福利署資助之課餘託管服務有20名全額資助

學童，如常以實體方式作功課輔導，而暑假期間，同

工及導師更花不少心思，安排趣味遊戲、短片欣賞作

為學科補底及增潤媒介，最後更舉行畢業典禮，頒發

獎項及活動回顧，讓家長一同參與及見證學童一年努

力的成果。

由香港交易所透過公益金撥款資助之「加油！

築板共融社區愛」計劃於2022年6月份開展，計劃主

要為非華語兒童提供綜合評估、學科及治療訓練、體

藝活動及家庭戶外活動，藉以推動社區共融。過去，

計劃分別透過社區遊踪、農莊烹飪、嘉年華、兒童作

體適能評估及測試等，讓非華語家庭更認識居住之社

區及香港。同時，計劃中亦有SEN 青年人的參與，透

過協助帶領非華語學童進行藝術創作，戶外體驗等活

動，從而學習與不同人士溝通及擴闊生活經驗。

2.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九龍東)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九龍東)」跨專業團隊為九

龍東6至25歲懷疑有ADHD之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評估、

介入及支援服務。受疫情影響一度受阻的評估服務、

家長小組及學童小組於五月陸續回復正常。至於先導

幼兒於密集式訓練課
堂中進行故事分享

社工於校內提供趣味遊戲，藉以提升學
童之視覺專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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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成效研究，團隊已於8月取錄

足夠研究所需的參加者人數，其後按研究的要求分別於

取錄個案後的第3及第6個月收取評估數據以作進一步

分析。為了增加收集評估數據的成效，團隊透過網上電

子問卷、郵寄及親身填寫等形式進行評估及收集數據。

由於疫情影響服務運作及收集成效研究的數據，醫務衛

生局早前通知各營運機構先導計劃的完結日期將由原訂

的2023年3月28日延長至2023月7月28日。

各類服務總計
中心服務

服務
數量

（組或個）
節數 總人次

言語治療訓練 573 576 581

社交訓練 20 156 732

專注訓練 12 102 450

音樂小組 6 54 212

個別訓練 1 3 3

幼兒密集式訓練 13 334 1,326

融融學堂(SEN功課
輔導)

20 255 4,455

快樂小蜜蜂85 4 34 387

合共： 649 1,514 8,146

ADHD服務-躍動同行先導計劃(九龍東)
服務 服務數字

接受評估個案 100 

計劃個案 83

完成服務個案 121 

退出服務個案 6 

已完成的訓練小組 48 

完成訓練小組人數 290 

完成訓練小組人次 1,299

3. 融合教育學校支援服務

幼稚園服務

樂學幼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服務自2019年10月起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成為21

間營運機構之一，並於九龍灣德福大廈成立「樂學幼

苗中心」作為辦公室暨訓練中心，服務至今已超過2

年。由2022年9月起增加服務名額至145個，服務隊

亦因應名額增加而需額外增聘特殊幼兒工作員、言語

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人手。服務獲撥款添置的流動

訓練中心，已在2022年5月完成車輛改裝工程， 8月

期間獲運輸署批出特別用途車輛牌照及高速公路許可

證後開始運作，運用車上的空間及設備為幼兒提供訓

練及治療，有助舒緩幼稚園場地不足的問題。

小學服務

過去一年我們共為七間小學提供融合教育學校

支援服務，包括專業評估、訓練小組、職業治療、物

理治療、執行功能訓練、社交訓練、專注力訓練、讀

為幼稚園老師提供支
援，是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的其中一
個工作重點

完成ADHD家長
管教工作坊領取
出席證書

社工為非華語幼

兒進行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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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恢復全日面授課，小組亦能以實體形式進行，包括

可外出進行訓練及參觀等，同時透過多元化之小組訓

練提升SEN青年的整體溝通能力。

我們亦連續第三年獲得領展「愛.滙聚計劃」資助

推行「社區共融築奇『職』」計劃，透過計劃招募對

長者服務感興趣，願意投身與長者相關之工作的SEN

青年，提供職業技能訓練。我們積極與不同長者中

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合作，為SEN青年提供工作

實習機會，使他們能學以致用，一展所長。

各類服務總計

幼稚園服務

服務
數量

（組或個）
節數 總人次

社交技巧小組 12 38 295

專注力小組 12 45 325

親子小組 2 4 64

合共 26 87 684

樂學幼苗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服務 服務數字

2022年4月至8月個案數
字 (每月平均)

119.20

2022年9月至2023年3
月個案數字 (每月平均)

132.29

綜合訓練時數 3,846.33小時

治療師訓練時數 4,950.67小時

發展評估 334個

完成個別訓練計劃 268個

銜接支援活動(升小一及
輪候服務兒童) (2022年
10月至2023年至3月)

48小時

寫訓練、臨床心理個案輔導及個別學習計劃跟進。疫

情影響下，團隊透過線上線下方式盡力讓學生持續接

受訓練。當學校全面復課後，訓練全線以實體形式進

行。疫情下很多SEN學生缺乏與人互動之機會，社交

溝通能力倒退，團隊之訓練課程集中加強學生互動為

目標及改善社交溝通，專注力及執行功能。過去一年

共為792學生提供共250小組及1,543節小組訓練。我

們亦為SEN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和IEP個別訓練，以幫助

他們克服困難。

考慮到學生專注力較弱，我們的訓練需以趣味遊

戲為主，並運用獎勵計劃來鼓勵學生投入課堂活動。

此外，我們也主動聯繫個別家長，了解孩子在家中的

表現，並教授他們如何在家中持續訓練。為這些小學

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我們的專業團隊與學校管理層和

教學團隊進行密切合作，以確保我們的服務能夠充分

配合學校的教學計劃和學生的個別需求。我們也積極

與家長溝通，提供支持和建議，協助他們更好地照顧

和支持SEN兒童的成長和發展。我們感謝參與的小學

和家長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將繼續努力提供高

質素的融合教育支援服務，為SEN學生帶來更多的成

長和成功。

中學服務

我們自2009年開始於主流中學推行SEN到校支援

服務，為就讀主流之SEN學生、老師及家長提供訓練

及支援。我們期望透過不同的職業技能、行業分享及

工作體驗擴展SEN青年的眼界與經驗，讓他們了解自

己之強弱項及作出生涯規劃。隨著疫情緩和，中學全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
流動訓練中心

青年完成手工藝導師訓練後，運用
所學教授長者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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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活動(2022年4
月至9月)

5次

教師諮詢服務(2022年4
月至9月)

66.5小時

教師支援(諮詢、培訓活
動、個案管理會議、入
班觀察) (2022年10月至
2023年3月)

119小時

家長培訓活動(2022年4
月至9月)

2次

家長培訓活動(2022年
10月至2023年3月)

11小時

小學服務

服務
數量

（組或個）
節數 總人次

職業治療小組 17 91 467

音樂治療小組 14 89 360

社交訓練小組 56 338 1,865

專注力訓練小組 47 310 1,582

讀寫及數學理解訓練小
組

92 597 2,722

個案輔導 24 118 118

合共： 250 1,543 7,114

中學服務

服務
數量

（組或個）
節數 總人次

綜合評估 69 69 69

個案輔導 98 253 253

職業治療小組 4 27 96

社交小組訓練 4 28 116

執行功能訓練小組 3 35 207

英文讀寫訓練小組 2 8 47

義工服務 16 71 1,528

職業導向小組 20 242 1,852

職業技能訓練小組 10 143 1,074

合共： 226 876 5,242

職業導向服務

實習學生人數 約124人

實習學生時數 約2,496小時

提供工作實習地點 25個

一. 臨床心理服務

過去一年臨床心理學家繼續為中心、學校及入住

家舍之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專業評估及訓練，並為有情緒

困擾之家長提供情緒支援，亦為老師及社工提供個案諮

詢服務及講座培訓。兒童的發展不能等待疫情過去，及

早提供支援對於兒童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而對於懷疑

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基層家庭來說，儘早獲得評估服

務能夠讓孩子及早得到支援，幫助他們克服學習困難和

發展障礙。臨床心理學家在基金的支持下，為居於劏房

懷疑有SEN之幼兒及小童提供評估及轉介服務，期望能

於黃金訓練期及早介入，令其得到所需支援服務。

服務類別 數量／次數

兒童行為及情緒評估 230
成人情緒及行為評估 4

合共： 234

兒童行為及情緒跟進個案 153
成人情緒及行為跟進個案 8

合共： 161

總結
回顧過去一年，可以看到疫情對SEN兒童、青年

和家庭帶來了很多困難和挑戰，亦需要額外支援重新

投入復常後的學習與生活。我們的跨專業團隊在疫情

與疫後持續提供協助，令影響減至最低。在這個過

程中，我們深深體驗到神的恩典和帶領，並且能夠與

SEN兒童、青年和家庭攜手同行，為他們帶來幫助和

希望。

與非華語家庭到有機農莊製作樂器及烹調有機農餐



服務目標：
1.	提供多元化及優質服務，使一般長者、體弱、隱蔽長者，以及護老	

	 者得到適切的幫助。

2.	促進長者身心靈的健康，並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人生。

3.	強化長者在服務過程之參與，以達致充權。

4.	協助長者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使其享受美好的群體生活。

5.	鼓勵長者參與及服務社區，並建立所需的互助支援網絡。

6.	協助護老者處理日常面對的壓力，提昇他們的生活質素。

7.	推動社區教育，凝聚關愛力量，共建長者友善社區。

引言
中心紮根於區內已有二十多年，見證長者的需

要在不斷變化，並一直努力提供援助，讓他們能健

康、受尊重及有尊嚴地在熟悉的社區安享晚年，實

踐「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理想。在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下，長者在情緒和生活

上均受到不少的困擾，我們藉着個人聯繫及社區支

援，與他們攜手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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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田 樂 齡
鄰 舍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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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社、靈

長者忙碌了一輩子，關注和保持健康是十分重

要，透過舉辦聽覺測試、物理治療諮詢、流動健康

車、健康檢查、中醫義診、營養湯水及不同運動班組

等活動，提升長者關注自身健康。疫情緩和後，中心

舉辦了多元化活動，以紓緩長者因疫情長期困在家中

所產生的情緒及生活困擾，透過探訪、電話關懷、不

同之新興運動小組、擴香石工作坊、香薰蠟燭工作

坊、旅行等活動，讓長者選擇合適自己的減壓方法，

以及重建他們的社交網絡，藉彼此分享抒發情緒；同

時推動生命教育，以表達藝術方式鼓勵長者活在當

下，復和關係，承傳智慧，減輕對處理後事的憂慮。

社交方面，我們開展不同的智能科技應用小組，鼓勵

長者學習新知識，與社區及海外親友聯繫，如「長者

KOL潮玩拍」、「手機管理好輕鬆」等活動，以及學

習網上視像溝通、預約覆診、網上查詢交通班次與購

物等應用程式，讓他們在不同範疇接觸智能科技，享

受當中所帶來的便利和樂趣，同時加強與他人聯繫，

增強社交網絡。靈性關懷方面，本會堂會藍田堂，積

極提供心靈關顧、團契小組和聚會，讓長者在信仰心

靈上得到安慰和平安。

2.	護老心靈需關注

為減輕因長期負擔照顧責任引起的負面情緒及提

升護老者的幸福感，我們舉辦一系列的護老者活動包括

「護老者自助按摩」、「抖下氣，表達藝術工作坊」、

「護老小時光」、「護老減壓鬆一鬆」及園藝小組等，

鼓勵護老者加強自我關顧及重新聚焦自身需要，協助維

持護老者與被照顧的長者關係，減輕照顧壓力。並透過

與外間機構合辦「心靈喜動工作坊」、「護老者流動健

康車」等，在社區中推動關顧護老者的精神健康及心靈

需要。在生命教育方面，藉著「人生結業禮」、「規劃

圓滿人生」等活動，協助護老者回顧生命，反思人生的

意義和方向，規劃未來。

有需要護老者服務方面，我們竭力提升照顧者的護

理知識，如舉辦「協助長者沐浴講座」、「照顧長者錦

囊」等講座及工作坊，增強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及信心。

另外，透過定期舉辦「同守互勉小組」及固定聚會，鼓

勵照顧者互相交流及支持。為配合照顧者可以安心參與

中心服務，中心設有區內外出陪伴服務與日間看顧服

務，由職員及義工協助暫托有需要長者，讓照顧者獲得

喘息的空間。我們同時亦關注有需要護老者的健康及情

緒需要，透過「一對一物理治療師諮詢站」、與社工面

談及定期家訪，除讓照顧者有抒發情緒的平台外，也讓

同工更適切地回應他們的需要，希望藉此引導照顧者明

白「照顧路上不孤單，路上處處是援手」。  

3.	義工潛能儘展現

中心積極招募年輕長者及剛退休人士成為義工，

透過節日性探訪、「長幼互助顯關懷」等活動，培

身心靈社-與長者學習新興運
動

地壺球 身心靈社-透過藝術活動與長者談論生死話題

護老者-生命友樂園園藝小組



訓和提供長幼共融機會，讓他們從中學習新知識和

技能，提升他們的凝聚力，凝聚中心的社區資本。此

外，我們透過定期聚會和培訓，提升義工技能，鼓勵

積極投入服務，讓義工在助人過程中發揮所長，亦從

中得到滿足和成功感，促進身心健康。為推動義工發

掘潛能，進行一系列活動，如「生命回憶錄」、「義

工狂想曲」、「廣播支援培訓」等等，鼓勵他們接觸

新事物，探索潛能，連繫他人及社區，增強社交網

絡。

4.	腦友樂同行

隨著人口老化加劇，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也不

斷增加，我們透過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CA）在社

區中尋找有需要的長者，再按其需要提供中心訓練、

到戶訓練及其他支援服務。中心以「腦友樂同行」為

主題，透過有趣味性的活動吸引長者參與，並與認知

障礙症患者快樂同行，以延緩退化，服務包括講座、

主題訓練、健腦小組、毛巾操及手指操等。若長者因

行動不便或有情緒需要，我們會酌情提供上門認知訓

練，透過桌上遊戲、平板電腦等訓練記憶力、專注力

及加強感觀刺激，此外，定期舉辦戶外活動，如參觀

「智友善」家居探知館和西九文化區旅行，讓照顧者

學習相關資訊同時放鬆減壓。 

5.	支援網絡遍社區

為建立獨居長者之間的互助網絡，我們招募了較

活躍之獨居長者成為樓長，提供培訓後，邀請他們協

助發掘及關顧區內體弱長者，藉此加強在區內的關顧

網絡。為提升獨居長者對資訊科技之掌握及運用，我

們開設一系列智能手機使用訓練班，以一對一及小組

形式教導長者如何使用智能科技，使長者更快捷掌握

社區福利及政策資訊。

在關顧邨內隱蔽及體弱長者方面，我們繼續以外

展手法尋找隱蔽及體弱長者，並作出適切跟進。同時

我們亦積極開展社區網絡，定期與地區不同持份者緊

密聯絡，包括保安員、區議員、教會、互助委員會及

屋邨辦事處等社區人士和團體，與他們互相合作，共

建關顧隱蔽或體弱長者之網絡。

總結
社會復常，服務需求大增，回應長者迫切的需

要是我們的挑戰。同工憑著主耶穌的愛，效法以愛活

出生命，以愛服務社區。去年我們特別關注長者因疫

情引起的情緒問題，而逐步復常的新一年，我們會繼

續以基督的信仰服務人群，建立彼此支持，關愛互助

的社區，並積極推動正向思維、生命教育、資訊科技

服務及50+服務，以回應未來的需要，與長者攜手同

行，讓他們活出豐盛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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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中秋節關懷探訪長幼

共融一同服務社區

義工服務-生命回憶錄
探索潛能，提升凝聚力

有需要護老者-透過小組彼此分享照
顧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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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
會員統計

性別 人數

男 253

女 747

總計 1,000

個案統計

個案類別 數量

隱蔽及體弱長者個案 44

支援護老者服務個案 65

輔導服務個案 102

長期照顧服務個案 146

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39

中心活動

活動類別 數量 參與人次

推廣積極健康耆年 42 4,279

教育及發展性 46 2,592

社交及康樂 75 10,178

義工服務 41 1,096

支援護老者服務 44 1,254

認知障礙症教育 17 269

認知障礙症訓練 10 91

認知障礙症訓練小組 5 919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支援小組 4 86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訓練 19 507

有特別需要護老者及持份者活動 4 16

其他 3 18

支援認知障礙症-為認
知障礙症

長者提供小組訓練活
動

上門探訪隱蔽長者

培訓獨居長者擔任樓長

教授獨居長

者使用智能

手機

外出探訪地區持份者

探訪已入住安老
院之隱蔽長者

支援認知障礙症-與認知障礙症
長者到西九文化區遊玩

支援認知障礙症-進行街站宣傳
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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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這古語令我感受良多。 

疫情肆虐，為避免高齡母親受感染，提醒她不去人多地方，這樣反而令她缺乏人際溝通，不久她患上認知障礙

症！很多事物在她腦海消失，只停留她少女時代的回憶片段。怎樣令母親康復？成為我心中一大問號。幸好在

網絡找到附近有一所長者服務中心─藍田樂齡鄰舍中心。雖然單位面積不大，但配套一應俱全，更有專業職

員，了解後很合適，入會後更發覺中心每月活動種類全面，有動態類，學習類，節日聯歡類，支援隱蔽體弱長

者及認知障礙症服務，還有護老者支援、義工發展等服務。 每月陪同母親參加活動後，她精神回來了，交際細

胞好像回復了，更認識很多「老友記」。 我也學習到照顧長者技巧，對我幫助很大，我們都很享受中心擧辦的

活動。 最受惠是「長者短暫看顧服務」，由中心安排義工陪伴母親做認知訓練，而我可以放心出外處理日常理

財或業務工作，雖然只有二個小時，但確實做到片刻喘息。  

今年是我人生中陪伴母親相處最多最快樂一年，拖拖手，挽臂彎。 每個

動作很感恩很窩心。 

母親已到「鮐背之年」，所以我懷著珍惜的心與她渡過每一天，每一刻，

希望做到三個孝感︰安全、健康、快樂 。但願天下長者能「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護老者周先生

楚珠是一位笑容滿臉又很活躍的護老者，自從退休後，便開始與媽媽一起參加樂齡中心的活動，亦加入了中心

的護老者會員。楚珠的媽媽雖然獨居，但日常自理尚好，生活上需要女兒支援的範疇不多，每星期到藍田平田

邨陪陪媽媽，有時幫她購買一些生活所需品，就是楚珠的照顧日常。

楚珠與媽媽經常「孖公仔」到中心開家會、參加運動班、手工藝工作坊等，又會一起做義工，發揮所能，是一

對感情很好的母女。

楚珠表示以前專注工作，除工作知識外，什麼都不認識。參加中心護老者活

動如講座及培訓等，令她了解到不同的社區資源和護老技巧，對日後照顧媽

媽也有幫助。楚珠表示參與護老者活動，除了感到快樂，亦增進了兩母女的

關係。

有人說，最好的禮物不是物質的東西，而是陪伴。楚珠願意用自己寶貴的時

間陪伴媽媽，這種日復日、年復年的付出與堅持，很值得我們欣賞。  

     護老者會員 林楚珠 (陳偉玲姑娘 代筆)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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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向長者推廣個人健康及衛生教育常識。

2.	強化長者之人際及社區網絡。

3.	提升長者的學習及回饋社會意識。

4.	為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引言
香港是全球最長壽的地區，長者人口

持續上升，我們早於2003年8月，因應「沙

士」事件自行籌募資金，於區內開展「長者

關懷計劃」，並於2008年4月1日成立「關

懷長者中心」回應區內長者的需要，推行多

元化的服務。

關 懷 長 者 中 心



1.	關注健康	支援認知障礙	

隨著人口老化，認知障礙症長者日漸增加，長者

亦受不同病患影響，我們鼓勵長者及早關注個人健康、

及早辨識及支援有需要家庭，亦為懷疑患有認知障礙

症長者提供「香港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CA)。中

心投放不同資源，舉辦不同的預防活動，例如健康檢

查、運動班組、健康講座等，讓長者恆常跟進個人健康

狀況，需要時作出跟進。此外，我們亦致力加強公眾對

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建立認知友善社區，透過「認知友

善好友分享會」、「認知檢測站」及「認識認知障礙講

座」，個案諮詢等服務，鼓勵坊眾認識認知障礙症的特

性及學習認知訓練，並將訓練帶給家中的患者，刺激患

者的腦部發展，延緩退化。

2.	突破限制	增強支援網絡

由於疫情下的社交限制，令不少長者感到孤獨及

無助。為回應長者的需要，中心在疫情後舉辦不同的社

交活動，包括「循道賀生日」、「香港文青一天遊」、

「得閒飲茶-長者關愛活動」等，增加長者與他人接觸

及認識的機會。我們亦致力裝備長者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聯繫，例如舉辦「Whatsapp教學班」、「齊玩平板電

腦」、「出走地圖Apps」，強化社交網絡。此外，針

對不同群組，包括護老者、獨居長者，疫旅同行計劃服

務隊設立互助組別，透過固定聚會、交流近況及分享有

用的社區資訊，務實回應群組的需要及連繫社區照顧服

務，讓長者可在熟悉的社區中安享晚年。

3.	各展所長	共建關愛社區

中心秉承「老有所為」的精神，積極培育及連繫

更多義工加入中心的大家庭。我們定期提供有系統的義

工培訓，鼓勵他們運用個人知識、技巧和經驗服務社

區，締造個人夢想，發展潛能等，當中包括訓練聆聽及

回答技巧，表達自己的想法及學習與他人溝通合作等。

透過恆常義工服務當值，例如活動接待、維持秩序、

協助盛湯及派飯、健康檢查等，讓義工發展所長，同時

凝聚義工網絡，增強對中心及社區的歸屬感。此外，我

們亦致力透過與教會、青少年中心、區內婦女義工、商

界義工（如港交所及領展義工隊）舉辦關顧長者探訪、

新興運動推廣日、節日慶祝等活動，關顧不同需要的長

者，共建關愛社區。

4.	動員力量	支援體弱長者

獨居及體弱長者在疲情中面對不少困難，部分更

因擔心疫情或行動不便而減少外出，缺乏支援網絡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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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認知障

礙-推廣認知

友善社區進

行認知訓練

增強支援網
絡-學習使用
平板電腦與
他人聯繫

增強支援網絡-秋日樂

悠遊與外間義工遊大

嶼山

支援認知障礙-進行舒緩痛症伸展班



統計資料
會員統計

性別 人數

男 117

女 342

總計 459

整體活動統計

活動類別 活動性質 活動次數 參與人次

小組

教育/發展 31 1,061

委員會 5 343

興趣 22 1,344

服務 0 0

社交 9 554

其他 3 2,309

活動

社交 35 8,405

教育/發展 23 863

探訪 14 696

健康 17 874

興趣 0 0

服務 8 123

節日性 11 576

訓練 11 1,241

其他 34 10,663

生前顧後計劃活動統計						

活動類別 個案數量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個案跟進 5 5 5 

生命教育小組 0 12 86

總數 5 17 91

疫物資，使孤獨感大增。得蒙傅德蔭基金贊助，我們展

開「『疫』旅同行-支援社區獨居及雙老計劃」，由跨

專業團隊評估及跟進個案身體狀況，設計合適的活動，

提升長者身心機能健康，加強長者與社區的聯繫，改善

心靈健康。此外，我們亦安排送上防疫物資、代購日常

生活用品及食物、送藥服務、到戶訓練及探訪，透過面

對面接觸提供適切的援助，減低生活上的不安感，改善

生活質素，在「疫」境中彼此同行，傳播愛的種子。

5.	加入聯盟		推廣生死教育	

中心積極推廣生死訊息，協助長者進行生前身後

規劃，學習善待、尊重生命及復和缺失的關係。透過

「出死入生-表達藝術」、「談生論死小組」、生前顧

後計劃個案諮詢等服務，以開放及正面的態度與長者及

護老者面對死亡，減低對死亡的恐懼和憂慮。我們更於

2022年加入「九龍東社區生死教育聯盟」，與九龍東

友好機構共同策劃更全面的社區生死教育推廣工作，讓

市民大眾能夠得到更多相關資訊，為生命作好準備。展

望未來，中心繼續在社區中推廣生死教育，用愛豐盛人

生，鼓勵長者活好當下，建構圓滿人生。

總結
疫情逐步緩和，社會逐步復常，我們努力支援

長者疫後的身心靈需要，帶領他們由家中再次走入社

區，走出陰霾重建支援網絡。我們將努力迎變，尋找

新的資源，懷著使命與耶穌基督的愛心繼續連繫大眾

關愛長者，並在社區中提供一個舒適、關愛及安全的

平台，讓長者活出精彩人生，安享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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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關愛社區-佳節歡

聚	同賀聖誕

共建關愛社區-外間義
工上門進行剪髮服務

推廣生死教育	-共

同策劃社區生死

教育推廣工作



我是李好彩，人人都叫我好彩，2004年加入關懷長者中心，當時朋友介紹我到中心參加活動，主要是參加義工

服務。時光荏苒，日月如梭，一轉眼已加入中心18年，我很享受做義工的過程，因為可以幫到助別人，亦可展

現自己所長，很有滿足感。

起初朋友介紹我到中心做義工，我顯得很拘謹，未能放開自己，亦難以投入，經過朋友及中心職員的鼓勵，勇

敢踏出第一步，慢慢展開義工服務，從賣旗活動開始，到中心的恆常服務，例如派飯、健康檢查、上門探訪等

服務，現樂於參於不同種類的義工服務，在服務中找到自己角色及歸屬

感。

我特別喜歡中心的節日活動，例如端午、中秋、聖誕活動，能夠與老友

記一起慶祝節目，非常熱鬧。現在除了我的家庭外，中心就是我另一個

「家」，我很享受在這裡的一切，盼望中心能繼續服務社區及長者。 

關懷長者中心會員 李好彩 (王嘉敏姑娘 代筆)

本人的名字叫梁慶時，早前住在喜鵲樓，後來調遷至玉蓮台。調遷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花園大廈的舊樓宇設計中有不少樓梯，每次都要行半層的樓梯級才能到

達升降機位置，而我不良於行，這半層樓梯成為我出入的最大阻礙。2022年9

月因中心探訪活動而認識關懷長者中心，亦加入了疫旅同行的計劃，社工為我

安排物理治療師上門進行評估並設計恆常上門的運動訓練計劃，訓練包括教授

八段錦及伸展運動。此外也有其他上門服務，包括協助購物、運送物資、園藝

種植等等。調遷新屋的期間，中心職員陪伴外出前往傢俬舖購物，協助我處理

公共服務轉地址及執拾東西等等。感謝循道衛理觀塘堂教會幹事及關懷長者中

心的同事及義工協助，處理很多生活上看似艱難的事情，感激能遇到你們。

 關懷長者中心會員 梁慶時 (溫碧嘉姑娘 代筆)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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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開辦各類扶貧事工，如社區食物銀行服務，社區經濟項目等，以抒解	

	 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困境，並締造一個共融及互相關懷的社區；

2.	開展就業及相關的支援服務，藉以提升基層勞工的就業空間，建立支	

	 援網絡推廣勞工權益，改善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

3.	開拓創新性就業空間，如社會企業計劃及發掘新工種，以解決中、老	

	 年工友的就業需要；

4.	透過社區及公眾教育、印發刊物、以及社會行動，為貧窮人發聲及喚	

	 起社會人士對貧窮問題的關注；

5.	與教會一起發展宣教服務及志願者事工，定意與貧窮人同行，見證基	

	 督的大愛。

引言
過去一年，疫情對香港的打擊漸漸消退，及至2022年底，防

疫措施逐步取消，香港社會步上復常之路。經歷3年疫情的衝擊，

不少基層家庭的生活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如家庭收入減少。即使社

會復常，但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並沒有太大的改善。加上幾年的疫

情，學生的學習習慣改變，網上學習要求增加，對不少基層家庭帶

來了很大的經濟及照顧壓力。有見及此，中心透過勞工及就業服

務、食物援助服務、照顧者服務及兒童服務，針對基層家庭的不同

需要提供各種支援。除了提供服務外，我們還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倡議改善基層家庭的處境，從而讓基層家庭有更幸福的生活。

神 愛 關 懷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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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入息改善服務─勞工權益及政策倡議
1.	與弱勢工友同站一線，為基層工人倡導

權益

基層工友對勞工法例及社會政策的掌握有限，特

別是觀塘區內有為數眾多的新來港工人，他們從事零

散的建造業、飲食業工作，對本地的勞工法例並不認

識，容易被有心逃避法定責任的僱主誤導，錯失自己

應有的權益、保障與收入。

就此，針對基層工人的勞工權益，我們進行各種

社區教育。我們撰寫零散工的勞工權益小冊子，並透

過街頭宣傳、洗樓、網上傳播資訊等形式進行社區教

育，加強收入保障以及工傷權益；我們亦進行多次勞

工法例研習，向工友講解本地勞工法例的保障。

在支援面對勞資糾紛的工友上，去年我們一共

處理超過65宗勞工法例相關的求助，當中有8宗案

件需要透過法律程序申索，包括3宗需於高等法院處

理的工業傷亡申索，以及5宗需於勞資審裁處進行的

申索。單單是勞資審裁處的5宗案件，就已經涉及近

$380,000基層工人的血汗薪酬，當中有手停口停的

基層建築工人欠薪、懷孕婦女應得的產假薪酬、工友

的解僱補償等，這些被剝削的勞工權益對工友和他們

的家庭影響沉重，更惶論工傷個案中，數以十萬甚至

百萬計因為工業傷亡造成永久傷殘的賠償。這些個案

在云云的勞資糾紛中只是冰山一角，希望隨著我們的

宣傳與服務推廣，更多有需要的工友能夠知道求助途

徑，協助他們討回自己應有權益。

2.	與業界一同關注，倡議扶貧政策	

我們持續關注社會上的貧窮問題，繼續參與「社

福抗貧聯盟」的工作，一個由非政府機構組成的聯

席，共同與服務使用者參與、推動與貧窮相關的倡議

工作。過去一年，聯盟積極關注疫情及氣候對工人的

影響，在疫情陸續復常後，聯盟舉辦了兩場倡議活

動，分別是「當貧窮遇上疫情─民間扶貧高峰會」，

與逾百名工友、街坊商討對勞工、社福、住屋政策等

期望，並邀請立法會議員、扶貧委員會代表出席，聽

取街坊與工友對不同範疇的期望與意見；在九月針對

酷熱天氣對戶外工作工友及惡劣居住環境人士的影

響，舉行了倡議工友暑熱工作保障、劏房住戶及無家

者暑熱支援的發佈會。

在2022-2023年期間，不少勞工政策的爭取漸見

成果，例如取消強積金對沖得到落實；影響零散工權

益的「連續性受僱」條例蘊釀修例；有關工傷傷亡意

外的罰則亦正在立法會審議「加辣」，種種寸進得來

不易，猶如滴水穿石，全賴多年以來，工友及社會各

界鍥而不捨倡議勞工權益，累積得來的豐碩成果。

入息改善服務─就業支援及生計發展
1.	提升婦女就業能力，配對合適職位

幼兒康逸社主要培訓中年婦女成為專業褓母，

而幼兒康逸社過往曾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及活動，如：

介紹「幼兒健康資訊」、「預防勞損」、「剪髮增值

班」、「藝術治療工作坊」等，讓褓母能夠提升工作

技能之餘，還加強就業的競爭力，裝備自己。而每月

中心舉辦招聘會，為區內居民提供求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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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舉行例會及一年一度的週年聚餐，讓社員能夠在工

作以外時間互相交流心得，加強凝聚力。

很多基層婦女礙於照顧家庭而未能從事全職工

作，她們往往只能從事家務助理等兼職或臨時工作。

而疫情開始放緩，僱主聘用家務助理需求增加，故此

中心透過「家務助理就業社」為一班已完成家務助理

課程畢業的婦女提供就業配對，協助她們尋找家務助

理工作。

 

2.	舉辦招聘會及講座，促進基層就業	

我們持續為基層勞工提供就業服務，包括舉行

兩次招聘會，共吸引了十多間公司參與，提供逾200

個飲食、物業管理、汽車美容等職位空缺，期間亦舉

行講座，介紹有關職位的工作內容。參與公司亦安排

即場進行面試，聘請合適應徵者。疫情過後，很多公

司都急需聘請員工，因此兩次招聘會的反應也相當熱

烈，不少公司也詢問下次招聘會的時間。此外，為了

協助街坊擴闊求職行業，我們舉辦「行業初探」講

座，邀請不同行業的講者介紹行業的發展狀況與前

景，以及入職要求，讓特別是新來港的求職工友，對

就業市場有更多認識，從而更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

支援在職人士增值方面，我們亦舉辦不同課程，

以讓區內打工仔持續增值，例如急救課程、基本英

語、園藝、按摩班等，這些課程既可以成為改善生活

的增值工具，亦可以讓打工仔有一技傍身，以備生活

中不時之需。

3.	組織社區生產隊，促進多元生計

中心組織基層婦女成立社區生產隊，讓婦女透過

自家製產品，包括「手工梘」、「勾織產品」、「布

藝」等，發揮自己的才能同時賺取收入。疫情過後，

社區生產隊有更多機會能夠參與不同墟市，讓更多公

眾人士欣賞基層婦女製作的手工藝品，婦女亦從中建

立自信心。

社會保障服務─食物援助
1.	疫情打擊家庭經濟，食物援助支援更見

重要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於2021年8月

成立，負責營辦觀塘區政府資助的食物援助服務。在

2022年的上半年，受到第五波疫情的衝擊，整個社會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少行業因疫情原因需要長時

間停業，對基層家庭帶來很大的衝擊。加上不少確診

家庭因防疫政策規定而需要隔離，對日常生活造成很

大的影響。這時候，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的支援變得非

常重要，頓時解決燃眉之急。

到了下半年，隨著疫情緩和及大部分防疫措施撤

銷，疫情對基層家庭生活的影響漸漸減退。但由於整

體經濟環境仍然未回復到疫情前，基層家庭的生活仍

然未有太大改善，「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

一直關注基層家庭的處境，希望在最短時間支援基層

家庭的生活需要。由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所累

積的服務人次達14,309，個案數字達4,371，累積派

發了868,203餐次。

同工到學校講解貧窮與食物銀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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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力行，服侍社區

疫情令基層家庭的經濟壓力更重，故中心另一

個靠賴捐款運作的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則在疫

情期間為特別困難的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希望透過每

週一次派發食物，減輕他們的生活開支，協助他們渡

過難關。除此以外，我們亦協助困難的家庭申請其他

合適的社會資源、進行物資配對或轉介相關服務。本

年度社區食物銀行合共服務了159個個案，共324人

次，一共派發了16,611餐次食物。當中有些服務使用

者屬於行動不便的長者，對於親身前往中心領取食物

感到困難，有見及此，中心為這些行動不便的街坊安

排義工協助送食物上門。「循道衛理宗婦女聯會」的

教友義工一直支持食物銀行的工作，多年來幫忙運送

食物往行動不便的街坊家中，同時關心及了解街坊的

需要，實踐關愛社區的精神。另外，中心亦會定期招

募義工，於節日前探訪食物銀行的服務使用者，一方

面讓更多社區人士關懷基層家庭，亦讓受訪人士感受

到來自社區的祝福和支援。

社區食物銀行亦希望推廣社會大眾認識基層街

坊在食物開支上的困難和食物銀行的工作，故此每年

都會與學校、教會、商界、團體等合作，舉行貧窮講

座、食物募捐或義工服務等活動，希望更多人士會

關注基層的貧窮情況和需要。本年度共舉行了9次講

座，包括社工受邀請到學校介紹食物銀行的服務，或

有幼稚園、中小學的師生到訪中心參觀，而同學們亦

會在講座後參與義工服務，如：探訪食物銀行服務使

用者、送食物福袋和包裝米糧等。這些義工體驗活動

讓同學們有機會身體力行關心和服侍基層家庭，從而

更了解基層人士的需要，期望這些經歷成為種籽播種

於年輕一代的心中，日後繼續關注基層的生活問題。

3.	支援基層雙非家庭的需要

基層雙非家庭一直是隱蔽的群體，缺乏社會支

援，其處境及需要亦得不到大眾認可。家長由於未能

在港工作賺取收入，家庭經濟負擔沈重，也因身份問

題難以使用公共服務及參與社會活動，失去與人連結

的機會，以致面對問題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見及此，

中心除為這些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外，亦開展一系列關

注基層雙非家庭的工作。過去一年，中心舉辦多項家

長活動、親子外遊和興趣小組，包括和諧粉彩、浮游

花瓶及擴香石工作坊，讓家長有喘息的時間，並建立

互助網絡。社工更會定期家訪及電話慰問了解不同家

庭的情況，支援所需物資，包括新舊電器、抗疫物資

等，為基層雙非家庭提供適切支援，減輕經濟壓力。

基層家庭服務─兒童照顧者
1.	關注照顧者身心健康，推動公眾教育

香港疫情逐步緩和，但對照顧者而言，面對半

日制面授課程及服務調整，仍然需要面對龐大照顧壓

力。因此，我們透過申請婦女動力基金「逆境應對資

助計劃」資助，舉辦減壓活動讓區內婦女關顧自己身

心靈健康，同時透過劇場演出讓她們有更多發聲及社

會參與的機會。參與計劃的照顧者完成十五節劇場工

作坊後，於觀塘海濱發現號藝廊舉行公開演出。參與

街坊表示劇場訓練和演出能令她們抒發照顧壓力和感

受，彼此支持，並提升自信心，以及提升公眾對照顧

者的了解。

兒童以自身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設計社區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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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一直關心照顧者身心健康，因此定期舉

行不同類型喘息活動。去年，中心舉辦照顧者和諧粉

彩、煮食活動、瑜伽活動、製作環保用品等，讓照顧

者暫時放下照顧工作，放鬆自己。我們亦一直鼓勵照

顧者參與義工服務，例如為長者進行上門清潔服務，

探訪活動等，期望照顧者能夠發揮所長，服務社區，

達到助人自助。

2.	提升照顧者育兒技巧，促進家庭關係

基層家庭幼兒照顧者通常是唯一照顧者，需獨

自承擔照顧責任，亦因欠缺照顧幼兒相關的知識和技

巧，與子女常起衝突，影響家庭關係。有見及此，中

心去年與慈慧幼苗親子學堂合作舉辦教兒樂家長培訓

課程，改善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和方法，從而提升家

長培育子女學習的能力和自信心。家長完成課程後，

在與子女相處及溝通上作出改變，親子關係有所改

善，家長亦運用課堂上學習的技巧教導子女，他們反

映子女的社交能力、情緒發展和語言能力均有明顯進

步。

3.	倡議兒童照顧者友善政策

香港缺乏全面的兒童照顧者支援措施，在現行的

照顧者政策中，兒童照顧者經常被排除在外，以致他

們欠缺支援。為了喚起社會大眾對照顧者的關注及改

善照顧者的處境，中心定期參與照顧照顧者平台會議

及行動，倡議完善照顧者政策。去年平台約見九巴商

討照顧者乘車津貼，亦約見不同政府官員就照顧者友

善政策提出建議。

基層家庭服務－兒童
1.	培育兒童成為兒童權利推動大使

《兒童權利公約》列明兒童權利有4種：生存

權、受保護權、發展權與參與權。疫情期間，大部分

基層兒童被迫困在狹窄空間，令接觸對朋友、鄰居、

社區的機會大大減低。有見及此，我們舉辦由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兒童權利組資助的「聲畫童步—兒童參與

權利實驗計劃」，一共招募了22位兒童參與為期一年

的計劃，透過舉辦不同社區創作活動，加強兒童對社

區規劃的分析能力，促進兒童參與改善社區的事務，

進而保障兒童的發展權與參與權。活動包括「社區人

物小誌」，讓居於觀塘的基層兒童訪問或觀察不同社

區人物，進行社區考察，以繪畫社區人物骰仔方式作

田野考察紀錄；「社區地圖創作」讓兒童以自身日常

生活中所發生的事，設計生活地圖，一同將社區的人

和事與及空間設施的改善建議以社區地圖形式呈現；

「聲音故事創作」讓兒童參與創作及錄製故事，經後

期製作後變成不同的社區聲音故事，帶出兒童視野在

社區規劃上的重要性。最後，兒童將各階段的製成品

以成果展形式呈現給公眾，以推廣兒童權利與價值，

並展示兒童權利如何能夠在社區中實踐。

照顧者透過戲場演出訴
說自身經歷，引發共鳴

兒童照顧者製作環保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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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基層兒童學習需要，促進多元智能

發展

受疫情影響，學校以上網/半日學習模式進行授

課，不少基層兒童未能跟上教學進度，因此我們舉辦

'We'-sume支援基層兒童學習計劃，招募導師為兒童進

行網上或實體補習，協助解決兒童學習上的問題。我

們合共招募了31位中學生與3位成人義工導師，以1-3

人一組的形式為15位小學生補習。兒童在導師的支援

下，逐漸跟上學習進度，對學習重拾動力。導師除支

援兒童學習需要，亦會主動關心兒童的生活狀況，讓

兒童感受關愛，建立信任的關係。另外，基層家庭因

經濟困難，在預備兒童學習物資時感到苦惱，我們向

基層兒童派發文具包、書包、鞋券等物資，支援基層

兒童學習物資上的需要，共有340名兒童受惠。

獲Damovo Hong Kong Limited資助，去年暑假我

們安排多項多元智能活動，讓基層兒童可培育多項才

能，並能在疫情後一同探索世界。中心舉辦了參觀書

展活動，讓兒童在書展中使用$200購書津貼購買心儀

的圖書。我們亦舉辦室內歷奇活動，讓兒童學習團體

合作、與人溝通和處理衝突的技巧。此外，兒童自理

能力訓練則由有經驗的幼稚園老師教導，讓幼稚園學

生能為升讀小學打好基礎。

3.	關注學童福祉，倡議政策改善

我們透過兒童權利關注組，推動基層家長關注

兒童權益相關政策，提升他們的社會意識。關注組集

結基層家長對改善基層兒童福祉的意見，向有關部門

反映，以倡議政策改善。去年小組主要討論疫後學

習情況、疫苗通行證降低年齡、綜援檢討、「共創明

teen」及「兒童發展基金」成效等，並就著財政預算

/施政報告作建議。另外，工作員定期參與關注學童

發展權利聯席會議及相關行動，去年聯席主力爭取議

題包括建議政府為每位香港兒童設立「兒童發展戶

口」、為基層兒童提供學習支援津貼、以及為兒童進

行全面身體及精神健康檢查。期望不同政策和措施得

到落實，讓基層家庭與兒童得到全面的保障。 

總結
我們作為一所地區扶貧中心，多年來一直關注觀

塘區內基層工友及家庭面對的生活困難。透過不同的

服務及倡議工作，希望讓區內有需要的街坊可以得到

適切服務之餘，同時希望發揮街坊潛能，回饋社區。

此外，我們透過參與不同的聯席，與更多不同的團體

合作，共同倡導完善政策，令基層市民的生活得到改

善。對於扶貧工作的承擔，我們相信作為一所地區扶

貧中心實在責無旁貸，我們更希望推動更多基層街坊

參與不同的活動，一同建立關愛的社區。

社區生產隊製作手工藝產品在市集擺賣

舉行疫情期間街坊的
失業狀況發佈

會，反映打工仔對失業
援助的訴求

設立街站接觸工友，介紹勞工權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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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
會員統計

年歲 17或以下 18-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90-99 總計

男 335 16 67 114 50 23 5 6 0 616

女 333 32 149 185 46 27 8 9 0 789

1,405

服務統計

活動類別 活動性質及內容摘要 活動節數 服務人次

1. 社區教育及倡導工作

勞工處外展 16 2,717

勞法展覽 22 7,497

勞法講座 4 111

社區教育/講座/社會行動 14 3,200

照顧照顧者平台聯合倡導服務 5 5

對外聯席 36 184

勞法個案跟進 33 131

2. 諮詢服務及個案輔導 勞工法例及強積金電話熱線 148 1,353

3. 小組／組織工作

資訊熱線義工組 2 15

兒童權利關注組 31 659

關社義工服務 6 63

敬媽托兒隊 24 101

幼兒康逸社(核心小組+例會+義工小組) 10 108

家務助理就業社/回饋行動 12 47

4. 就業服務

資訊站偶到服務 176 4,118

職安健就業工作坊 4 23

就業技能班/就業護航/招聘會 23 340

就業選配及跟進 58 435

5. 技能訓練
褓母技能班/增值班 10 72

就業技能班 38 338

6. 婦女互助網絡計劃 婦女健康、興趣、技能分享活動 142 1,436

7. 兒童權益及倡導工作
問卷調查 6 575

凝聚活動 5 22

8. 婦女就業計劃 就業技能培訓班、社區經濟計劃、義工服務等 23 84

9. 扶貧事工－兒童服務 助學文具包派發計劃、探訪、親子活動 267 3,406

10. 神愛社區義工網絡計劃 義工訓練班、義工服務、生命同行計劃 182 1,561 

11. <關懷頻道>刊物出版
有關勞工知識、權益、法例、專題文章分享、

服務推廣及活動花絮 
( 4期) (10,000份)

總數： 1,297 28,601



我現時是一名年過70歲的獨居長者，大約4年前經醫務社工的介紹，認識了中心的食物援助服務。原本我只靠

長者生活津貼生活，交租後生活費所剩無幾。感恩有中心的支援，給我糧食和現金券，減低了買食物的開支，

經濟負擔得以紓緩。以前為了省錢，我一般很少會外出用膳，但自從申請了食物援助服務後，我很開心可以獲

得餐券可以外出吃飯。還有現在年紀大了，比之前多了看醫生，幸好節省了一些食物開支，才能夠應付增加的

醫療費用。

除了提供食物支援，中心的社工亦很關心我各方面的需要。前年先生仍未離開時，當時社工知道我苦惱於為有

吞嚥困難的先生準備食物，便介紹我認識另一間機構提供的軟餐服務。我很感謝中心社工對我各方面的幫助，

知道我有抑鬱的歷史，很關心我的情緒，見面時會為我祈禱，在我丈夫離世那段艱難的日子，給予我許多支

持。

阿麗

我叫阿桃（別名），七年前搬來觀塘安達邨，生了兩個小朋友後，家庭經濟負擔重了，朋友介紹申請神愛關懷

中心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這些食物減輕了我們的經濟壓力。之後，我參加了神愛關懷中心的義工小組和兒童

權利關注組。在兒童權利關注組中我了解到很多關於兒童的福利和權利，也能推介身邊不認識社會福利的朋友

來中心了解。天有不測風雲，今年我檢查身體發現有膽囊腺肌症需要做手術，因病我未能工作，手術費用又十

分龐大，令到本來經濟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神愛關懷中心的社工知道後安慰我不要太擔心，幫我申請基

金解決燃眉之急，中心社工知道沒人陪我入院，還貼心大老遠的陪我入院，我很感恩可以認識到這中心的社

工。

阿桃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
服務申請及活動概況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1. 成功申請服務 324人次
2. 跟進服務 324人次
3. 服務查詢 400人次
4. 派發食物(餐次) 16,611餐次
5. 家庭探訪 7節/328人次
6. 寒衣/電器/物資配對 3,711件/2,591人次
7. 講座/社區推廣 9節/1,173人次
8. 義工服務 24節/259人次
9. 對外聯席會議/行動 /

10. 小組組識工作 /
總服務人次： 5,399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服務內容 數目/服務人次 

1. 成功申請服務 4371個/14,309人次

2. 派發食物 868,203餐次

3. 義工服務 1,285人次

4. 服務推廣 29節/1,285人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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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1)	致力提供各類適切的社區支援服務，回應區內基層及貧困家庭的需要

2)	提升基層家庭面對困難的能力，尤其在工作、日常生活、經濟及教育等各方面

3)	為貧困兒童提供全面的成長及學習支援，以消除因貧窮而對他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4)	透過參與服務社區，推動及鼓勵基層家庭融入社區及作出貢獻

引言
過去一年，我們積極尋找不同資源，為基層家庭提供多元化服務，同渡疫情艱難時刻。當中包括由

公益金資助的「起動計劃—支援熱鍋上的孩子」計劃（於6/2022結束）及「保持連結—疫情下身心靈支

援計劃」、由傅德蔭基金資助的「祝福生命計劃—培育板房小跳豆」、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總議會資助

的「愛鄰舍—與熱鍋上的家庭同行」計劃、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資助的「愛鄰舍—疫境同行」計

劃，以及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資助的「閃耀同行」基層兒童慈惠計劃。過去一年透過不同計劃，

服務超過700個觀塘區內的貧窮家庭。

回望當初，不少新移民聚居觀塘，面對不同的適應困難，服務處於2001年成立新來港人士服務站，

主力為新移民家庭提供支援。然而，區內貧窮問題日益嚴峻，服務處遂於2007年將服務擴展，並改名為

基層家庭服務支援站（簡稱基支站），以支援更多面對不同困境的貧窮家庭，包括低收入、綜援、單親

家庭等。基支站在沒有政府的資助下，一直靠賴社區、商界、教會、學校等團體的多方支持，得以營運

至今，使區內的基層家庭得著幫助，實在恩典處處。

基 層 家 庭 支 援
服 務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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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I. 保持連結—疫情下身心靈支援計劃 

疫情下，基層家庭及長者面都對著經濟困難、

身體及精神健康問題、照顧壓力等，故此，計劃為基

層長者及家長提供個案管理服務，識別他們的需要，

檢視有否出現潛在虐兒或虐老危機。此外，我們為獨

居、雙老長者及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基層家長提供輔

導服務，並為有精神健康風險的兒童進行遊戲治療或

表達藝術治療等服務，紓緩他們因疫情爆發及停課引

致的情緒困擾與不安。計劃亦提供不同興趣活動增強

兒童與他人的連繫，減低防疫措施所引致的孤獨感和

社交焦慮。最後，計劃為有急切需要接受醫療或心理

治療服務的貧窮家庭或長者提供津貼，即時安排接受

有關治療。

1)	輔導治療解憂困

在 家 長 個 案 的 評 估 中 ， 6 4 . 2 % 在 抑 鬱 程 度 、

78.6%在焦慮程度及100%在壓力程度均屬中等至嚴重

水平。輔導員為家長提供正向管教技巧、情緒支援、

處理家庭衝突及疫情下喪親的哀傷治療等。接受服務

後，家長表示情緒得以紓緩，並從輔導中感到被支持

和明白，疏解內心的困惑和負面情緒，肯定自己的能

力；家庭範疇方面，則提升觀察孩子需要的能力及學

習以正向心態和方法面對衝突和困難，親子關係也得

以改善。 

 

在長者個案評估中，分別有83%

在抑鬱程度、66%在焦慮程度及50%

個案在壓力程度屬中等至嚴重水平。

長者過去均有不同的創傷經歷，如

喪失親人及家庭暴力等，輔導員利

用表達性藝術創作、書寫創作及身

體運動等方法，協助長者整理人生

經歷及感受、修復自己與家人的關

係及提升老年時期的生活動力。長者皆表示參與計劃

後，能以正向思維面對困難，對生活及家人產生新的

看法，願意日後多開放自己及嘗試參與社區活動。 

 

部份接受輔導的兒童被確診/懷疑有特殊學習需

要，他們對學校課業缺乏學習動機，對社交感到焦慮

不安，亦缺乏情緒表達的機會。輔導員為兒童透過遊

戲治療及以表達藝術手法協助兒童表達、探索及轉化

內在情緒，提升兒童自我認識和效能感，並學習社交

技巧。兒童表徵問題在輔導後減少，社交技巧及情緒

管理得以改善，家長亦表示孩童的快樂感及自信心均

有所上升。

2)	多元體驗展才能

疫情反覆不定，兒童不論在學習、社交生活及

個人發展等方面都受到巨大的影響。計劃設計多元

化的才藝發展活動，包括：「旱地冰球班」、「至潮

K-Pop小韓星」、「STEM小小工程師班」等，讓兒童

接觸不同運動及學習新技巧，透過反覆練習發掘自身

的能力，並學習與人合作，發揮團隊精神。STEM課程

更能讓兒童發展創意思維，增加他們的解難能力，重

拾學習的樂趣。

3)	關懷服務增連繫

計劃旨在推動基層婦女擔任義工參與社區服務，

回饋社會。去年與長者中心合辦長者探訪關懷活動，

家長美甲班

大豆小豆義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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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需先完成義工訓練課程，學習照顧長者

的技巧，才進行長者探訪活動。婦女們在完

成活動後，均表示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除

了能提升個人自信外，亦提醒她們不要忘記

關心自己的父母及自身精神健康，要多留意社會上有

需要社群，盡自己能力給予幫助。

II. 「祝福生命計劃—培育板房小跳豆」

面對疫情反覆、經濟不景氣及居住環境惡劣，劏

房家庭是最脆弱的一群，飽受多重壓力。計劃針對劏

房家庭的身心社靈及經濟需要，為在危難中的家庭轉

介不同資源及社會服務，並舉辦多元化的兒童、家長

和親子活動，保持兒童的精神健康和家庭和諧。

1)	親子共玩樂趣多

劏房環境狹窄，家庭缺乏足夠活動空間，對家長

和兒童的身心情緒健康構成負面影響。計劃舉辦玩具

及書包圖書館活動，在中心提供適合各年齡層兒童的

優質玩具及圖書，為親子營造玩樂共讀的空間。玩具

及書包圖書館採用預約制，並安排家長義工定期清潔

玩具。家長和兒童可以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一起玩樂

和學習，亦能透過借用服務，將玩具帶回家中。計劃

定期舉辦親子伴讀工作坊及親子幼兒遊戲小組，透過

手工製作、互動遊戲及分享，讓家長掌握培養子女閱

讀興趣的技巧，並認識閱讀和玩樂對兒童成長的重要

性。

2)	全人培育助成長

計劃開展多元化成長、品格及能力培育小組和

活動，包括：「多元

智能幼兒樂」、「動

動 手 輕 黏 土 班 」 、

「兒童社交專注力班」、「我是小拳王

BOXING 班」、「日本劍球初班」、「劍擊入門體驗

班」、「歡樂閃避球班」、「躍動花式跳繩班」等，

為劏房兒童提供潛能發展的機會，提升他們的社交和

專注力，以及解難和情緒管理等能力，建立良好品

格，以助他們健康成長。

3)	家長互助建網絡

計劃每季舉辦家長支援小組及工作坊，包括「跳

豆家長互助小組」、「心靈驛站─成人表達藝術小

組」、「創意鉤織基礎入門班」、「天然肥皂工作

坊」、「劏房木工學堂」、「靚靚美甲入門班」等，

讓家長暫時放下管教煩惱，稍作休息，並透過主題活

動，令生活增添樂趣。家長於小組中分享生活經驗，

彼此鼓勵，並體驗減壓技巧，建立正向價值觀。

我們亦鼓勵家長由受助者轉化成助人者，透過

「小跳豆義工小隊」及「媽媽相聚義工組」，讓家長

接受義工培訓，參與探訪服務和社區關懷活動，回饋

社區。計劃亦組織家長成立「共購/資源分享平台」，

定立共同購買的原則及貨品清單，主動聯絡商戶、批

發商，以較合理的價錢訂購食物及日用品，以節省生

活成本，建立鄰里互助關係。

4)	親子相聚天倫樂

計劃舉辦多項親子活動，包括：「牛油果種子心

日本劍球班

小跳豆家庭晚餐共聚

小跳豆義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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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卡工作坊」、「在家玩具樂」、「親子月亮流體畫

工作坊」、「小跳豆家庭晚餐共聚」，透過手工製作

及玩樂，為參與的家庭創造愉快回憶。此外，部份活

動讓家庭跳出觀塘，如「樹屋田莊歷奇日」、「離島

樂遊遊」、「親子燒烤日」、「樂在鹽田」等，讓家

庭享受大自然，舒緩身心壓力，促進親子互動。

III「愛鄰舍—疫境同行」計劃 

基支站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持續推動基層

宣教工作，連結教會肢體參與服侍，實踐宣教服務結合

的使命。當中「關愛家庭配對」活動為弱勢家庭，如新

來港、單親家庭等，配對成熟熱心的教會義工，讓教友

連結家庭，作家庭的守望者。「傳愛探訪隊」活動亦安

排各堂區教友在平日或節日期間，探訪不同的基層家

庭，聆聽家庭的需要和分擔憂慮，為家庭祝福祈禱。

此外，宣教幹事定期為婦女舉辦信仰小組和查經

班，並與機構社工合作舉辦各類型家長活動，包括：

「性格透視工作坊」、「家庭ME TIME慢活工作坊」

等，讓家長認識信仰，紓緩精神壓力。同時，計劃舉辦

兒童團契，讓孩子透過詩歌分享、遊戲互動、小組等學

習德育、與人相處及正確價值觀，期盼兒童可於真理上

紥根，建立教會生活。另外，計劃亦舉辦不同親子活

動，促進親子關係，並藉活動帶領家庭接觸基督，認識

上帝的愛及全能。

最後，在本年度的基層主日當中，宣教幹事及機

構同工到各堂會分享宣教服務結合的心得。透過基層特

刊及影片分享基層家庭的需要，鼓勵教友身體力行參與

服侍或以捐獻作回應，獲得來自不同堂會的肢體支持及

守望。

IV「閃耀同行」基層兒童慈惠計劃

計劃內容包括「師友同行計劃」、「學業支援」

及兒童成長活動三大元素。師友計劃成功招募了11

位熱心的社區人士，與11名基層小朋友進行配對，以

「友師」角色陪伴兒童成長。師友透過定期接觸和集體

活動，讓小朋友開拓生活視野及發展潛能，協助其建立

正面價值觀。友師亦接觸孩子們的內心世界，給予輔導

與支持。師友們在過程中表現投入，彼此分享想法和踴

躍參與活動，建立深厚的情誼。

 

此外，為減低疫情對學童學習能力及學習態度的

負面影響，基支站持續舉辦功課輔導班，協助初小及高

小學生解決功課及學習上的疑難，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及

自信心面對學業上的挑戰。我們亦同時為兒童舉辦多個

集體及歷奇活動，包括「我都做得到─小領袖日營」、

「樂在南丫」、「樂在鹽田」等，透過不同形式的團隊

合作活動及個人挑戰項目，讓同學們突破自我，解決疑

難及與人合作，達致個人成長。

兒童話劇團

團團圓圓慶中秋

功課輔導班



「祝福生命計劃—培育板房小跳豆」計劃	

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

服務類別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 特殊教育需要評估 20 20

2) 幼兒遊戲小組 896 84

3) 兒童品格培育活動 1,560 192

4) 藝術治療小組 274 41

5) 玩具圖書館 1,091 171

6) 書包圖書館 516 73

7) 兒童及家長輔導 291 291

8) 個案管理及家訪 698 698

9) 家長互助小組 161 20

10) DIY工作坊 200 26

11) 親子活動 1,104 39

12) 家庭晚餐共聚 380 9

13) 健康講座 276 8

14) 義工小組及服務 1,464 233

15) 共購/資源共享平台 397 8

16) 嘉許禮 173 2

總數： 9,501 1,915

*計劃由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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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統計
「保持連結—疫情下身心靈支援計劃」2022

年7月至2023年3月

服務類別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 個案管理(家庭及長者) 1,736 862

2) 輔導服務 (兒童/長者/家
長)

139 139

3) 兒童輔導治療 (遊戲治療
或表達藝術)

59 59

4) 兒童興趣發展小組 554 60

5) 義工活動 585 237

6) 醫療、心理學家評估診斷
服務轉介

196 117

總數： 3,269 1,474

* 計劃由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

總結
疫情雖然緩和穩定，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影響需

要花上更多時間，疫症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打擊、對

基層家庭所造成的傷害、對兒童所造成的學習發展問

題，並不會因疫情暫緩而即時結束，仍然需要持續有

效的服務介入。基支站將繼續努力尋找資源，與社會

各界共同努力，推行多元化的扶貧計劃，持續不繼地

支援區內貧困兒童和家庭，為他們送上適切物資和服

務。我們憑信堅守使命，以愛與貧窮人同行，在社區

中推動祝福和關懷行動，為他們帶來希望，親歷上主

的大愛。

家長組

小小義工隊

至潮k-pop小韓星

關愛家庭配對-燒烤繽紛
樂

樂在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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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舍—疫境同行」計劃」2022年4月至

2023年3月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 關愛家庭配對及 232 32

2）傳愛探訪隊 390 24

3) 幼苗福音事工 177 35

4) 身心靈家長會 200 32

5) 親子家庭活動 300 8

6) 環保傢俱電器配對 167 1

7) 基層特刊 2,000 1

總數： 3,466 133

* 計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宣教服務專款」撥

款資助

我2022年6月來到香港，獨自帶著兩個14歲及8歲女兒生活，因為當時抑鬱及焦慮情緒很高，早上至下午要照

顧女兒，晚上打散工維生，身體和心理狀況疲憊不堪。幸好遇上了基支站的姑娘，讓我即時可以得到經濟及食

物上的援助，並有二手傢電配置，使我不用再從街上拾物資，我亦獲得精神評估診斷服務津貼，讓我即時得到

藥物及醫生的幫助。

初時來港的生活壓力很大，未懂得處理自己情緒，加上未掌握管教技巧，會用體罰方式懲戒女兒，讓其知道犯

錯，過程中也發洩自己的不安和憤怒情緒。姑娘陪我面對很多負面情緒，又教會我冷靜面對衝突的方法，更帶

我去欣賞自己和女兒的優點和長處，慢慢改善與女兒的關係。同時，姑娘幫助我跟小女兒的學校溝通，加強女

兒在學校的適應和學習支援。另外，女兒亦參加中心的遊戲治療及興趣班，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緒，亦認

識了不同朋友。經歷了半年，女兒已經能流暢地說廣東話，更能開開心心跟我介紹她新結識的朋友。

姑娘亦介紹我參與關愛家庭配對計劃，教會的姊妹十分關心我和女兒，最難忘是一起慶祝細女生日，又一起到

郊外燒烤，參加了一些從未體驗的活動。我也為自己作為媽媽感到自豪和開心，因為可以給予女兒好的回憶，

令我更有力量繼續走下去。將來，我也盼望女兒可以好像姑娘般樂於助人，用心對別人，做有意義的事。謝謝

基支站的幫助！

蘇女士(化名)  

很感激小跳豆計劃對我們家庭的關懷照顧，在我人生重大困難之中給予扶持。我在多年前因家中的債務問題離

婚，與前夫離婚後，需要獨力撫養孩子，加上遇著疫情的低潮，本身我的正職工作時間大減，最後更被逼辭去

工作，當時壓力爆煲，看著戶口的積蓄所餘無幾，孩子同時出現很多行為問題，日子很難受，每天都感到焦慮

不安，徬徨無助。

後來得到中心的輔導員主動關心，讓我發現原來一直以來自己也沒有好好看顧自己的情緒，在抒發感受的過

程，我感到確確切切被愛和重視，也明白了自己的需要。輔導員亦為孩子提供輔導服務，孩子在我們父母的婚

姻裡承受了不少壓力，這裡讓他有排解心事的出口，透過不同服務的支援，學習動機亦大大提升，一家人的關

係變得比以前和諧和温暖。

Kay(化名)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閃耀同行」基層兒童慈惠計劃2022年9月至

2023年3月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1) 師友同行計劃 81 12

2) 學業支援計劃 1,022 100

3) 歷奇集體活動 172 5

總數： 1,275 117

* 計劃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慈惠關懷款」撥款

資助



房 屋 關 注 服 務 隊
服務目標：
1.	組織街坊參與基層住屋的倡議工作

2.	提升公眾對基層住屋情況的關注

3.	支援劏房街坊的住屋需要

4.	維繫花園大廈居民的鄰里互助關係

5.	增進花園大廈居民的參與及關注重建計劃

引言
政府公佈最新劏房數據，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字編制的劏房主題報告，顯

示全港劏房數目為107,371，比2016年上升17%，其中九龍區的劏房數目上升近

15,000個，九龍不同分區的數字均告上升，觀塘區現有5,000多個劏房。服務隊

早前開展三年的劏房家庭一站式支援服務「住好啲•觀塘劏房全方位社區支援計

劃」已於去年完結，為了回應劏房家庭的持續需要，我們在周大福慈善基金支持

下開展了名為「社區歇腳點」的劏房照顧者社區支援計劃，透過善用閒置空間建

立社區歇腳點，為1-12歲兒童照顧者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牛頭角花園大廈

二期重建計劃方面，「重建、記憶、歷史─花園大廈社區營造計劃」已於去年完

結，為延續對花園大廈街坊的支援，我們得到周大福慈善基金及攜手扶弱基金的

資助，開展為期三年的「歲月留情─編織共融花園」計劃，推動在花園大廈居住

的不同社群建立社區支援網絡，促進社區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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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觀塘劏房社區支援服務
1.	連結專業團體	改善住屋環境

隨著疫情開始穩定，劏房服務陸續恢復實體活

動。去年，我們邀請了醫護行者舉辦新冠後遺症講

座，讓街坊認識染疫康復後的身體調理方法。我們亦

邀請了「和你驗」社企驗樓師舉辦「和你驗：如何揀

一個好單位」講座，與街坊分享劏房單位陷阱及驗樓

知識，包括分辨單位門鎖、窗戶、插座等安全問題，

同時教授使用簡單工具測試單位有否滲水及結構問

題，讓街坊掌握驗樓知識，做個精明租客。學懂維修

技巧對劏房家庭至為重要，我們與Mr. hammer木工師

傅合作舉辦木工班，教授街坊木工技巧，街坊親自設

計及製作符合自己單位環境的木櫃及椅子，完成課堂

後把學到的知識為有需要的街坊製作傢具，建立互助

網絡。計劃亦組織跨專業義工團，連結教會組成維修

義工隊，由於發現不少劏房單位洗手盤或鋅盤長期沒

有更換隔氣，單位不時釋出異味，成為滋生細菌的溫

床，增加感染疫病風險，故維修義工隊到訪有需要家

庭為他們更換隔氣，並一併處理其他維修問題，改善

街坊的居住環境。

2.	探索社區空間	推動另類消費

計劃連結規劃師及藝術家、劏房居民舉行規劃

工作坊，探索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尋找社區可供休息

及玩樂的公園，從中認識社區規劃的元素。參加者共

同製作及出版《觀塘樂園探險記》小冊子，讓其他居

民能趁暑假期間透過小冊子資訊探索社區，認識社區

規劃標準。另外，計劃於每月恆常舉行共購活動，連

結社區商店、批發商提供各式各樣貨品，支持本地品

牌，為居民提供另類消費且價廉物美選擇，減輕經濟

負擔，同時反思消費模式。

3.	監察租管實施	進行社區教育

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一直關注劏房租務管制條

例執行情況，去年七月進行《要求政府強制業主使用

認可標準租約，主動巡查加強監管》租務管制聯署行

動，要求必須規定業主以政府認可的標準租約與租客

訂立租賃協議、差餉物業估價署主動巡查劏房密集的

大廈以加強執法、及設立起始租金。關注組的街坊走

訪不同劏房集中的大廈張貼海報、派發租務管制條例

簡介及聯署行動資訊，並且舉行街站，增加公眾對條

例的認識，鼓勵街坊就條例表達意見。經過數月努

力，成功收集到1,002個聯署簽名，遂舉行記者會向公

眾表達現時街坊面對的租務問題及提出政策建議，獲

得十多間傳媒報導，引發公眾的關注。此外，關注組

亦聯同不同基層住屋團體分別到差餉物業估價署及地

產代理監管局請願，及以展覽形式展示「全港十大最

有巡查價值劏房大廈」，要求差餉物業估價署主動執

木工班街坊親手製作適合其狹小家居使
用的

木櫃

規劃師及藝術家與劏房居民
一同尋找社區內可供休息及
玩樂的公共空間

關注組舉行記者會

提出劏房租管的改

善建議

社區廚房讓劏房兒童照顧者在設備

齊全的廚房烹調及分享美食



法及地產代理監管局提升監察，保障基層租戶權益。

4.	託兒及喘息服務	為劏房兒童照顧者提

供全面支援

現時政府對兒童照顧者支援不足，基層照顧者因

欠缺資源及社會網絡，往往需獨自面對不同的照顧困

難，精神及身體均承受巨大壓力，居住於劏房的基層

兒童照顧者的處境更為嚴峻。有見及此，我們在周大

福慈善基金支持下開展「社區歇腳點」劏房照顧者社

區支援計劃，計劃連結了三個觀塘區地點建立社區歇

腳點，包括一間中學、一所教會及機構的Methodist 

City Space，在這些地點為照顧者提供託兒及其他支

援服務。計劃招募了15名基層婦女擔任活動指導員，

她們接受培訓後，為1-12歲兒童提供看顧服務及帶領

活動。計劃亦陸續開展不同的喘息減壓活動、互助小

組、社區廚房等，服務超過100名劏房居民。

5.	延續社會房屋		延續適切的居住環境

我們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合作開展的社會

房屋共享計劃已於去年結束，居於我們所營運兩個獨

立單位的家庭已獲派公屋，得到長遠及穩定的居住。

其中一位參與的業主願意繼續租出單位幫助有住屋需

要的劏房家庭，委託我們繼續營運租賃計劃。此外，

我們亦得到一位善長的資助，開展了劏房家庭租金援

助計劃，為劏房家庭提供租金援助，協助遷入宜居的

獨立單位，改善住屋環境及生活質素。

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

1.	努力促成會面	反映居民心聲

花園大廈多個互助委員會一直擔當與房協溝通的

橋樑，後因民政事務處解散全港屋邨的互助委員會，

預計將影響與房協的溝通渠道。隨著疫情過去，重建

關注組重啟實體聚會，並邀請花園大廈二期五座的互

助委員會一同向房協表達意見，表示共同關注花園大

廈重建帶來的一連串問題，同時希望日後能以關注組

作為街坊與房協溝通的正式平台。關注組亦集合了街

坊及花園大廈二期五座互助委員會的意見，整合成意

見書後向房協遞交，表達居民對花園大廈重建的關注

和擔憂，亦希望房協能與居民建立持續溝通平台，並

促成了房協代表於花園大廈與關注組成員直接會面。

會議中房協代表交代了部分與重建相關的細節及考

慮，而居民亦於會議中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及對重建項

目的想法，會面有助促進雙方的了解及溝通。

2.	連結不同社群	推動社區共融

「歲月留情─編織共融花園」計劃以社區共融為

主題，推動在花園大廈居住的不同社群建立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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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說書》其中一位工匠金洙擔任「真人圖書」，向社區人士分
享自身經歷

街坊與青年人策劃手

工藝展覽，展示共同

創作之藝染工藝品

長幼聚腳地的大小朋
友一起製作樂器，為
長幼合奏作準備



網絡。長幼聚腳地以不同形式的活動，如桌遊活動、

新興運動、懷舊集體遊戲、武術、繪畫禪繞畫、共創

小食、創作節慶手作等，讓兒童及長者在輕鬆的環境

下互相了解、認識及交流，促進長幼共融。長者及兒

童參與的方式亦有別於傳統服務提供及接受的單向活

動模式，活動設計上安排不同參加者平等參與，彼此

認識了解及發揮所長，例如長幼進行分組競技活動，

當中一些活動較考驗反應及運動能力，一些則有關歷

史知識及手工藝等，務求長幼雙方能夠各自發揮所

長。此外，亦於活動中加入任務環節，推動長幼之間

進行配對，在小組以外時間主動聯絡關心對方。

計劃為照顧者舉行了身心放鬆活動，由瑜伽導師

教授瑜伽及靜觀，參加者分享日常生活情況，令照顧

者紓緩壓力，並建立互助支援網絡。活動亦嘗試以藍

染創作為介入手法，過程中強調參加者專注當下及自

由創作以達致放鬆心情的效果。

除此之外，計劃亦分別開展了「街坊廚神美食

坊」、「社區共融義工隊」及「社區跨代探訪隊」等不

同小組活動，希望以多元化的介入手法連繫長者、基層

家庭及特殊學習需要的年青人等，促進他們彼此交流，

互相學習，長遠以不同的義工活動於花園大廈建立社區

支援網絡。我們亦於小組活動中物色一些熱心的街坊，

透過義工工作坊訓練他們有關推行活動及接觸街坊的技

巧，讓他們由服務接受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與工作員

共同推動花園大廈社區支援服務，其中一組美食義工為

街坊製作健康小食及養生湯水，在長幼聚腳地協助推行

活動等，參與義工服務的街坊表示這些服務能夠協助他

們建立社交網絡及獲得成功感。

計劃亦舉行了跨代共玩活動，參與家庭一同遊

覽啟德郵輪碼頭及空中花園，促進親子溝通及釋放壓

力。計劃社工亦以個案形式支援花園大廈內個別有需

要的家庭，為他們提供諮詢轉介及個案輔導服務。全

年度共服務297名街坊，面談近900次。

3.	深化社區教育	傳承手工技藝

因應觀塘工業口述歷史計劃《花園說書－工業時

代的觀塘工匠誌》一書的出版，我們於九月進行了該

書之新書發佈會，同場亦邀請嘉賓及書中受訪者擔任

「真人圖書」，分享觀塘昔日工業發展及工人生活情

況，希望進一步向公眾人士分享觀塘工業的發展與盛

衰演變。我們亦持續舉辦花園大廈導賞團，以定向活

動的形式讓參加者遊歷屋邨的特色景點，並透過街坊

的分享，了解屋邨的歷史及生活故事。

我們亦與機構屬下復康服務合作舉辦「巧手生活

技藝坊」，連結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年人及花園大廈

街坊一起參與，活動分為共學班及藝展兩部分。共學

班方面，長者街坊在小組中教導年青人有關車衣方面

的手藝技術，他們亦共同學習有關藍晒技術，一起拍

攝花園大廈的相片應用於藍晒之中。工作員在共學班

安排互相分享環節，讓長者街坊分享舊香港工業時代

的女工生活，亦讓年青人分享自己及時下年青人的想

法，促進不同年代及背景社群之間的認識。在藝展方

面，承接共學班所學，青年人及花園大廈街坊籌備了

一個為期一個月的社區展覽，青年人表示活動有助他

們提升手工藝技能，亦能透過活動掌握與他人溝通和

合作的技巧，他們更於展覽中充當導賞員帶領社區人

士認識他們的作品，以及擔任工作坊導師教導社區人

士手工藝技巧。「巧手生活技藝坊」不單讓青年人傳

承上一輩的手工技藝，更加強兩代人的彼此了解及連

繫。參加者均表示活動有別於一般長者或青少年中心

的活動，能讓他們接觸平時難以接觸的群體並更深入

地認識他們，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不同群體互動

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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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關注組成員與房協職員會面，表達對重建之意見及擔憂



盧妹，別稱阿妹，居於花園大廈已有30多年，現居於花園大廈喜鵲樓，在一次街站宣傳時接觸到負責花園大廈

重建支援計劃的社工，經介紹下參與了長幼聚腳地活動。她形容自己過往在屋邨中較少與其他居民接觸，可謂

「街坊都唔識得幾多個」，參與活動讓自己多了機會接觸其他街坊及小朋友，亦有機會訓練腦筋與運動，長幼

聚腳地已成為自己每星期最期待的節目之一，除了參加活動外，更重要的是能夠與其他街坊及小朋友互動，使

自己感到更年輕、更有活力。

在一次傾談之中，阿妹表達了自己對重建的擔憂，同工講解了重建的流程及注意事項，並邀請她參與重建關注

組。阿妹形容過往一直對重建一知半解，希望了解更多卻無從入手。她在參與關注組的過程中，了解到更多重

建安排的細節，例如重建時間表，重建項目的圖則等等，亦與其他關注組成員

一起討論重建的影響，例如租金水平、居住面積及社區規劃等。

她認為關注組為街坊建立了與房協溝通交流的平台，她形容自己作為星斗市

民，根本難以與房協的管理人員有交流的機會，但參與關注組使自己有機會和

一班居民一起會見房協職員，直接反映自己的擔憂，雖然未必可以得到確切的

承諾，但這個表達意見的機會十分難得，這亦是她第一次就著公共事務向地區

管理者反映意見，她相信持續發聲表達意見將有助改善整個重建安排。

盧妹

阿芳一家三口，為單親家庭，育有兩名兒子，現居住觀塘區內位置偏僻的劏房，因家庭經濟狀況較拮据，阿芳

必須外出從事全職工作，以舒緩經濟壓力。往日當阿芳上班時，幼子在放學後只能獨自前往圖書館數小時，直

至媽媽下班來照顧。

因臨近暑假，幼子需提早放學，令到全職工作的阿芳措手不及，當阿芳正在徬徨擔心是否需要放棄工作時，幸

好當時阿芳正在申請由我們和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協作推行的「童學習─置末來」計劃，該

計劃向4至16歲劏房學童派發一套適合學習需要和符合人體工學的特製書枱，以提升學童在劏房中的學習動機

和脊柱健康。當同工了解阿芳的需要，便介紹她使用「社區歇腳點」的暫託服

務。

暫託服務由受訓的活動指導員提供看顧服務及帶領活動，阿芳的兒子既可在安

全又便利的場所做功課，自己又可以繼續上班維持生計，阿芳頓時放下心頭

大石。阿芳表示幸好有「社區歇腳點」的暫託服務，及時解決了緊急的託兒需

要，繼而令到自己不用再煩惱家庭生計，大大紓緩了繃緊的負面情緒，她十分

感謝計劃的幫助，也會繼續參與計劃的服務。

阿芳

服務受眾/合作伙伴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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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居住問題一直困擾香港市民，劏房儼然是惡劣居住環境最真實的寫照。舊區劏房有增無減，反映基層市民的居

住問題不會短時間得到解決，甚至有惡化的趨勢，對劏房家庭的支援刻不容緩。過去多年我們開展各項計劃支援劏房

家庭的需要，總結多年的經驗，我們確認過去的服務模式能改善街坊的困境，即使沒有資源延續計劃，我們仍會繼續

透過以上方式回應街坊的需要。此外，隨著花園大廈重建的日子愈趨迫近，街坊對重建的關注有增無減，去年促成關

注組與房協首次會面，打開溝通的橋樑，期望將來房協能頻密接觸居民，一方面交代重建進展及搬遷安排，也回應居

民對於租金釐訂及社區設施的關注，建立居民對重建後花園大廈的歸屬感，讓街坊可在「花園」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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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歲月留情-編織共融花園」2022-2023年度	

服務節數及人次

活動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花園Clubhouse─長幼聚腳地 2,292 295

花園茶座─照顧者花園ME 
time

154 36

花園藝坊─Art Basel 132 7

花園共學─巧手生活技藝坊 291 27

花園共廚─街坊廚神美食坊 134 16

花園共生─社區共融義工隊
及就業轉介

36 10

支援長者─社區跨代探訪隊 95 13

支援家庭─個案管理解憂困 819 819

刊物出版及影片拍攝 8,500 /

跨代傳承─創設共融回憶廊 37 6

跨代承傳─發展社區導賞團 183 16

總數： 12,673 1,245

住好啲•觀塘劏房全方位社區支援計劃」

2022-2023年度	(2022年4月至2022年12月)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劏房熱線/偶到服務 229 229

街頭展覽 1,940 17

刊物出版 1,800 3

家訪及個案跟進 156 95

社區活動 30 1

劏房關注組 192 10

約見官員/議員及社會行動 16 7

「住好啲」社區互惠平台 166 18

「食平啲」共購平台 514 19

尋找隱世空間 36 2

觀塘公共空間地圖 1,000 10

維修及木工課程 133 14

租務有法及驗樓講座 46 2

預防疾病小貼士 76 3

防災及安全水電知識講座 48 3

預防勞損話咁易 50 5

「住好啲」社區義工隊 290 18

街坊生活小百科 50 5

劏房探知團 70 6

義工訓練及定期關愛活動 144 8

總數： 6,986 475

「社區歇腳點」2022-2023年度	 (計劃於

2023年2月開始)	服務節數及人次

活動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節數

託管服務及兒童遊樂區 22 6

照顧者減壓活動及喘息空間 15 5

劏房關注組 24 3

社區廚房 19 3

指導員培訓 50 5

總數： 130 22



機 構 大 型 活 動 及
同 工 培 訓

同工凝聚日
一年一度的同工凝聚日於21/5(六)舉行，早上分別於百靈

樓及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以網上及實體方式舉行全體

員工會議。會上向各同事分享過去一年工作、機構年度計劃、

財政預算，以及分組分享各單位的年度工作。午膳後的下午為

分組活動，安排了甜品製作、扒龍舟、立體粉彩、皮革製作、

War	Game及遠足共六項活動予同工參與。各同工表示上午會

議中，全面了解機構去年的工作，特別欣賞第五波疫情下的社

區支援工作；分組時間提供了機會讓各單位同工交流，部分更

即時商討合作計劃。下午的活動中，欣賞機構安排不同類型活

動予同工，在疫情後提供了一個減壓的機會。

「心繫基層 逆境同行」
211 九龍區賣旗日
服務處於2023年2月11日舉行的九龍區賣旗籌款活動，

透過實體及線上賣旗義工形式開展籌款工作。在全體同工的

努力下，共籌得$1,269,094.7，用作支持我們多項非政府津

助服務，包括神愛關懷中心（扶貧中心）、關懷長者中心

（基層長者）、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基層街坊），

以及中央行政（支援各中心服務）。我們十分感謝各界朋友

的熱心支持，身體力行，慷慨解囊，為扶貧工作增添力量。

機構在凝聚日為同工舉辦多項活動，讓
全體同工渡過輕鬆愉快的一天

這位老友記名副其實是一
位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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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大探訪暨聖誕社區日嘉年華
我們與觀塘堂及觀塘循道幼稚園，在每年的聖誕佳節，

都會合作舉行的「百人大探訪」及「點滴情懷溢聖誕社區嘉年

華」，將上帝的祝福帶給社區上每一位朋友。在2022年12月3

日早上舉行的「百人大探訪」，來自各服務單位及教會的義工

及商界義工早上齊集於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聽取探訪

簡介後帶同福袋到區內探訪基層家庭，希望關顧他們的疫後需

要，更將上帝的祝福帶給他們。而12月11日舉行的「點滴情懷

溢聖誕社區嘉年華」，在防疫措施逐漸放寬的情況下，於各中

心舉行規模較少的嘉年華會，現場更設有表演及抽獎環節，希

望為各位街坊加添正能量，預備踏進復常之路。

同工聖誕聯歡會
本年度的同工聖誕聯歡會於12月14日舉行，各服務單位

分別享用豐富午膳後，下午透過線上及實體形式分享詩歌，紀

念耶穌的降生，同時一同參與遊戲活動，拉近同工之間的距

離，彼此祝福問候，同渡歡樂的時刻。

同工培訓
我們相當重視同工的專業水平，並要求同工持續進修掌

握最新知識，與時並進。因此每年都會撥出資源資助專業、文

職及支援服務的同工參與培訓，回應社會急速轉變帶來的新需

要。本年度機構資助同工參加包括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社會服

務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福利署、各大專學院、社福機

構及專業團體所舉辦的專業及技能性培訓，涉及廣泛的專業知

識，由服務管理、個案輔導技巧、藝術治療、精神健康等多項

課程，為全體同工提供最佳的「服務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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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00位義工，浩浩蕩蕩預備出發

參加聖誕聯歡的同工，都獲得一份意外的驚喜

大家都十分雀躍參與久違了的攤位
遊戲



財
政
報
告

2
0
2
2
-2

3

財

政

報

告

64KW
UN

 T
ON

G 
M

ET
HO

DI
ST

 S
OC

IA
L 

SE
RV

IC
E

DE
TA

IL
ED

 IN
CO

M
E 

AN
D 

EX
PE

N
DI

TU
RE

 A
CC

OU
N

T 
FO

R 
TH

E 
YE

AR
 E

N
DE

D 
31

ST
 M

AR
CH

 2
02

3 
   

   
   

   
   

   
   

   
   

   
   

   
   

   
   

   
   

   
  

(F
OR

 M
AN

AG
EM

EN
T 

IN
FO

RM
AT

IO
N

 P
UR

PO
SE

S)
H

ea
dq

ua
rt

er
s

E
ld

er
ly

 S
er

vi
ce

C
om

m
un

it
y 

Se
rv

ic
e

R
eh

ab
ili

ta
ti

on
 S

er
vi

ce
Yo

ut
h 

an
d 

Fa
m

ily
 S

er
vi

ce

20
23

 
To

ta
l

20
22

 
To

ta
l

Ce
nt

ra
l 

Ad
m

in
is

tr
at

io
n

La
m

 T
in

N
ei

gh
bo

ur
ho

od
  

El
de

rl
y 

Ce
nt

re

 E
ld

er
ly

 
C

on
ce

rn
 

C
en

tr
e

D
ai

ly
 M

ea
l 

N
et

w
or

k-
Sh

or
t-

Te
rm

 F
oo

d 
A

ss
is

ta
nc

e 
Se

rv
ic

e

A
ga

pe
 

C
om

m
un

it
y 

C
ar

e 
C

en
tr

e

G
ra

ss
ro

ot
s 

Fa
m

ily
 

Su
pp

or
t 

St
at

io
n

O
n-

si
te

 
P

re
-s

ch
oo

l 
R

eh
ab

ili
ta

ti
on

 
Se

rv
ic

es

H
ap

py
 

Le
ar

ni
ng

 
A

ss
es

sm
en

t 
an

d 
Tr

ai
ni

ng
 

C
en

tr
e

H
ap

py
 

Le
ar

ni
ng

 
P

la
ce

M
et

ho
di

st
 

C
it

y 
Sp

ac
e

Sc
ho

ol
 

Se
rv

ic
e

Fa
m

ily
 L

ife
 

E
du

ca
ti

on

N
ga

u 
Ta

u 
Ko

k 
Yo

ut
h 

In
te

gr
at

ed
 

Se
rv

ic
e 

Ce
nt

re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In
co

m
e

 1
1,

35
4,

74
8.

54
 

 5
,2

61
,7

78
.1

1 
 4

44
,2

03
.9

6 
 5

2,
64

4,
40

0.
45

 
 4

,2
93

,0
74

.9
5 

 7
,1

46
,5

04
.7

5 
 1

3,
17

9,
18

1.
37

 
 3

,1
15

,6
17

.1
2 

 8
,5

60
,6

12
.0

0 
 1

7,
56

9.
00

 
 1

2,
02

0,
66

0.
30

 
 9

87
,5

54
.4

1 
 1

2,
54

7,
88

0.
37

 
 1

31
,5

73
,7

85
.3

3 
 1

45
,0

42
,8

22
.8

9 

E
xp

en
di

tu
re

 (8
,4

25
,6

58
.1

7)
 (5

,3
18

,3
34

.0
3)

 (2
,6

29
,6

80
.3

1)
 (4

5,
28

5,
46

9.
72

)
 (4

,1
95

,2
14

.5
1)

 (7
,4

74
,5

00
.3

8)
 (1

3,
28

9,
26

0.
86

)
 (6

,5
37

,9
27

.0
6)

 (8
,1

60
,9

04
.2

1)
 (6

21
,7

26
.3

4)
 (1

6,
16

9,
93

7.
41

)
 (9

85
,2

00
.4

1)
 (1

1,
92

8,
82

1.
42

)
 (1

31
,0

22
,6

34
.8

3)
 (1

29
,6

08
,7

94
.6

8)

Su
rp

lu
s 

fo
r 

th
e 

ye
ar

 2
,9

29
,0

90
.3

7 
 (5

6,
55

5.
92

)
 (2

,1
85

,4
76

.3
5)

 7
,3

58
,9

30
.7

3 
 9

7,
86

0.
44

 
 (3

27
,9

95
.6

3)
 (1

10
,0

79
.4

9)
 (3

,4
22

,3
09

.9
4)

 3
99

,7
07

.7
9 

 (6
04

,1
57

.3
4)

 (4
,1

49
,2

77
.1

1)
 2

,3
54

.0
0 

 6
19

,0
58

.9
5 

 5
51

,1
50

.5
0 

 1
5,

43
4,

02
8.

21
 

A
tt

ri
bu

ta
bl

e 
to

:
Lu

m
p 

Su
m

 G
ra

nt
 

Fu
nd

 -
   

 -
   

 -
   

 -
   

 -
   

-
 -

   
 -

   
 -

   
 -

   
 -

   
 -

   
 1

59
,9

13
.2

3 
 1

59
,9

13
.2

3 
 1

,3
83

,6
88

.8
1 

P
ro

vi
de

nt
 F

un
d 

- 
E

xi
st

in
g 

St
af

f
 -

   
 -

   
 -

   
 -

   
 -

   
-

 -
   

 -
   

 -
   

 -
   

 -
   

 -
   

 4
2,

30
8.

72
 

 4
2,

30
8.

72
 

 (1
5,

22
5.

18
)

P
ro

vi
de

nt
 F

un
d 

- 
6.

8%
 P

os
ts

 -
   

 -
   

 -
   

 -
   

 -
   

-
 -

   
 -

   
 -

   
 -

   
 -

   
 -

   
 5

75
,0

66
.6

6 
 5

75
,0

66
.6

6 
 5

43
,8

57
.2

9 

Su
bv

en
ti

on
 s

ur
pl

us
 

of
 C

en
tr

al
 It

em
s

 (6
40

,0
00

.0
0)

 -
 -

 7
,3

31
,8

61
.4

6 
 -

 -
 -

 (3
,5

14
,0

15
.5

5)
 -

   
 -

   
 (6

95
,1

89
.3

7)
 -

   
 6

8,
59

2.
00

 
 2

,5
51

,2
48

.5
4 

 4
,4

45
,7

19
.5

6 

Su
bv

en
ti

on
 s

ur
pl

us
 

of
 R

en
t 

an
d 

R
at

es
 

 -
   

 0
.4

0 
 -

   
 (3

,2
64

.0
7)

 -
   

-
 (7

6,
43

2.
00

)
 -

   
 -

   
 -

   
 -

   
 3

,7
54

.0
0 

 (4
0,

59
9.

00
)

 (1
16

,5
40

.6
7)

 (7
00

.6
0)

Su
bv

en
ti

on
 s

ur
pl

us
 

of
 B

lo
ck

 G
ra

nt
 4

99
,3

88
.2

8 
 (7

5,
08

3.
00

)
 -

   
 -

   
 -

   
-

 -
   

 -
   

 -
   

 -
   

 -
   

 (1
,4

00
.0

0)
 (2

08
,2

20
.0

0)
 2

14
,6

85
.2

8 
 3

18
,5

08
.4

6 

Su
bv

en
ti

on
 s

ur
pl

us
 

of
 S

pe
ci

al
 G

ra
nt

s
 (7

4,
77

9.
37

)
-

 -
   

-
-

-
 (4

3,
61

6.
80

)
 -

   
 -

   
 -

   
 -

   
 -

   
-

 (1
18

,3
96

.1
7)

 (1
,6

32
,9

06
.2

8)

Su
bv

en
ti

on
 s

ur
pl

us
 

of
 N

on
-L

SG
 

P
ro

je
ct

s
 -

   
 -

   
-

-
-

 -
 -

 -
 -

   
 -

   
 (4

,4
44

,7
66

.8
3)

 -
   

 -
 (4

,4
44

,7
66

.8
3)

 5
,8

56
,8

81
.1

9 

K
TM

SS
 F

un
d

 2
,3

53
,4

83
.6

5 
 -

   
 -

   
 -

   
 -

   
-

-
 2

40
,6

30
.6

1 
 9

28
,5

47
.3

4 
 -

   
 1

,6
52

,9
59

.8
9 

 -
   

-
 5

,1
75

,6
21

.4
9 

 3
,7

08
,7

12
.6

3 

D
ev

el
op

m
en

t 
Fu

nd
 -

   
 -

   
 (4

79
,4

13
.1

0)
-

 (1
9,

51
8.

60
)

 (1
20

,5
96

.0
6)

 -
   

 -
   

 -
   

 (6
04

,1
57

.3
4)

 -
   

 -
   

 -
   

 (1
,2

23
,6

85
.1

0)
 (1

,1
36

,7
90

.5
0)

Tr
an

sf
er

 f
ro

m
 W

el
l-

P
re

pa
re

d 
fo

r 
th

e 
D

ea
th

 S
er

vi
ce

 f
or

 
th

e 
E

ld
er

ly

-   
  -

   
 (1

85
,8

68
.4

5)
   

-   
-   

-   
-   

-   
-   

 -
   

 -
   

 -
   

 -
   

 (1
85

,8
68

.4
5)

 -
   

Fo
od

 B
an

k 
P

ro
je

ct
 

Fu
nd

 -
 

-
-

-
 5

00
,8

00
.0

2 
 -

   
-

-
 -   

 
 -

   
 -

   
 -

   
 -

   
 5

00
,8

00
.0

2 
 1

13
,9

86
.1

7 

A
ll

oc
at

io
n 

of
 F

la
g 

D
ay

 8
05

,5
79

.6
8 

 -
   

 (2
30

,1
65

.6
3)

-
 (2

30
,1

65
.6

2)
 (3

45
,2

48
.4

3)
 -

   
 -

   
 -

   
 -

   
 -

   
 -

   
 -

   
 -

   
 -

   

Tr
an

sf
er

 s
ur

pl
us

/
(d

ef
ic

it
) 

to
 

st
at

em
en

t 
of

 
fi

na
nc

ia
l 

po
si

ti
on

 (1
4,

58
1.

87
)

 1
8,

52
6.

68
 

 (1
,2

90
,0

29
.1

7)
 3

0,
33

3.
34

 
 (1

53
,2

55
.3

6)
 1

37
,8

48
.8

6 
 9

,9
69

.3
1 

 (1
48

,9
25

.0
0)

 (5
28

,8
39

.5
5)

 -
   

 (6
62

,2
80

.8
0)

 -
   

 2
1,

99
7.

34
 

 (2
,5

79
,2

36
.2

2)
 1

,8
48

,2
96

.6
6 

 2
,9

29
,0

90
.3

7 
 (5

6,
55

5.
92

)
 (2

,1
85

,4
76

.3
5)

 7
,3

58
,9

30
.7

3 
 9

7,
86

0.
44

 
 (3

27
,9

95
.6

3)
 (1

10
,0

79
.4

9)
 (3

,4
22

,3
09

.9
4)

 3
99

,7
07

.7
9 

 (6
04

,1
57

.3
4)

 (4
,1

49
,2

77
.1

1)
 2

,3
54

.0
0 

 6
19

,0
58

.9
5 

 5
51

,1
50

.5
0 

 1
5,

43
4,

02
8.

21
 



KW
UN

 T
ON

G 
M

ET
HO

DI
ST

 S
OC

IA
L 

SE
RV

IC
E

ST
AT

EM
EN

T 
OF

 F
IN

AN
CI

AL
 P

OS
IT

IO
N

 A
S 

AT
 3

1S
T 

M
AR

CH
 2

02
3 

 (F
OR

 M
AN

AG
EM

EN
T 

IN
FO

RM
AT

IO
N

 P
UR

PO
SE

S)
 

 
H

ea
dq

ua
rt

er
s

E
ld

er
ly

 S
er

vi
ce

C
om

m
un

it
y 

Se
rv

ic
e

R
eh

ab
ili

ta
ti

on
 S

er
vi

ce
Yo

ut
h 

an
d 

Fa
m

ily
 S

er
vi

ce

20
23

 
To

ta
l

20
22

 
To

ta
l

C
en

tr
al

 
A

dm
in

is
tr

at
io

n

La
m

 T
in

 
N

ei
gh

bo
ur

ho
od

  
El

de
rl

y 
C

en
tr

e

E
ld

er
ly

 
C

on
ce

rn
 

C
en

tr
e

D
ai

ly
 M

ea
l 

N
et

w
or

k-
Sh

or
t-

Te
rm

 F
oo

d 
A

ss
is

ta
nc

e 
Se

rv
ic

e

A
ga

pe
 

C
om

m
un

it
y 

C
ar

e 
C

en
tr

e

G
ra

ss
ro

ot
s 

Fa
m

ily
 S

up
po

rt
 

St
at

io
n

O
n-

si
te

 
P

re
-s

ch
oo

l 
R

eh
ab

ili
ta

ti
on

 
Se

rv
ic

es

H
ap

py
 L

ea
rn

in
g 

A
ss

es
sm

en
t 

an
d 

Tr
ai

ni
ng

 
C

en
tr

e 
&

 H
ap

py
 

Le
ar

ni
ng

 P
la

ce

M
et

ho
di

st
 

C
it

y 
Sp

ac
e

Sc
ho

ol
  

Se
rv

ic
e

Fa
m

ily
 L

ife
 

E
du

ca
ti

on

N
ga

u 
Ta

u 
K

ok
 Y

ou
th

 
In

te
gr

at
ed

 
Se

rv
ic

e 
C

en
tr

e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H

K
$

N
on

-c
ur

re
nt

 a
ss

et
s

Fi
xe

d 
as

se
ts

 1
4,

09
3.

46
 

 5
0,

99
3.

35
 

 4
76

,2
65

.6
0 

 3
0,

33
3.

34
 

 9
,7

88
.0

0 
 -

   
 1

7,
83

5.
97

 
 3

32
,4

90
.0

0 
 -

   
 -

   
 -

   
 2

8,
95

2.
00

 
 9

60
,7

51
.7

2 
 1

,2
16

,1
90

.3
2 

C
ur

re
nt

 a
ss

et
s

D
ep

os
it

s
 1

21
,3

00
.0

0 
 1

1,
10

0.
00

 
 7

,6
00

.0
0 

 1
29

,7
73

.0
0 

 1
17

,1
10

.0
0 

 -
   

 2
52

,9
11

.0
0 

 1
30

,7
36

.0
0 

 -
   

 -
   

 -
   

 3
9,

00
0.

00
 

 8
09

,5
30

.0
0 

 8
07

,4
30

.0
0 

O
th

er
 r

ec
ei

va
bl

es
 5

86
,1

67
.0

3 
 2

1,
78

3.
00

 
 6

8,
51

2.
00

 
 3

3,
85

1.
00

 
 1

,9
91

,7
98

.6
5 

 5
6,

55
1.

80
 

 1
6,

10
9.

20
 

 1
,5

23
,7

21
.8

1 
 2

,7
65

.0
0 

 1
69

,0
95

.0
0 

 2
,0

00
.0

0 
 1

9,
80

0.
00

 
 4

,4
92

,1
54

.4
9 

 6
,2

17
,2

21
.8

4 

C
as

h 
at

 b
an

ks
 1

4,
69

9,
57

6.
85

 
 1

,3
43

,9
92

.4
2 

 8
6,

48
2.

16
 

 8
,6

38
,3

80
.7

3 
 1

,2
96

,7
57

.7
6 

 2
,2

30
,5

72
.7

1 
 -

   
 3

,0
23

,6
80

.7
2 

 -
   

 6
,9

12
,6

70
.4

8 
 -

   
 1

3,
34

9,
56

4.
50

 
51

,5
81

,6
78

.3
3 

56
,9

82
,1

71
.6

6 

C
as

h 
in

 h
an

d
 4

,0
00

.0
0 

 4
,0

00
.0

0 
 4

,0
00

.0
0 

 2
,0

00
.0

0 
 4

,0
00

.0
0 

 1
,5

00
.0

0 
 2

,0
00

.0
0 

 4
,0

00
.0

0 
 1

,5
00

.0
0 

 -
   

 1
,5

00
.0

0 
 4

,0
00

.0
0 

 3
2,

50
0.

00
 

 2
9,

00
6.

90
 

 1
5,

41
1,

04
3.

88
 

 1
,3

80
,8

75
.4

2 
16

6,
59

4.
16

 
 8

,8
04

,0
04

.7
3 

 3
,4

09
,6

66
.4

1 
 2

,2
88

,6
24

.5
1 

 2
71

,0
20

.2
0 

 4
,6

82
,1

38
.5

3 
 4

,2
65

.0
0 

 7
,0

81
,7

65
.4

8 
 3

,5
00

.0
0 

 1
3,

41
2,

36
4.

50
 

56
,9

15
,8

62
.8

2 
64

,0
35

,8
30

.4
0 

Su
bv

en
tio

n 
su

rp
lu

s 
to

 E
du

ca
tio

n 
an

d 
M

an
po

w
er

C
ur

re
nt

 l
ia

bi
lit

ie
s

   

O
th

er
 p

ay
ab

le
s

 7
74

,1
81

.9
2 

 4
,9

40
.0

0 
 9

,5
60

.0
0 

 4
3,

60
0.

00
 

 1
,6

00
,9

37
.1

0 
 4

4,
94

5.
60

 
 1

1,
85

6.
00

 
 6

30
,0

26
.0

0 
 1

,7
13

.0
0 

 2
1,

64
8.

50
 

 9
88

.0
0 

 1
1,

85
6.

00
 

 3
,1

56
,2

52
.1

2 
 3

,6
83

,9
00

.9
2 

Su
bv

en
tio

n 
(d

ef
ic

it)
/s

ur
pl

us
 o

f R
en

t 
an

d 
R

at
es

 -
   

 0
.4

0 
 -

   
 (

3,
26

4.
07

)
 -

   
 -

   
 (

76
,4

31
.4

0)
 -

   
 -

   
 -

   
 3

,7
54

.0
0 

 (
40

,5
95

.6
0)

 (
11

6,
53

6.
67

)
 (

69
6.

90
)

Su
bv

en
tio

n 
(d

ef
ic

it)
/s

ur
pl

us
 o

f 
C

en
tr

al
 It

em
s

 -
   

 -
   

 -
   

 1
1,

81
7,

38
0.

82
 

 -
   

 -
   

 -
   

(4
,4

22
,3

83
.4

8)
 -

   
 (

69
5,

18
9.

37
)

 -
   

 1
,3

52
,7

82
.0

0 
 8

,0
52

,5
89

.9
7 

 4
,7

11
,4

53
.4

3 

Su
bv

en
tio

n 
su

rp
lu

s 
to

 E
du

ca
tio

n 
an

d 
M

an
po

w
er

 -
   

 -
   

 -
   

 -
   

 -
   

 -
   

 -
   

 -
   

 -
   

 -
   

 -
   

 8
,7

99
.8

1 
 8

,7
99

.8
1 

 3
00

.6
9 

Su
bv

en
tio

n 
su

rp
lu

s 
of

 B
lo

ck
 G

ra
nt

 1
,6

80
,3

19
.7

4 
 -

   
 -

   
 -

   
 -

   
 -

   
 -

   
 -

   
 -

   
 -

   
 -

   
 -

   
 1

,6
80

,3
19

.7
4 

 1
,4

65
,6

34
.4

6 
Su

bv
en

tio
n 

su
rp

lu
s 

of
 S

pe
ci

al
 

G
ra

nt
s

 1
62

,3
44

.7
3 

 -
   

 -
   

 (
57

5,
12

5.
00

)
 -

   
 -

   
 (

43
,6

16
.8

0)
 -

   
 -

   
 6

,9
37

,0
54

.1
2 

 -
   

 -
   

 6
,4

80
,6

57
.0

5 
18

,3
78

,2
34

.0
5 

 2
,6

16
,8

46
.3

9 
 4

,9
40

.4
0 

 9
,5

60
.0

0 
 1

1,
28

2,
59

1.
75

 
 1

,6
00

,9
37

.1
0 

 4
4,

94
5.

60
 

 (
10

8,
19

2.
20

)
(3

,7
92

,3
57

.4
8)

 1
,7

13
.0

0 
 6

,2
63

,5
13

.2
5 

 4
,7

42
.0

0 
 1

,3
32

,8
42

.2
1 

19
,2

62
,0

82
.0

2 
28

,2
38

,8
26

.6
5 

N
et

 c
ur

re
nt

 a
ss

et
s

 1
2,

79
4,

19
7.

49
 

 1
,3

75
,9

35
.0

2 
15

7,
03

4.
16

 
 (

2,
47

8,
58

7.
02

)
 1

,8
08

,7
29

.3
1 

 2
,2

43
,6

78
.9

1 
 3

79
,2

12
.4

0 
 8

,4
74

,4
96

.0
1 

 2
,5

52
.0

0 
 8

18
,2

52
.2

3 
 (

1,
24

2.
00

)
 1

2,
07

9,
52

2.
29

 
37

,6
53

,7
80

.8
0 

35
,7

97
,0

03
.7

5 

To
ta

l 
as

se
ts

 le
ss

 c
ur

re
nt

 l
ia

bi
lit

ie
s

 1
2,

80
8,

29
0.

95
 

 1
,4

26
,9

28
.3

7 
63

3,
29

9.
76

 
 (

2,
44

8,
25

3.
68

)
 1

,8
18

,5
17

.3
1 

 2
,2

43
,6

78
.9

1 
 3

97
,0

48
.3

7 
 8

,8
06

,9
86

.0
1 

 2
,5

52
.0

0 
 8

18
,2

52
.2

3 
 (

1,
24

2.
00

)
 1

2,
10

8,
47

4.
29

 
38

,6
14

,5
32

.5
2 

37
,0

13
,1

94
.0

7 

Su
rp

lu
s/

(d
ef

ic
it

) 
of

 S
er

vi
ce

 U
ni

t
 1

4,
09

3.
46

 
 5

0,
99

3.
35

 
(6

52
,7

87
.9

7)
30

,3
33

.3
4 

 (
13

5,
17

9.
36

)
(2

,3
02

,6
51

.1
2)

 1
7,

83
5.

97
 

 1
,4

11
,0

81
.3

4 
 -

   
 (

66
2,

28
0.

80
)

 -
   

 2
8,

95
2.

00
 

(2
,1

99
,6

09
.7

9)
 3

79
,6

26
.4

3 

A
cc

um
ul

at
ed

 F
un

d

K
TM

SS
 F

un
d

 4
00

,0
00

.0
0 

 -
   

 -
   

 -
   

 -
   

 -
   

 -
   

 -
   

-
-

 -
   

 -
   

 4
00

,0
00

.0
0 

 4
00

,0
00

.0
0 

D
es

ig
na

te
d 

Fu
nd

s

D
ev

el
op

m
en

t 
Fu

nd
 2

6,
76

5,
51

0.
56

 
 -

   
 -

   
 -

   
 -

   
 -

   
 -

   
 -

   
 -

   
 -

   
 -

   
 -

   
26

,7
65

,5
10

.5
6 

22
,8

13
,5

74
.1

7 

E
m

er
ge

nc
y 

A
ss

is
ta

nc
e 

Fu
nd

 1
,0

87
,1

80
.4

2 
 -

   
 -

   
 -

   
 -

   
 -

   
 -

   
 -

   
 -

   
 -

   
 -

   
 -

   
 1

,0
87

,1
80

.4
2 

 1
,3

94
,1

18
.8

2 
W

el
l-

pr
ep

ar
ed

 f
or

 t
he

 D
ea

th
 

Se
rv

ic
e 

Fu
nd

 f
or

 t
he

 E
ld

er
ly

 -
   

 -
   

 -
   

 -
   

 -
   

 -
   

 -
   

 -
   

 -
   

 -
   

 -
   

 -
   

 -
   

 1
65

,5
73

.8
5 

Fo
od

 B
an

k 
P

ro
je

ct
 F

un
d

 -
   

 -
   

 -
   

 -
   

 1
,8

50
,4

27
.1

6 
 -

   
 -

   
 -

   
 -

   
 -

   
 -

   
 -

   
 1

,8
50

,4
27

.1
6 

 1
,3

49
,6

27
.1

4 

Lu
m

p 
Su

m
 G

ra
nt

 F
un

d
 -

   
 -

   
 -

   
 -

   
 -

   
 -

   
 -

   
 -

   
 -

   
 -

   
 -

   
 6

,3
94

,6
76

.9
9 

 6
,3

94
,6

76
.9

9 
 6

,7
05

,4
86

.7
9 

P
ro

vi
de

nt
 F

un
d 

(E
xi

st
in

g 
St

af
f)

 -
   

 -
   

 -
   

 -
   

 -
   

 -
   

 -
   

 -
   

 -
   

 -
   

 -
   

 2
7,

08
2.

00
 

 2
7,

08
2.

00
 

 (
9,

61
6.

72
)

P
ro

vi
de

nt
 F

un
d 

(6
.8

%
 P

os
ts

)
 -

   
 -

   
 -

   
 -

   
 -

   
 -

   
 -

   
 -

   
 -

   
 -

   
 -

   
 4

,2
89

,2
65

.1
8 

 4
,2

89
,2

65
.1

8 
 3

,8
14

,8
03

.5
9 

 2
8,

26
6,

78
4.

44
 

 5
0,

99
3.

35
 

(6
52

,7
87

.9
7)

 3
0,

33
3.

34
 

 1
,7

15
,2

47
.8

0 
(2

,3
02

,6
51

.1
2)

 1
7,

83
5.

97
 

 1
,4

11
,0

81
.3

4 
 -

   
 (

66
2,

28
0.

80
)

 -
   

 1
0,

73
9,

97
6.

17
 

38
,6

14
,5

32
.5

2 
37

,0
13

,1
94

.0
7 

2
0
2
2
-2

3

財

政

報

告

65



財 務 摘 要
  2022-2023 2022-2023 

收入 Income  數額(港元$) 百分比(%)

政府資金(恆常資助) Government Recurrent Subvention   87,565,926.10   66.55

政府資金(項目計劃) Government Project Fund   9,295,174.52   7.06

政府資金(由政府管理的慈善基金) Government Administered Fund   536,218.08   0.41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4,322,308.79   3.29

捐款及籌款收入 Income from Donatio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y   3,647,469.16   2.77

服務及活動收費 Service & Programs Fee   23,619,041.36   17.95

投資及利息 Investment and Interest    35,363.62  0.03

其他收入 Others Income  2,552,283.70 1.94

總收入 Total Income 131,573,785.33   100.00

支出 Expenditure 數額(港元$) 百分比(%)

服務/活動支出 Service & Program Expenses   123,433,976.72   94.21

籌款開支 Fundraising Costs   118,266.58   0.09

職員培訓 Staff Development  335,300.28   0.26

行政開支 Administrative Costs  6,689,934.16   5.11

折舊 Depreciation  445,157.09   0.34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131,022,634.83   100.00

賣旗日善款安排

本年度賣旗日善款已平均分配予神愛關懷中心、關懷長者中心、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及中央行政營運費。

整筆撥款及強積金儲備

本年度整筆撥款及強積金儲備，經董事會通過，用作同工培訓、醫療津貼及為非定影員工多供一個月強積金。

有關津助服務的年度財政報告詳情，請到以下網址：https://www.ktmss.org.hk/publication

服務/活動支出 Service & 
Program Expenses

籌款開支 Fundraising Costs

職員培訓 Staff Development

行政開支 Administrative Costs

折舊 Depreciation

政府資金(恆常資助) 
Government Recurrent 
Subvention 

政府資金(項目計劃) 
Government Project Fund

政府資金
(由政府管理的慈善基金) 
Government Administered 
Fund

香港公益金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捐款及籌款收入 
Income from Donatio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y 

服務及活動收費
Service & Programs Fee

投資及利息 
Investment and Interest

其他收入 Oth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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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向以下團體和機構對機構之大力支持與捐助致以衷心謝意：

1) 贊助基金   

 利希慎基金 李國賢基金會 李錦記家族基金

 周大福慈善基金 思源基金會 香港生活基金有限公司

 婦女動力基金 陳張敏聰夫人慈善基金 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

 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榮華慈善基金 擇善基金會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攜手扶弱基金 古天樂慈善基金

 

2) 商業公司、社會企業及私人機構

 Am hair studio CleanMagic Company Limited Craft Story Hong Kong

 Damovo Hong Kong Ltd Dog hill行為調整訓練中心 Flair Iron 香港調酒工作室

 Generation Hong Kong Teaddict Jikka

 天慧集團 Y製作有限公司 中醫村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生誠教育有限公司 信和集團 

 烘焙小天地 香港生命力慈善機構 香港和民集團

 甜森林甜品教室 御華陽慈善社 逸林酒店 

 笠笠咖啡 復修辦館 嘉靈集團 

 群藝社 嘉里集團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銀杏館 銀鉀之聲 騰訊 

 樂瘋桌上遊戲有限公司 瞳視一家 

 NEC Platform Technologies Hong Kong Limited

 健康和諧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有限公司  

3) 政府及相關部門	

 社會福利署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浸信會醫院 觀塘民政事務處 

4) 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及教會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所有教會、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幼兒學校、寶雅幼兒學校、天恩幼兒學校、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花園大廈浸信會 FOOD-CO Hope of the City

 惜食堂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豐和逸勵-社區照顧者關懷計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由於篇幅有限，恕未能盡錄所有善長芳名。機構謹此向各位曾經協助推行服務、活動及籌款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並且感謝各界

傳媒協助推廣機構的服務。



4)  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及教會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公益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立志啟航」青年獎學金計劃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天純幼稚園 保良局方王錦全幼稚園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 花園大廈浸信會幼兒學校 基督教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保良局葉吳彬彬幼稚園 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 基督教聖約教會司務道幼稚園 

 港澳信義會翠恩幼稚園 港澳信義會錫安紀念幼稚園 深培中英文幼稚園 

 聖巴拿巴堂幼稚園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九龍靈光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鑽石山浸信會美欣幼稚園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佛教志蓮小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雲泉小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閩僑小學 文理書院(九龍)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佛教何南金中學 啓

 啓思中學 培正中學 高雷中學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梁式芝書院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嘉諾撒書院 瑪利曼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屯輝長者學苑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港專)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將軍澳宣道幼稚園

 基督教聖約教會小天使（天盛）幼稚園

5) 熱心人士

 Alton Wong Fan Club Chan Man Yu Edan Lui Fan Club

 Joe Wong Leung Kwok Yip Leung Po Ching

 Leung Yee Ting 家強董事義工團 趙奕熹

 薛任能 譚江明 譚祖明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由於篇幅有限，恕未能盡錄所有善長芳名。機構謹此向各位曾經協助推行服務、活動及籌款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並且感謝

各界傳媒協助推廣機構的服務。

謹此向以下團體和機構對機構之大力支持與捐助致以衷心謝意：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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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辦事處 Headquarters 電話 Tel : 2342 2431
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傳真 Fax : 2342 6989
Flat A,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ktmss@ktmss.org.hk

網址 Website : www.ktmss.org.hk

2. 青少年服務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245
Ngau Tau Kok Youth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傳真 Fax : 2709 045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電郵 E-mail : ntkit@ktmss.org.hk
189, Ngau Tau Kok Road, The Central Plaza,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Methodist City Space 電話 Tel : 2342 0844
九龍觀塘觀塘道370號創紀之城三期6樓602-603室 傳真 Fax : 2342 6199
Room 602-603, 6/F, Millennium City, Phase III, 370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mcs@ktmss.org.hk

3. 幼兒服務 Child Care Service
「陽光幼苗」學前社會工作服務 電話 Tel : 2342 6668
Sunshine Kids—Pre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傳真 Fax : 2342 3323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skpsw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陽光幼苗 - 學前單位社會工作服務 電話 Tel : 2342 2300
Sunshine Kids—Social Work Service for Preschool Institutions(E/W3) 傳真 Fax : 2342 2338
香港北角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17樓1709-10號室 電郵 E-mail : ccsnp@ktmss.org.hk
Rm 1709-10, Olympia Plaza, North Point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4. 復康服務REHABILITATION SERVICE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244
Happy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Centre 傳真 Fax : 2345 267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r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樂學幼苗中心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電話 Tel : 2342 2800
Happy Learning Sprouts -- On-site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 傳真 Fax : 2342 2633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1008-1009室 電郵 E-mail : oprs@ktmss.org.hk
Unit 1008-1009, Telford House, 16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東九龍區) 電話 Tel : 2342 1818
Pilot Scheme on New Service Protocol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傳真 Fax : 2342 3330
九龍灣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大廈709室 電郵 E-mail : adhd@ktmss.org.hk
Room 709, 7/F., Chevalier Commercial Centre, 8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5. 長者服務 Elderly Service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電話 Tel : 2346 6775
Lam Ti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傳真 Fax : 2346 6460
九龍藍田平田邨平仁樓地下5號 電郵 E-mail : ltnec@ktmss.org.hk
Unit 5, G/F., Ping Yan House, Ping Tin Estate, Lam Tin, Kowloon

關懷長者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452
Elderly Concern Centre 傳真 Fax : 2342 2310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97號玉蓮台第一座G-003室 電郵 E-mail : ecc@ktmss.org.hk
Flat G-003, G/F., Lotus Tower 1, Kwun Tong Garden Estate, 297 Ngau Tau Kok Road, Kowloon

6.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入息改善服務隊 電話 Tel : 2727 6036
Income Enhancement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727 6076
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榕樓地下1-10號神愛關懷中心 電郵 E-mail : accc@ktmss.org.hk
Agape Community Care Centre, 1-10, G/F., Tsui Yung House, Tsui Ping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基層家庭服務隊 電話 Tel : 2342 3710
Grassroots Family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345 267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gfs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社會保障服務隊 --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 電話 Tel : 2342 2322
Social Protection Service Team -- Daily Meal Network – Short-term Food Assistance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342 2363

九龍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中心10樓1014室 電郵 E-mail : dmn@ktmss.org.hk
Unit 1014,10/F, Chevalier Commercial Centre, 8 Wang Hoi Road, Kowloon

房屋關注服務隊 
Housing Concern Service Team 電話 Tel : 2342 3038
九龍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B室 傳真 Fax : 2342 6989
Flat B,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hcst@ktmss.org.hk

服
務
單
位
總
覽

2
0
2
2
-2

3

服

務

單

位

總

覽

69



觀塘是全港最貧窮的一個社區。本處透過開辦的社區食物銀行、長者飯堂、長者生死教育及殯葬服務、互助

二手店、平價趁墟、社會企業、就業服務、清貧學童學習支援計劃，以及緊急援助基金等扶貧項目，以回應

區內貧窮人的需要。當中包括不少生活在困苦中的低收入、單親、新來港及綜援家庭、貧窮兒童及青少年、

獨居長者、以及長期失業人士等。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靠賴舉辦籌款活動，向社會人士籌募捐款，以維持及

發展這些非政府資助的扶貧服務。我們需要您鼎力支持本處的籌款活動，不但襄助我們救急解困，也表達與

貧窮人逆境共生的守望之情。

□ 本人/本公司願意每月捐款     

□ 本人/本公司願意單次捐款

 金額：港幣 □$1,500       □$900       □$600        □$300      □其他：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支票號碼：                        (銀行名稱：                                     ) 

□ 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030 - 010292 - 004

□ 網上捐款：http://www.ktmss.org.hk/donationmethods/，

 請保留捐款參考編號

□ 7-ELEVEN 現金捐款

 請攜同捐款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以現金捐款 

 (最低捐款額為$100)，完成後請保留交易收據。

捐款者資料：

捐款公司：                            聯絡人姓名：                        先生/女士

捐款人姓名：                                        先生/女士  捐款參考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機構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準確無誤及妥善儲存你的個人資料。我們會運用你的個人

資料，作為日後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課程邀請、收集意見、研究、調查以及履行法律授權或規定

的職責之用途。你可以隨時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亦可要求本機構暫停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為通訊及宣傳之

用。如果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欄加上號表示： 

□ 本人不同意機構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 所有港幣 $100或以上之捐款，將獲發收據作申請減免稅項之用。

☆ 請將捐款回條連同劃線支票/銀行入數紙/7-ELEVEN交易收據寄回下列地址，以便發出正式收據。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中央行政

 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42 2431與行政部職員聯絡。

(適用於網上捐款)

1. 總辦事處 Headquarters 電話 Tel : 2342 2431
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傳真 Fax : 2342 6989
Flat A,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ktmss@ktmss.org.hk

網址 Website : www.ktmss.org.hk

2. 青少年服務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245
Ngau Tau Kok Youth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傳真 Fax : 2709 045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189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電郵 E-mail : ntkit@ktmss.org.hk
189, Ngau Tau Kok Road, The Central Plaza,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Methodist City Space 電話 Tel : 2342 0844
九龍觀塘觀塘道370號創紀之城三期6樓602-603室 傳真 Fax : 2342 6199
Room 602-603, 6/F, Millennium City, Phase III, 370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mcs@ktmss.org.hk

3. 幼兒服務 Child Care Service
「陽光幼苗」學前社會工作服務 電話 Tel : 2342 6668
Sunshine Kids—Pre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傳真 Fax : 2342 3323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skpsw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陽光幼苗 - 學前單位社會工作服務 電話 Tel : 2342 2300
Sunshine Kids—Social Work Service for Preschool Institutions(E/W3) 傳真 Fax : 2342 2338
香港北角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17樓1709-10號室 電郵 E-mail : ccsnp@ktmss.org.hk
Rm 1709-10, Olympia Plaza, North Point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4. 復康服務REHABILITATION SERVICE
樂學評估及訓練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244
Happy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Centre 傳真 Fax : 2345 267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r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樂學幼苗中心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電話 Tel : 2342 2800
Happy Learning Sprouts -- On-site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 傳真 Fax : 2342 2633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1008-1009室 電郵 E-mail : oprs@ktmss.org.hk
Unit 1008-1009, Telford House, 16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東九龍區) 電話 Tel : 2342 1818
Pilot Scheme on New Service Protocol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傳真 Fax : 2342 3330
九龍灣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大廈709室 電郵 E-mail : adhd@ktmss.org.hk
Room 709, 7/F., Chevalier Commercial Centre, 8 Wang Hoi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5. 長者服務 Elderly Service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電話 Tel : 2346 6775
Lam Ti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傳真 Fax : 2346 6460
九龍藍田平田邨平仁樓地下5號 電郵 E-mail : ltnec@ktmss.org.hk
Unit 5, G/F., Ping Yan House, Ping Tin Estate, Lam Tin, Kowloon

關懷長者中心 電話 Tel : 2342 2452
Elderly Concern Centre 傳真 Fax : 2342 2310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97號玉蓮台第一座G-003室 電郵 E-mail : ecc@ktmss.org.hk
Flat G-003, G/F., Lotus Tower 1, Kwun Tong Garden Estate, 297 Ngau Tau Kok Road, Kowloon

6.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入息改善服務隊 電話 Tel : 2727 6036
Income Enhancement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727 6076
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榕樓地下1-10號神愛關懷中心 電郵 E-mail : accc@ktmss.org.hk
Agape Community Care Centre, 1-10, G/F., Tsui Yung House, Tsui Ping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基層家庭服務隊 電話 Tel : 2342 3710
Grassroots Family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345 2676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251號百靈樓地下 電郵 E-mail : gfss@ktmss.org.hk
G/F., Pak Ling Lau, 251 Ngau Tau K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社會保障服務隊 -- 「天糧網」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 電話 Tel : 2342 2322
Social Protection Service Team -- Daily Meal Network – Short-term Food Assistance 
Service Team 傳真 Fax : 2342 2363

九龍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中心10樓1014室 電郵 E-mail : dmn@ktmss.org.hk
Unit 1014,10/F, Chevalier Commercial Centre, 8 Wang Hoi Road, Kowloon

房屋關注服務隊 
Housing Concern Service Team 電話 Tel : 2342 3038
九龍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B室 傳真 Fax : 2342 6989
Flat B,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郵 E-mail : hcst@ktm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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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九龍觀塘偉業街135號特格中心6樓A室
Flat A, 6/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Tel：2342 2431     傳真 Fax：2342 6989
電郵 E-mail：ktmss@ktmss.org.hk     
網址 Website：www.ktms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