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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表揚傑出長者及團體 勉「老有所為」構建友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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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時
代變遷，香港家庭結構與規模縮小，轉
為以核心家庭為主。不少年輕人未曾與
長者共同生活，接觸長者機會亦不多。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顯
示，40%受訪大學生認為，大部分長者
都是貧困、苦悶及無法適應變化的，這
些偏見減低他們接觸長者的意願。城大
應用社會科學系副系主任莊明蓮表示，
希望研究促進社區人士及學生反思對長
者的態度與認識；教育界能增加跨代交
流活動，促進跨代共融。
2016年7月一項排名顯示，香港成為全
球人均壽命最長的社會，65歲或以上老年
人口比例居亞洲第二位，促進跨代關係成
為迫切的社會議題。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
研究團隊於2014年9月至今年4月，訪問
約1,000名大學生及約1,000名長者，了解
彼此觀感及評價。調查顯示，受訪大學生
中，82%表示對長者印象正面；77.6%受
訪長者對年輕人印象正面，近80%長者樂
意與年輕人分享經歷。

掌握愈多資訊 對長者愈友善
調查並發現，對長者資訊掌握得愈多

的年輕人，對長者態度愈友善，而長者
對年輕人的態度亦傾向正面，樂意與他
們分享經驗。此外，受訪女大學生對長
者印象較男大學生佳；對年輕人持正面
觀感的女性長者，亦比男性長者多近
10%，反映女性較男性更願意作出跨代
溝通和交流。
修讀不同學科的學生對長者觀感亦不

同。修讀社會科學和健康護理學科的學
生對長者態度，較修讀商科與科學學科的學生為
佳。莊明蓮說︰「因為他們有較多機會接觸到關
於長者的資訊，對長者態度更開放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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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社署昨日舉行「老有所為

活動計劃」頒獎典禮，頒發多

個獎項表彰在上個年度計劃中

表現傑出的參與團體及長者。

現年100歲的許爵婆婆、87歲

的張九伯伯，搖身一變成為電

台主播，每周定期錄製節目，

與院友及網友分享生活趣事。

高興起來，許婆婆還會高歌一

曲，送上自己作曲、自己填詞

的客家歌謠。張九伯伯更喜歡

分享以往擔任小巴司機的經

歷。

■葉文娟（左一）及林正財（右一）頒獎。

義工為剪紙放棄打麻將飲酒
居於公屋的楊炳圖伯伯於3年前開始學習剪紙，後

來竟為剪紙放棄最愛的打麻將及飲酒習慣，更成為剪
紙導師，常常到小學、中學及其他院舍傳授剪紙經
驗。3年來，由他獨自設計創作的剪紙有百多款，十
分了得。他們3人均來自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中兩項獲批資助的活動「長者音樂電台」及「老有所
為『剪』姿彩」。
楊炳圖以往從事製衣行業，3年前於中心做義工時

開始學習剪紙，後來竟入迷每日至少要剪3小時，更
為剪紙放棄以往最愛的打麻將、飲酒等習慣。他最開
心剪紙經常獲院友及街坊稱讚：「有街坊更要出錢買
我的剪紙呢！」楊伯伯當然不會收錢，只要有街坊開
口，他必定有多少送多少。昨日在「老有所為活動計
劃」頒獎典禮上，楊伯伯亦有獲頒獎項，實至名歸。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致辭時表示，政府對安老服
務有承擔，相信在民、商、官協作和共同努力下，能
構建長者友善社會，讓長者老有所依、老有所為、安
享晚年。她鼓勵市民多關懷家中和社區長者，並給予
機會讓他們繼續貢獻社會，造福人群。
為提升長者生活質素，社署於1998年推出「老有所
為活動計劃」。為更有效地運用資源，該計劃於今年
1月與安老事務委員會轄下「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
劃」合併，並以「左鄰右里顯關愛老有所為樂頤年」
為主題，推出2016至2018年度計劃。撥5000萬資助
4600地區活動。
葉文娟指出，「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推行以來，已
撥款逾5,000萬元資助4,600多項地區活動，總參與人
次超過280萬，部分長者更逐漸由參加者成為活動策
劃者，擔起領導重任。2014至2016年度，參與計劃長

者義工達1.2萬人，成績斐然。

計劃合併後首獲撥款730萬
社署大埔及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陳炳

華指出，2016至2017年度，計劃合併後首獲政府撥款
730萬元，撥款根據各區長者人數及活動需要分派到
社署轄下11個區，開放予地方團體申請。他表示，以
往單項活動申請最高可獲3萬元（1年計劃）及6萬元
（2年計劃）資助，合併後分別增加至4萬元及8萬
元。合併後單項活動可獲撥款總額上升，方便團體统
籌資源及發揮創意設計高質素長者活動。
他指社署每年收到的撥款申請較多，可用撥款資金

「唔夠多過夠」，獲批比例約70%。2016年單年度計
劃社署共收到244份申請，其中206份申請獲批；雙
年度計劃收到145份申請，其中120份申請獲批。
社署轄下11個地區福利辦事處會根據活動是否契合
當年主題、長者參與程度、活動創意、可行性、持續
性、活動合作夥伴所能提供的協作、資源及活動的經
濟效益等7項準則審核。
陳炳華補充，早年獲批申請多以康體性活動為多，
包括參觀海洋公園、觀看表演、飲食性活動等，現時
更注重活動延續性及能否發揮長者專長，促進不同年
齡層居民溝通等方面，包括剪紙、組織長者義工上門
探訪獨居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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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張九伯伯、陳惠芳婆婆、許爵婆
婆、陳鳳婆婆參與「長者音樂電台」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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