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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会辞  

1.     社会服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社服会」 )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各部

门的代表出席社服会第二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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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

规》(下文简称《会议常规》)的规定申报利益，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

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委员须在讨論前申报，以便

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此外，根据《会议常

规》第 37(1)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全体委员人数的一半。由

于社服会有 9 名委员，如会议期间在席委员人数不足 5 位而有委员向他

提出此事时，他会立即中止讨论，并指示秘书请离席委员返回会议室。

如满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立即宣布会议结束。他又提

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其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

到干扰。  

 

议程一  

通过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并获得委员会一致

通过。  

 

议程二  

要求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06/23 号 ) 

4.     主席请委员阅览社会福利署 (下文简称「社署」 )于会议前提供的

席上文件第 1 号书面回应。  

5.     潘国华委员介绍文件，要求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他建议署方应

主动识别及跟进高危个案，如照顾者出现情绪问题，并应为照顾者提供

更多津贴，以纾缓其经济困难。他亦促请署方完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

券」试验计划 (下文简称「社区券计划」 )。  

6.     主席查询九龙城区的长者日间暂托服务名额数目，以及有关名额

的需求情况。  

7.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袁碧君女士回应，

重点如下：  

(i)  就有关加强对照顾者支援的措施，社署现时的措施包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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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心、「护老同行」计划、照顾者津贴，以及为长者和残

疾人士提供住宿及日间暂托服务；  

(ii)  全港共有 213 间津助长者中心，当中九龙城区有 3 间长者

地区中心和 9 间长者邻舍中心。这些中心会辨识及接触社

区上隐蔽及需要照顾的长者及其照顾者，并为他们提供外

展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社工会了解长者及其家庭的支援

网络，在有需要时转介他们接受常规服务；  

(iii)  社署于 2018 年 10 月开展为期 3 年的「护老同行」计划，邀

请各物业管理公司参与，为其前线物业管理人员提供简单

培训辨识及协助有需要的长者及护老者，以及掌握区内福

利服务的资讯，以便在有需要时可利用社区资源支援有关

人士。基于社会各界的正面回响及支持，社署已延长计划至

2023 年 9 月；  

(iv)  社署推行的「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

和「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

旨在向低收入家庭的长者 /残疾人士照顾者发放生活津贴，

以补助其生活开支。这两项试验计划将于 2023 年 10 月起

恒常化，津贴金额亦会由每月 2,400 元增至 3,000 元，惠及

约 10 000 名照顾者；  

(v)  在长者暂托服务方面，截至 2023 年 3 月，社署共提供约 250

个指定日间暂托服务名额，并拟在 2023-24 年度新增约 17

个名额。此外，全港所有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也可利用其个别

偶然空置的日间护理服务名额，提供暂托服务；  

(vi)  在住宿暂托服务方面，除了由部分津助安老院舍及合约院

舍提供约 328 个指定住宿暂托宿位外，社署亦会利用所有

津助护养院、护理安老院、合约院舍和参与「改善买位计划」

的私营安老院内偶然空置的资助宿位提供住宿暂托服务；  

(vii)  在残疾人士暂托服务方面，截至 2023 年 3 月，社署共提供

172 个日间暂托服务名额和 403 个住宿暂托宿位，并拟在

2023-24 年度增加 36 个住宿暂托服务名额。社署会继续在

新落成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津助残疾人士院舍及参

与「私营残疾人士院舍买位计划」的院舍增设暂托服务名额，

以加强支援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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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社署预计于 2023 年第三季设立由非政府机构营办的照顾者

支援专线，由专业社工为照顾者提供全日 24 小时的即时咨

询、辅导、外展、紧急支援及转介服务；  

(ix)  就社区券计划，社署已持续改善计划的内容。自计划推行以

来，认可服务单位的数目已由 2013 年的 62 个大幅增加至

现时的 253 个，而提供的服务名额亦已由 881 个增至 17 095

个，服务范围涵盖中心为本、家居为本和住宿暂托服务。在

「钱跟人走」的原则下，认可服务单位必须提供切合用家  

需要的服务，并保持服务质素，加强其市场竞争力。社署会

继续检视社区券计划的服务需求并加强宣传；  

(x)  现时有不少认可服务单位会提供跨区服务，其中有三间位

于黄大仙区及观塘区、专为患有认知障碍症长者提供服务

的认可服务单位，可为九龙城的社区券持有人提供服务，并

已有 49 名居于九龙城区的长者正使用有关服务；以及  

(xi)  她暂未能提供有关九龙城区长者日间暂托服务名额的数目，

并重申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可利用其偶然空置的日间护理服

务名额提供暂托服务，善用现有资源。  

8.     主席作出总结，并要求社署多加关注照顾者的情况。  

 

议程三  

要求扩展跨境安老措施  便利退休后返内地居住的九龙城区居民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07/23 号 ) 

9.     主席请委员阅览社署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2 号书面回应。 

10.     林德成委员介绍文件，指出香港人口老化，未来将有更多居民选

择在内地安老。为便利更多九龙城区长者到内地安享晚年，他建议优化

「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把「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扩

展至内地其他省份，以及扩展「长者医疗劵计划」的适用范围至大湾区

内更多的认可机构。  

 

11.     社会福利署袁碧君女士回应，重点如下：  

(i)  社署已于 2020 年 1 月把「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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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常化，并透过计划向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会颐康院 (深圳

复康会颐康院 )和香港赛马会伸手助人肇庆护老颐养院 (伸

手助人肇庆护老颐养院 )购买服务。政府拟把计划扩展至其

他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老院，现时正在制定相关细节。

该扩展计划预计于 2023 年下半年推出；  

(ii)  社署已备悉有关把「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扩展至内地

其他省份的建议。现时，社署委任新家园协会和香港国际社

会服务社为代理机构，分别在广东省及福建省协助推行有

关计划。代理机构除了负责协助未能回港的长者办理「广东

计划」及「福建计划」的申请外，还会每年以家访或邮递形

式覆检所有个案，以确定受助人符合资格继续领取津贴。代

理机构也会向受助人提供查询及其他服务；以及  

(iii)  现时为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综援等福利提供可携至

广东省及福建省的安排，主要是因为粤闽两省均有较多香

港长者居留，而且两省与香港在社会、经济、交通等各方面

均保持独特而紧密的关系。署方考虑到在内地其他地区居

留的香港长者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居住地点较为分散，因此

须谨慎考虑扩展可携社会保障适用范围所涉及的资源及可

行性。由于现时未有充分理据把可携社会保障扩展至内地

其他地区，因此暂时没有计划改变现时的安排。  

12.     何华汉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海南省亦符合居住人数，交通便利等条件，故建议把

「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扩展至海南省，并建议社署研

究其可行性；以及  

(ii)  他赞同有关扩展「长者医疗劵计划」的适用范围至大湾区的

建议，并指出「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下的长者无法享

用内地的社保及医保，故建议进一步扩展「长者医疗劵计划」

的适用范围至两个省的三甲医院。  

13.     社会福利署袁碧君女士回应指「长者医疗劵计划」并非社署的服

务范畴。另署方已备悉有关把「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扩展至海南

省的建议，并会向部门的相关服务科转达。  

14.     主席作出总结，并要求社署继续研究把有关计划扩展至内地其他

省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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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四  

有关强烈要求增加九龙城牙科诊所就诊名额事宜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08/23 号 ) 

15.     主席请委员阅览卫生署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3 号书面回

应。  

16.     副主席介绍文件，指众多长者为了获得该诊所的牙科服务，每天

须早于诊所办公时间，甚至通宵排队轮候取筹。他要求更改九龙城牙科

诊所的轮候派筹安排，并增加就诊名额。  

17.     潘国华委员指出凌晨时分的交通非常不便，故建议把初步登记的

时间提早至提供服务前一天的晚上 8 时，让长者尽早完成登记并回家休

息。  

18.     副主席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指出长者一般习惯早睡早起，认为让长者在凌晨 12 时作

初步登记的安排并不人道。他赞同有关把初步登记的时间

提早至提供服务前一天的晚上 8 时之建议；以及  

(ii)  他认为在凌晨进行初步登记的安排加重了署方的人手负担。 

19.     主席认为署方在落实有关初步登记安排前须考虑治安问题以及

街道昏暗对长者的影响，故要求署方再作考虑。  

20.     卫生署医生 (应急准备及地区关系 )1 陈康琳医生回应，重点如下： 

(i)  牙科护理服务主要由私营界别和非政府机构提供，而政府

为公众提供的有限度牙科服务只限于紧急牙科治疗。卫生

署会经辖下其中 11 间政府牙科诊所，每周划出特定时段，

为市民提供免费紧急牙科治疗（牙科街症）。九龙城牙科诊

所提供有关服务的时间为星期一及四的早上时段；  

(ii)  现时，尽管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已趋稳定，政府牙科诊所

仍须保持高标准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病人在接受检查前

须使用口腔消毒漱口水，以及在每位病人接受治疗之间需

要预留充足时间进行消毒，以减低病人暴露于感染的风险； 

(iii)  近两年来，卫生署辖下牙科医生的人手出现严重短缺，故难

以调配足够胜任的牙科医生在街症时段为市民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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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卫生署未能增加在九龙城牙科诊所为市民提供免费

牙科街症服务的名额；  

(iv)  由于卫生署为市民提供的是紧急牙科治疗，有关筹号须于

提供服务当天派发，因此署方会于提供服务当天的最早一

刻，即凌晨 12 时开始为轮候市民作初步登记；  

(v)  以往未推出此登记安排前，部分市民会在清晨时分排队轮

候服务，采用此初步登记安排旨在让市民在初步登记后回

家休息，避免出现通宵轮候的情况；以及  

(vi)  她会向部门转达委员对初步登记安排的意见。  

21.     主席作出总结，要求署方改善有关初步登记安排，并增加就诊

名额。  

 

议程五  

要求加强引入海外医护的措施  

(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09/23 号 ) 

22.     主席表示医务卫生局并无派代表出席是次会议，请委员阅览局方

于会议前提供的席上文件第 4 号书面回应。  

23.     张景勋委员介绍文件，指香港长年受医护人员短缺问题困扰。尽

管立法会和医卫局早已商讨及实行法例和措施，该措施却未能解决医护

人员短缺的问题，故要求当局加强引入海外医护的措施。   

24.     何显明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他查询书面回应中，两宗不获批的特别注册申请的详情，以

及「以有限度注册形式执业的医生」的意思；以及  

(ii)  他表示收到市民投诉，指其女儿自 2015 年起在英国修读五

年制的医学课程，并于毕业后在英国执业。她其后响应香港

政府的呼吁回流香港，却被香港医务委员会以非六年制课

程为由拒绝其申请。其后，她提出上诉，但至今约 4 个月仍

未收到任何回复。他认为上述个案突显出医务委员会的官

僚作风，有违政府引入海外医护的政策原意。  

25.     主席作出总结，要求局方备悉并加强引入海外医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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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六  

其他事项  

26.     主席表示没有委员提出其他事项，他宣布是项议程讨论结束。  

 

下次会议日期  

27.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28.     主席在下午 3 时 8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3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