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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每隔星期三於《am730》刊登「人情味.Net」專欄，
由基金委員會主席關則輝先生及副主席陳國康教授撰寫，與市民大眾分
享社會資本的人情味故事。

本節「疫下顯關懷」收錄由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基金資助計劃團隊在
疫情期間建立互助網絡、支援社區的一系列人情味故事。如欲閱讀其他主
題的人情味故事，歡迎瀏覽基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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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大眾的生活，但在逆境中，

社會資本的價值及基金資助計劃團隊所編織的網絡

正好發揮作用，適時地在社區為有需要的市民

遮風擋雨，激發起一個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

人情味故事。

疫 下 顯 關 懷



疫下顯關懷

 「長者一打開門，看到我們特地送上白米和口罩等，都先是一
面驚訝，然後千恩萬謝。他們為備受關懷而感動，我們則為能幫上忙
而安慰，大家都感到很温暖。」葵芳愛鄰社 (愛鄰社) 主席陳順珍分享派送
防疫物資的感受。 

 愛鄰社在葵芳推行「耆義恩典」社區健康發展計劃註，透過建立「健康指導員」義工
網絡，支援長者的身、心、社、靈健康需要。惟近月新型肺炎肆虐，所有活動都取消了，
長者們不是足不出戶，就是為搜購防疫物品而奔波，兩者都令人憂心。

      「不少長者因沒有口罩而不敢外出，無奈我們這些小型機構資源有限，無力滿足所
需。」幸運地，機構雖小，地區的社會資本卻不少。經熱心人士聯繫，有善長、團體、
企業紛紛捐出潔手液、食米和口罩等，供愛鄰社派發給有需要的長者。

 退休護士孔玉華是其中一位派發物資的義工，她相信只要做好個人衞生，便不用擔
心受感染。「在困難的時期，大家應該互相扶持，共度難關。我們上門的時候，有長者
正對着空空的米缸發愁，也有長者連一個口罩也沒有，我們的支援就像及時雨，解決了
他們的燃眉之急。」

 在黑暗中，人性的光輝特別耀眼。抗疫的日子不易過，但香港人的團結有目共睹，
那份濃濃的人情味便是社會的良藥。憑着「你幫我，我幫你」的互助精神，香港人一定
能打好這一場仗。

註：「耆義恩典」社區健康發展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葵芳愛鄰社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3月4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玉華(左)為長者送上白米、口罩和潔手液。

「疫」 境 見 人 情



疫下顯關懷

 市井旁的空地是往昔鄉郊村民的聚腳點。錦田和八鄉就有這樣的一口
「市井」，凝聚區內的多元種族，讓社區變得團結共融。

 「市井」社區平台 (錦田x八鄉)註 (下稱「市井」) 是一項社會資本計
劃，負責人文國輝表示：「除了本土居民外，區內有不同種族人士聚居，
如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非洲⋯⋯我們希望透過義工服務、交流活動
及電子平台等，建立跨種族的共融網絡，加強居民的互助與互信。」

 近月新型肺炎橫行，居民的守望相助更形重要。「市井」推出「一人一口罩行動」，
在社區收集口罩，轉贈予有需要人士。居民、區內商戶對行動大力支持。葉太是茶座老
闆，亦響應行動，借出其店舖作為收集站。她說：「這裏的居民都很團結，平日有狗隻走
失，街坊也會熱心幫忙尋找；防疫這樣的大事，大家更是義不容辭。」

 在短短半個月，計劃已收集得三千多個口罩。巴基斯坦籍青年Waleed是負責向少數
族裔街坊派發口罩的義工，「在異鄉生活並不容易，尤其是一些尋求庇護人士，有些連基
本食物也不足夠，在疫症期間便更加徬徨，很需要別人的關懷和幫忙。我很慶幸能為社區
出一分力。」Waleed滿足地說。

 縱然膚色或身份不同，錦田和八鄉的居民因着一份共井情而團結互助。事實上，
在疫症環球肆虐的時候，地球村的村民何嘗不是共飲一口井？期望各地的「村民」
能像錦田和八鄉居民一樣，同心同德，攜手跨過「疫」境。

註：「市井」社區平台 (錦田x八鄉)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城市睦福團契有限公司及香港公民有限公司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0年3月18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Waleed (右二) 向街坊派發口罩及提供防疫資訊。

異 鄉 ． 共 ． 一 方 情井



疫下顯關懷

 「我OK，仲有口罩用，不用幫忙。」這是生命工場社工阿豪聽得最
多的說話。「但跟這些男士多說兩句，便知道所謂的『仲有』，其實是一個
口罩重用多日，餘下的亦只是單位數。」 

 近月新型肺炎橫行，社區人士大都以長者為首要的援助對象，大家又有沒
有想過，其實「手停口停」的基層男士亦是極需要關顧的一群？

 生命工場於油尖旺區推行「莫逆生伸」男人幫計劃註(下稱「男人幫」)，透過
聚會及網絡活動連結中年男士及男性青少年，建立男士的互助網絡。計劃社工近月
加強與會員的聯繫，密切跟進他們的需要。「很多基層兄弟從事飲食、保安、
運輸等行業，每天要外出工作，對口罩的需求也很大。惟男士們比較內斂，大都
不會主動求助，要多番問候聊天，才會露一點口風，願意接受我們的援助。」阿豪
分享道。

 然而，「有工返」的已是較幸運的一群，疫症令多個行業出現結業或裁員潮，
不少基層男士加入了失業大軍，頓失生計。「男人幫」向有需要的兄弟提供食物
援助，供給杯麵、餅乾及新鮮蔬菜等；有較大經濟問題的便會協助他們申請綜援或
緊急援助金，助其渡過難關。

 一場疫症將市民的生活弄得天翻地覆，全球經濟元氣大傷，失業者眾，基層
人士苦不堪言。男士們羞於求助，更易獨困愁城。其實每個人都有需要別人幫忙的
時候，求助並非弱者的表現，以屈求伸，反而是智慧之舉。此際正是香港人共渡
患難的時刻，就讓我們放下身份的包袱，互相扶持，一起靜待黎明。

註：「莫逆生伸」男人幫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生命工場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4月2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我(左四)日前到生命工場「男人幫」計劃團隊交流及為他們打氣。

能 屈 能 伸 真 漢 子



疫下顯關懷

疫症橫行，學校復課遙遙無期，學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備受關注。
不少地區組織都迅速應變，調整服務以應付需求。

基金資助計劃團隊民社服務中心（民社）一直有連繫大學生在黃大仙區
推行食物援助及家庭配對探訪服務。惟疫症令所有活動取消，兒童終日悶在
家中。有見及此，民社與協作夥伴香港教育大學（教大）迅速變陣，合作推出
網上課堂，為基層學童提供另類學習體驗。

課堂內容多元化，包括科學實驗、健體運動及視藝創作等。負責指導教大學生設計課堂
的教大幼兒教育學系高級講師陳寶蓮博士解釋：「課堂並非網上補習班，目標不是為學生追進
度或求分數，而是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更重要的是希望擴闊基層學生和家長的視野，引導
他們安全地進入網絡世界，探索各種可能性。」

由於基層家庭的資源不多，民社利用基金的資助提供上網用的數據卡及為其安裝上課軟
件，並由教大學生預先寄上活動所需的物資如實驗用品及美工材料等。民社計劃經理趙子傑
表示：「我們希望這個互動平台不但能讓孩子停課不停學，更讓家長與子女一同體驗多元化學
習的樂趣。」

疫情的發展是未知之數，香港人的應變能力卻毋容置
疑。各方團體都費盡心思，合力為社會大眾在可行的情
況下做得最多，做到最好。門雖關上，我們卻能打開一
扇窗，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

註：《糧朋好友》黃大仙社區食物結網計劃

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民社服務中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0年4月15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窗開打門上關

小朋友正在網上跟導師學習以繪畫表達自己的心情。



疫下顯關懷

 本港因疫情停課已達三個月，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童及家長來
說，停課所帶來的衝擊，遠不止是「學習進度受阻」這麼簡單。

 部分學前的SEN學童需要接受言語、職業或物理治療，惟近月服務暫停，
不少家長均表示孩子的社交及語言能力都大幅倒退，令人擔心。深化 .發展：心義行 
SEN家長互助計劃註(心義行)負責人何淑儀表示：「雖有部分機構提供網上指導服務，但職業
及物理治療往往需要捉著手示範，學員才能掌握動作力度的大小，單靠視像講解，家長只
能『靠估』，效果自然不理想。」

 對於專注力和自理能力較弱的SEN學童而言，應付網上學習亦不容易。於是，由下載
功課、教學，以至批改，都要家長一手包辦，擔子着實不輕。再者，孩子終日悶在家中，
難免出現負面情緒，家長唯有於人流較少的時間帶孩子到附近公園蹓躂片刻，其間仍免不
了提心吊膽，沒法真正放鬆。

 為了協助家長減壓，心義行於網上平台開設晚間「心事台」，以「身、心、社、靈」為
主題，讓家長於忙完一整天後可以無拘束地抒發情緒，與同路人分憂，互相打氣。另一方
面，心義行亦向小朋友派發手工材料，讓他們在家發揮創意之餘，家長亦得以偷閒半刻。

 SEN家長的育兒路原已難走，於疫情下更是多方受
壓，舉步為艱，同路人的網絡支援便更形重要。期望疫情
盡快過去，讓孩子們可以再次在陽光下盡情奔跑，健康成
長。

註：「深化 .發展：心義行 SEN 家長互助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資助，童思藝語基金有限公司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4月29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孩子利用團隊派發的物料自

制萬花筒，玩得不亦樂乎。

獨 特 不 獨 行



疫下顯關懷

 在尋常日子，一個視力欠佳、行動不便的婆婆要獨自生活已然不
易，當要進行十四天家居隔離時，在港無親無故的她如何安然渡過？
「全靠義工團幫忙囉，若不是他們的支援，我連三餐也沒有着落。」
當事人李婆婆感激地說。

 協助李婆婆渡過難關的是「綠膳派長者青年義工團」註。這是一項
在粉嶺祥華邨及鄰近地區推行的的社會資本計劃，旨在透過建立長者青年義
工團，促進長幼共融；並藉着食物派發及配對探訪，關懷與支援有需要的街坊
，推動建立鄰里間的互助網絡。

 計劃義工一直有向李婆婆派發新鮮蔬菜和乾糧等，亦會定期探訪她，為她的生
活作出各種支援，例如為她讀信、開鎖及維修家居設施等。年初，她離港到英國探
望居於當地的女兒，因疫情關係，在彼邦滯留多月，至上月終於回港，惟必須進行
十四天家居隔離，在港孑然一身的她只能向義工團求助。

 計劃負責社工馬健偉表示：「我們先要解決婆婆的膳食問題，她可以自己煮食，
計劃同工便隔天代她到市場買食材，再上門隔着鐵閘交給她。義工們亦頻密地以電
話慰問，跟她聊天解悶，讓她安心渡過隔離的日子。」

 李婆婆的個案正正是「遠親不如近鄰」的寫照。社區就像一個大家庭，鄰里間
只要能視彼此為親人，樂意溝通和連繫，在對方有需要時伸出援手，彼此相知相扶，
這樣，社區生活自然變得更和諧，更幸福。

註：「綠膳派長者青年義工團」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綠膳派義務團、香港中文大學 (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 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8月19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計劃同工為李婆婆送上新鮮蔬菜。

全 賴 有 「里」



疫下顯關懷

 常言道「危中有機」，人在置身危難的時候，自會千方百計去應付，
過程中往往能打拼出許多意想不到的機遇。在抗疫期間，不少社會服務機
構都有這種體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在上水推行「北家『邨』情─寶石湖邨社區支援計劃」註，
希望透過多元化活動，推動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及建立互助網絡。然而，一波又一波的疫
情令許多活動也無法推行。

 計劃負責社工Gary表示：「居民目前最需要的是生活上及精神上的協助。北區有許
多從事地盤工作或飲食業的基層市民失業，曾有男士到中心求助，因擔心家人捱餓而淚
盈於睫。」團隊急居民所急，盡力透過網絡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援助。其中一個支援機構
「樂餉社」便為寶石湖邨超過350戶基層街坊籌集得持續六個月的緊急食物援助，該社發
言人宣嘉蕙表示：「我們與路德會一直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我們的強項是尋找資源，路德
會則負責找出區內有需要的受助人，彼此各司其職，令援助工作發揮最大效益。」

 除了機構間互助，街坊亦自發地啟動個人及地區網絡，連繫商界、地區小店、農
夫、居民協會及婦女義工等，與計劃團隊合力提供食物、防疫物資、送飯、功課輔導等
支援。Gary感動地說：「雖然疫情打亂了原有的計劃，卻促進了居民的團結互助，亦強化
了跨界別的支援網絡，確是危中有機。」

 誠然，這次疫情為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卻亦激發出人性的美與善，為彼此帶來
暖意和支持，這正是社會資本的力量。憑着這種力量，我們定能轉危為機，逐步走出逆
境。

註：「北家『邨』情─寶石湖邨社區支援計劃」由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資助，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社區發展組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0年9月2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計劃透過「樂餉社」向商界籌集緊急食物箱。

危 中 有 機



疫下顯關懷

 人生中有很多生活事件會帶來巨大的壓力：適應新居、失
業、家庭人口改變、受疾病威脅⋯⋯在入伙不足兩年的東涌滿
東邨，不少居民在疫情期間便同時承受着多重的壓力。

 徐太年前由九龍遷入東涌，希望盡快融入社區，於是參加
鄰舍輔導會推行的「樂滿家庭社區網絡計劃」註 並成為樓長，協
助搭建鄰里支援網絡。其間，她認識了街坊阿萍。阿萍本已要
照顧停課在家的4歲及9歲兒子，最近還要應付第三名孩子出生，家人又因
東涌太偏遠而未能前來幫忙，丈夫更因疫情導致收入減少，令她近乎壓力「爆煲」，卻
不懂求助。

 「我向社工反映她的情況，並不時上門探望她，暫時代為照顧小朋友，又將家中
的玩具轉送給她的兒子，希望為他們減壓。」徐太坦言：「其實我的丈夫也因疫情而失
業，大家的生活都不易過，正因為此，大家更應互相幫忙，共渡難關。」

 計劃負責社工Steven表示：「作為社區『線眼』的樓長發掘到好像阿萍這類有需要
的家庭時，我們便會提供相應的援助，例如派發防疫物資、食物券及飯盒等。另外，為
了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我們連繫了邨內的五金舖、雜貨店、藥房及食肆等社區小店，
成為『樂滿商戶』，為有需要的街坊提供折扣優惠。店主們都很樂意與居民共渡時艱，
十分有人情味。」

 在疫情下，我們處處看到香港人為有需要的人不吝伸出援手，令社區充滿温情。
這份人情味成為了抗疫的強大力量，因為我們知道不管難關有多大，自己並不是孤軍作
戰，援軍就在左右。

註：「樂滿家庭社區網絡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0年9月30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貼有「樂滿商戶」標誌的店舖會
向有需要家庭提供折扣優惠。

援 軍 在 左 右



疫下顯關懷

 新型肺炎疫情持續不斷，搜購防疫物資成了市民的日常。然而，對行
動不便的殘障人士來說，這可是艱鉅的任務。

 「有些藥房輪椅很難去到，而且我們行動不便，如何跟別人鬥快『搶』
物資呢？另外，許多輪椅人士是長期病患者，平日的醫療開支已不少，要再花費於防
疫物資上更是百上加斤，幸得自強協會大力支援，解決了我們不少煩惱。」輪椅人士寶蓮說。

 自強協會於深水埗及觀塘區推行「社區輪椅褓母隊」計劃註，透過義工服務凝聚區內的輪椅
使用者，從而建立互助網絡。疫情期間，除了徵召義工縫製布口罩外，協會更邀請義工擔當
防疫大使，向會員派發防疫物資及糧食，寶蓮就是深水埗區的防疫大使。「消毒用品的重量
不輕，每次『車』十多份，推得身水身汗，連輪椅的車轆也壓得彎了。」寶蓮說。

 為了減輕防疫大使的負擔，協會迅速應變：連結社區藥房，以優惠價購買物資，並讓會員
憑換領券到自己區內的藥房直接取貨。其中一家藥房聯絡人英姐道出支持計劃的原因：「輪
椅人士行動不便，平日我們也會為他們搬貨上車，在艱難時期，大家更應該互相幫忙。對我
們來說只是舉手之勞的事，怎會不支持呢？」 

 疫症肆虐期間，弱勢社群的日子尤其難過，除了團結互助外，還有賴各界支持。喜見商
界，不論是大企業或地區小店，在這次疫情中以不同方式向有需要的社群施予援手，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這便是我們珍貴的社會資本。

註：「社區輪椅褓母隊」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自強協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10月21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英姐 (左)十分樂意為寶蓮 (右)減輕派送負擔。

患 難 「商」 扶



疫下顯關懷

 在疫情較嚴峻期間，你我他被迫困在家，不少家長看到子女終日無所事
事，都深表煩惱。但有一批居住於上水祥龍圍邨的年輕人卻能在看似苦無出
路的日子，發揮他們的小宇宙，為社區增添人情味。

 「祥龍圍小義工組」由一眾高小與初中學生組成。疫症期間，義工希望
善用停課的「悠長假期」，為社區做點事。其中一位義工錦欣分享道：「我們
困在家中，可以做的不多，只想到可以運用自己在學校學到的短片製作技能，
製作不同題材的短片，例如介紹有用的知識、小食製作、新遊戲等，分享生活點
滴，亦為大家打氣。過程中學習到不同有用技巧，能夠完成短片覺得很有滿足感。」
短短幾句，已感受到錦欣年紀雖小、資源亦有限，但對社區的熱情卻無限。

 「祥情長有–祥龍圍邨社區鄰里網絡強化及擴展計劃」註是於上水推行的社會資本
發展項目，透過舉行不同類型的活動，促進居民交流，鞏固區內的互助網絡。計劃組
織多個義工小組，鼓勵義工運用自身的強項及技能服務社區。計劃社工何姑娘表示，
參與「祥龍圍小義工組」的年輕人除了學到短片製作、與人溝通的技巧之外，更重要
的是一些無形的收獲：「我們讓義工自由決定拍攝的內容及方式，希望給予他們自主
空間，培育他們的自信與責任感，同時讓他們感受到服務社區所帶來的滿足感。」

 要「贏在起跑線」，除了為子女安排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外，家長不妨考慮讓子女
從小參與社區服務，早點在社區「起跑」，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

註：「祥情長有–祥龍圍邨社區鄰里網絡強化及擴展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恩霖社區服務中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0年11月4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小義工在停課期間為區內人士製作父母親節卡。

線」跑起在「贏的類另



疫下顯關懷

 「小時候，我在深水埗生活，雖算不上是土生土長，但對這
區卻產生了一份情意結，希望長大後可以回到這區工作、置業及
生活。」廿歲出頭的俊賢分享道。

 今年年初，俊賢終於「達成願望」，在深水埗開設了一間咖啡店。可惜開業不
久便遇上疫情爆發，生意一落千丈。「環境最差時收入下降近一半，幸好業主願意
減租，加上附近商店的店主互相幫忙，大家得以撐下去⋯⋯」這份人情味，成為他
支持「有里和睦．情繫互動深水埗」計劃註的動力。俊賢從計劃社工處得知區內小
朋友在停課期間缺乏學習機會，想起自己全憑居民支持才得以跨過難關，所以決定
借出小店的空間予計劃開展一對一的免費補習服務，出一分力回饋社區。

 計劃由香港明愛基層組織發展計劃推行，希望透過跨界別協作，在社區建立聚
腳點及舉辦共融活動，改善社區及促進社區共融。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計劃也迅
速「變陣」。明愛高級督導主任小慧說：「停課期間，學生既要在家『困獸鬥』，
又要適應網上學習，實在很大壓力。我們動員地區網絡，為他們提供支援，例如連
繫小店借出地方作補習、安排義工跟進學習進度等。」

 對於自己的參與，俊賢謙虛地說：「其實咖啡店空間很小，而且我也只是運用
現有的資源，實在幫不上甚麼。反而計劃令我和社區有更緊密的聯繫，讓我對深水
埗更有歸屬感，何樂而不為呢！」

 俊賢的小店，沒有先進的教學設備，卻有一班有心人，為下一代、為社區默默
付出。盼望有更多小店能加入計劃，讓我們的社區在逆境下也能動起來！

註：「有里和睦．情繫互動深水埗」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香港明愛基層組織發展計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0年11月26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義工在停課期間在小店為小朋友補習。

情 繫 深 水 埗



疫下顯關懷

 成功「上樓」是不少香港人的夢想，但對主婦阿紅來說，卻是煩惱的開
始。「我們一家四口苦等多年，於19年尾終於『上樓』，搬入新建的深水埗
麗翠苑，擁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豈料好景不常，入伙不久就遇上疫情，
丈夫面臨失業，加上面對陌生的社區，不知如何求助，徬徨之際幸得軒哥
哥雪中送炭。」

 阿紅提到的軒哥哥是「樂」「翠」相投建社區計劃註的社工，計劃為新遷入麗翠苑
的家庭提供各種社區及個人支援，提升社區凝聚力。阿紅憶述疫情初期，由於負擔不
起昂貴的口罩，為了節省開支和口罩的使用量，一家人足不出戶，買餸也很少去。「後
來軒哥哥得知我們的情況，便立刻送來抗疫物資。小朋友需要網上學習，但家裡沒有
電腦，軒哥哥就協助我們申請電腦，讓小朋友可以在家安心上課。」

 團隊的幫助就像及時雨，為阿紅一家解決燃眉之急。在逆境中得到扶持而從新上
路，令阿紅更相信助人的力量，現在她成為計劃的義工，派發抗疫物資、長者探訪等
從不缺席。「小小的幫助，或能成為別人支撐下去的動力。大家左鄰右里，不用計較
太多！」

 阿紅表示義工服務除了可以幫助別人，亦幫到自己，她從中擴闊生活圈子。「以前
在舊居住了近十年，很少交心的鄰里。但在麗翠短短一年，『成條邨』都是老友。我們
有一個通訊群組，無所不談。感謝計劃將我們連繫在一起，讓我再次感受到社區的人
情味！」

註：「樂」「翠」相投建社區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副主席 陳國康教授

文章原刊於2021年1月13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麗翠苑的街坊於計劃初推行時製作的
心意願望卡，為社區打氣。

麗 翠 街 坊 情



疫下顯關懷

 西貢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是不少市民嚮往的郊遊勝地。但對於散居
在西貢不同村落的獨居長者而言，由於位置偏遠、支援服務較少，生活並不
容易。Gary為西貢居民，一直體會到這區交通及配套不足等問題，想到同區長
者所面對的困難，便加入「貢」家聚鄉情計劃註的「護耆車手」行列，為長者出一
分力。

 該計劃於西貢鄉郊推行，旨在推動居民成為義工，支援區內長者。疫情期間，計
劃組織「護耆車手」，招募義工協助長者購買日用品，減低他們因外出而受感染的風
險。Gary從中認識到陳伯，「陳伯獨居於深郊，出入要經過又長又危險的路，附近杳
無人煙。由於年紀老邁及行動不便，平日他都足不出戶。第一次探訪，他笑到『見牙
唔見眼』，令我了解到他的需要，因此我下定決心無論幾忙都要堅持服務。」

 Gary除了定期探訪陳伯，亦不時致電慰問他。這個不經意建立的鄰里關係，更成
了陳伯的「平安鐘」，守護他的健康。「有次陳伯沒有接聽電話，我有點擔心便趕到他
的家。去到看見他安然無恙地坐著，並指完全聽不到電話鈴聲。這令我懷疑他的聽覺
出現問題，因此我立即轉告社工，安排他到醫院檢查。」

 計劃同事Candy表示：「鄉郊地域廣闊，社福機構資源有限，單靠社工照顧散落
於不同村落的長者實在不可能。這時鄰里網絡顯得格外重要，義工的參與除了支援長
者生活上的需要，更擔當社工的『線人』，讓我們更掌握長者的近況。」

 西貢鄉郊人煙稀少，人情卻濃。感謝一眾「護耆車手」為長者送上生活必需品，
同時送上一車車的愛與關懷。

註：「貢」家聚鄉情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西貢區社區中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1年4月21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護 耆 車 手

街坊以心意卡向「護耆車手」表達謝意



疫下顯關懷

 「疫情初期，我們一班街坊合力清潔大廈天台，抬物資上九層
樓梯，一座接一座，全部人都污糟得像隻泥鴨！但為了自己的家，
從未埋怨半句。」居於深水埗兼善里劏房的阿輝，憶起那次社區大
掃除的經驗，仍一臉滿足。

 兼善里舊樓林立，有多達三千戶劏房，是典型的「三無大廈」。獨居在這裡近十年
的阿輝坦言自己以前是「獨家村」：「我做保安，每天放工已累得半死，怎會有時間及心
力關心社區？」阿輝說的其實也是兼善里大部分街坊的心聲。由於街坊來自五湖四海，
素不相識，而且都是基層，每天為口奔馳，所以各家自掃門前雪早已成為這區的文化，
「家」對他們來說只是一間旅館而已。

 直至去年阿輝在街站接觸到「有里和睦．情繫互動深水埗」計劃註，了解到計劃透
過跨界別協作平台，建立鄰里互助網絡，認為饒有意義，便決定走出劏房。阿輝積極參
與計劃舉辦的不同活動，例如於節日佈置社區、擺放街站推廣社區資訊等。當他了解社
區後，發現區內有不少衞生、民生等問題，於是跟幾個街坊組成「兼善里關心組」，商
討對策並聯絡不同團體跟進。「以前覺得自己只是這裡的過客，但計劃讓我認識鄰里和社
區的大小事，開始有歸屬感，希望為社區做點事。」

 計劃社工阿明見證阿輝由冷漠變得熱心，深感欣慰。他表示現時有不少活動及社區
改善措施都是由阿輝參與的「關心組」牽頭，可見只要有合適的平台，街坊也樂意及有
能力參與社區。阿輝亦樂見社區動起來，他表示：「希望『關心組』能鼓勵更多街坊參
與，讓大家意識到這裡是我們的『家』，不只為生存，而是生活。」

註：「有里和睦．情繫互動深水埗」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

香港明愛基層組織發展計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1年8月18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阿輝晚上放工後，仍落力佈置社區。

兼 善 有「您」



疫下顯關懷

「今年初疫情嚴峻時，佐敦一帶突然被封區。由於該區有不少少
數族裔居住，他們大多不諳中英文，所以當我一接到消息便立刻趕去幫
忙，挨家挨戶解釋封區及檢測安排。雖然通宵達旦地做了十幾個鐘，但
能夠擔當本地人與少數族裔的橋樑，幫到社區，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夏天生憶述封區時
的情景。

二十出頭的天生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人，雖然自幼便操得一口流利廣東話，
但礙於膚色、文化差異、社交圈子等原因，一直有感自己未能真正融入香港。數年前，在
朋友介紹下認識「不分你我他」社區鄰舍長者關顧計劃註，為進一步走進社區，便一口答應
參加。在計劃中，天生與本地長者作義工配對，定期「行孖咇」探訪油尖旺區的長者。「初
初都擔心我的拍檔或探訪對象會戴有色眼鏡看待我，但接觸後發現原來本地人對我們的生
活很感興趣，亦樂意跟我們交流，有時更會滔滔不絕地與我們聊天。」

回想多次探訪，天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訪尼泊爾婆婆的經驗。「之前幾次探訪時，我們
都只是傾偈及送上物資。但那次我的拍檔主動提議一起到公園散步，令婆婆很感動，因為
這是她第一次得到本地人的邀請，感到被尊重和接納。」

計劃統籌人阿傑樂見計劃拉近本地人及少數族裔的關係，「偏見很多時是源於缺乏
溝通，計劃正正填補這空隙，藉不同活動連結本地人及少數族裔，讓他們透過親身接觸加
深了解，打破隔膜。」天生感謝計劃讓他感受到「真共融」，他自豪地說：「以往我不敢說
自己是香港人，現在結交不少本地朋友，亦對社區有一定了解，終於感到這裡是真正的家
了！」

註：「不分你我他」社區鄰舍長者關顧計劃由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資助，新家園協會推行。

撰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文章原刊於2021年9月15日《am730》「人情味.Net」專欄

天生(左)於封區時幫忙向居民解釋有關安排。

天 生 愛 共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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