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界
誤
解
多
社
區
中
心
選
址
難

精神病康復者「行天橋」更精神
夥理大生設計新衣 互相學習達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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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首設預防認知障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宜）本港人口
老化問題嚴峻，預計患上「認知障礙症」（俗稱
老人癡呆症）的長者數目將大幅上升。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獲周佩芳律師贊助，成立全港首個認
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透過研究和教育雙管齊
下，一方面進行有關華人患認知障礙症的研究，
另一方面開設「簡易網站」向大眾宣傳預防資
訊，冀助長者延緩及預防認知障礙症。
周佩芳認知障礙預防研究中心主任、中大醫學

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教授莫仲棠指
出，香港每十名70歲或以上長者，便有一個是
認知障礙症患者。隨着人口不斷老化，預計患病
數字將由去年的10萬人，大幅升至2039年的逾
30萬人。有見及此，研究中心以識別華人患認
知障礙症的風險及保護因素為目標，並為高風險
者進行臨床測試以評估預防方法，冀延緩，甚至
預防長者發病。
其中一項跟進計劃便以1,200名14年前曾參與香港耆

英骨質疏鬆跟進計劃的長者為研究對象，透過生活模式
問卷調查及多項測試，了解華人患認知障礙症的新成
因。
研究中心副主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老人科教授郭

志銳表示，香港的空氣污染嚴重且綠色植物少，令長者
的血管容易出現硬化情況；加上擠逼的環境，老人家的
社交活動較少，影響心理質素。是次研究將透過衛星搜
集參與者居住環境的空氣污染指數及綠化情況，以了解
兩者之間的關係。

簡易網站設「聲音導航」
要有效預防認知障礙症，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研

究中心設立一個「教育及一站式簡易網站」，除了利用
文字向社會各界人士提供有關障礙症的實用資料，如成
因及症狀等外，更特設聲音導航。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研究助理教授黃沛霖解
釋，聲音導航的感覺「好像聽收音機」，除使資訊更易
「入腦」，亦可增加用戶繼續閱讀的意慾。
網站另設有「自我檢查」一欄，透過8條認知檢查問

題，初步了解長者是否患病，亦可利用點對點路線圖尋
找附近的認知障礙症服務地點。

■莫仲棠（左）、郭志銳（中）及黃沛霖（右）期望有效預
防認知障礙症。 李慧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外界
對精神病患者存有誤解，令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尋找永久會址時面
對困難。平等機會委員會昨日發表
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24間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之中，9間中心在尋
覓會址時遇上反對聲音，包括「精
神病患者或康復者有暴力傾向」、
「影響治安」等。只有14間中心覓
得永久會址，餘下10間中心只能在
臨時會址提供服務，影響服務質
素。平機會建議港府應加強精神健
康的教育，並在社區規劃時提供用
地作社福設施。
港府於2009年至2010年的施政報

告宣佈，於全港十八區設立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平機會訪問了全
港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負
責人，發現19間中心在選址時曾進
行地區公眾諮詢，其中9間在諮詢時
遇上反對的聲音，包括「精神病患
者/康復者有暴力傾向」、「中心的
服務使用者會對居民構成滋擾」、
「中心的設立會令精神病患者在社
區內聚集」及「影響治安」。雖然
區議員及居民明白中心是必須的設
施，但他們均抱着「不要在我家後
園」的心態，反對在他們所屬的社
區設立這些設施。

有中心要在快餐店做「輔導」
另外，10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只能於臨時會址提供服務，如商
廈單位或私人住宅中暫時經營，但
卻因地方不足，令使用者不能在毋
須預約下找職員尋求協助，更有輔
導服務需於快餐店進行。

平機會政策、研究及培訓總監朱崇文指
出，公眾對精神病有負面標籤，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並非精神科門診，是用作社區支
援用途，服務精神病人及其家人、精神病康
復者等。他又稱，目前興建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前的公眾諮詢並無規範，部分諮詢會
因一個人反對，便一直拖延，直至有關社福
機構放棄原有選址。
平機會建議，當局於每區設立社區聯絡小
組，提供平台讓居民發表意見，並在中心遷入
社區後，繼續監察中心的運作；政府亦可利用
空置處所，紓緩中心臨時會址地方不足的情
況，並要求在市區重建項目及私人發展項目納
入更多社福設施。

計劃昨日舉辦時裝天橋展，模特
兒之一的啟敏穿上一襲飄逸連

衣裙，在天橋上神態自若，功架十
足，即使面對眾多觀眾亦毫不怯場，
可與超級名模相比，完全看不出她曾
是精神病患者。
今次已是第二次參加計劃的啟敏表
示，自小對時裝設計感興趣，今次踴
躍參與衣服設計過程，亦加入自己喜
歡的元素—夕陽，更憑這襲衣服奪
得「最佳色彩配搭獎」。她指，兩年
計劃令其自信心大增，更希望同學下
次帶她一起去上課旁聽。

學生：計劃加強對弱勢同理心
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的李同學及
曾同學表示，與啟敏合作期間成為
朋友，閒時一同「歎茶」。李同學
表示，起初以為精神康復者思想可
能較負面，但真正相處下來，發現
「啟敏比我們更開朗，又會和我們
分享人生點滴。認識啟敏後，會更
想充實自己。」
兩位同學異口同聲指，計劃加強
溝通及說話技巧，也加強對弱勢社
群同理心，並更關心家人情緒。
在天橋上的俊民雖略顯緊張，但最

終成功衝破心理關口，拿着他喜愛的

羽毛球拍走上天橋展示成果。俊民曾
一度被評為不能自我照顧，曾喪失溝
通能力，需要多次進出醫院和長期護
理院，但在母親悉心照顧和鼓勵下，
情況漸漸好轉。現在俊民十分熱衷參
與中心活動，在學生的熱情鼓勵下重
拾溝通能力，參與過程中願意用短句
表達自我。

助康復者重拾自信
由於俊民不擅辭令，來自不同學系

的理大學生透過圖片了解對方想法及
喜好，即使開始之際有點「怯」，但
最終可以成功溝通。得知俊民喜歡打
羽毛球後，於是以羽毛球及牙籤沾上
顏料，印上不同圖案，設計出一套如
俊民內心般色彩斑爛的衣服。同學和
俊民更表示，會相約打球。
與精神康復者合作設計，並不是

想像中單單以服裝設計達到「心靈
治療」效果，由同學協助康復者建
立自信，而是互相學習，相互影
響。過程中，雙方的關係不只是合
作夥伴，更成為了朋友，真正達到
社會共融。香港善導會總幹事吳守
增表示，活動對參加者得益十分
大，盼他們能將不同群體緊密連
接，做到社會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愷茵）色彩多樣，

就如社會的不同族群。很多人對精神康復者或更生

者均存在既定印象，認為他們難相處，甚至心生懼

怕。為了消除大眾對精神病康復者及更生者的偏

見，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香港善導會、服務

學習事務處最近合辦「穿出新天地2016」計劃，

同時讓理大學生透過「服務學習」，把學習經歷所

累積的知識和技能，應用於服務社會。

■■參加者表現自信參加者表現自信，，功功
架十足架十足。。 李愷茵李愷茵 攝攝

■啟敏手持理大同學為她所製的打氣牌，和
理大同學合照。 李愷茵 攝

■同學鼓勵使俊民打開心扉，以短句表達自
己。 李愷茵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計劃按機制加公屋
租金10%，引來不少住戶反對。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
席黃遠輝昨日重申，不同意一刀切免租，又指公屋家庭
租金支出負擔能力有改善，因此應把資源放在更有需要
的居民身上。不過，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居民
入息上與開支同時上升，要求房委會免租一個月。
按照公屋租金調整機制，全港公屋今年9月起加租

10%，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今早開會討論加租事宜。資
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2013年
至2015年，公屋家庭平均收入增長為16.11%，房委會必
須按機制，加租至封頂的10%。
黃遠輝引述數字指，公屋居民過去 8年收入上升

68.2%，但同期公屋租金加幅只有39.3%，租金佔公屋居
民平均以收入百份比則由2007年9.97%減至去年9.1%，
可見公屋家庭租金負擔能力有改善。
他指出，大部分租戶今年可獲退還差餉，大約等於免

租一個半月，加上有經濟困難的租戶可申請「租金援助
計劃」，因此不贊成一刀切免租，又說公屋租金調整機
制行之有效，對租戶負擔有減無增，認為毋須檢討。
招國偉在同一節目上表示，居民入息上升與開支同時

增加，加上未來經濟環境不明朗，預算案亦提出寬免差
餉，公屋也應免租一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昨日舉
行公開例會。房屋署署長應耀康表示，政府10
年目標是提供28萬個公屋單位，但因為土地失
衡等問題，令規劃與目標有距離。其中，青衣
青鴻路公屋項目，城規會需要更長時間商討土
地改劃建議，要押後5年落成。
會議舉行前，10多名社區組織協會成員到房

委會總部請願，抗議政府「3年平均輪候上樓
時間」難以達標，建議以過渡性房屋彌補政策
不足，重新檢視協助低收入居民房屋政策，在
整體房屋政策加入中、短期房屋政策大綱。
應耀康在會上表示，因為土地失衡等問題，

繼目前4個新屋邨合共1.1萬個單位要延遲落成
後，青衣青鴻路公屋項目落成日期亦押後5
年；重建舊屋邨會凍結大量公屋單位，亦導致
短期的公屋數目減少。
他又說，聽到社會意見，嘗試縮短居屋定價

及售樓時間，但空間不大。
他又指，為11條受鉛水影響公共屋邨更換公

用喉管進度大致理想，下一步會為受影響居民
更換單位內的喉管，但涉及複雜技術、執法等
問題，已要求承建商擬備不同方案，同時與居
民加強溝通，減少居民不便，並與水務署就水
務監督就執法問題保持聯繫。

指入息開支同升
公屋戶促免租一個月

房署：土地失衡拖慢起公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