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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社會福利及勞工委員會  

2025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5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主  席  ︰  莊健成議員，MH， JP   

副 主 席  ︰  司徒駿軒議員    

委   員  ︰  王曉山議員    

  何曉雯議員    

  林慧明議員    

  徐偉凱議員    

  袁敏兒議員，MH    

  馬淑燕議員    

  張偉琛議員    

  梁明堅議員    

  陳嘉輝議員    

  陳燕君議員    

  黃紹聰議員    

  黃煒鈴議員    

  黃頴灝議員    

  賴玥均議員    

  譚德開議員    

增選委員 ：  胡健強先生    

  譚金蓮女士，MH    

    

秘  書  ：  鍾淑敏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7  

    

列 席 者     

  劉曉立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4  

  溫綺文女士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助理福利專員 2  

  雷頴雯女士  勞工處勞工事務主任（就業）（元朗）  

    

  議程第二項   

  叢嘉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主任（中央寄養服務課）  

會議記錄於 16.4.2025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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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泳恩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中央寄養

服務課）  

   

  議程第三至第四項  

  朱伊婷女士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  

   （元朗） 3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社會福利及勞

工委員會（社福會） 2025 年第一次會議。  

 

 

第一項： 通過社會福利及勞工委員會 2024 年 12 月 23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社福會 2024 年 12 月 23 日舉行的 2024 年第六

次會議記錄。  

 

 

討論事項：  

第二項： 寄養服務簡介  

（社福會文件第 1／ 2025 號）  

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 號文件，並歡迎社會福利署（社署）中

央寄養服務課主任叢嘉儀女士及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吳泳恩女士出席會

議。  

 

 

4.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現時寄養家庭的數目是否足以應付需求，以及寄養服務

的輪侯安排；  

 

(2)  查詢社署對寄養家庭的家居環境要求、公共房屋住戶成為寄

養家庭的申請手續，以及有關服務的配對準則，例如會否將申

請家庭的地點、種族、意願及現有寄養兒童的數目等納入考

量；  

 

(3)  查詢寄養服務的監管機制，以及署方為寄養家庭提供的支援

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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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望寄養家庭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長期而穩定的照顧，避免

兒童因需轉換家庭而影響身心發展；  

 

(5)  認為現時家長為其寄養兒童申請離境旅遊或報讀課程的手續

繁複，建議社署簡化有關申請程序；及  

 

(6)  查詢社署寄養家長休假期間的安排，以及宣傳寄養服務的工

作計劃。  

 

 

5.  社署叢嘉儀女士及吳泳恩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現時已登記成為寄養家庭的數目超過 1 000 個，惟部分家庭

因正值休假而未能投入服務。元朗區的已登記寄養家庭數字

位列全港第二；  

 

(2)  每位申請寄養服務的兒童均會由專責的轉介社工跟進，轉介

社工會因應不同家庭的需要提供相應的支援及輔導服務。如

原生家庭父母放棄兒童的管養權及同意安排兒童接受領養，

則社署署長會成為相關兒童的監護人，並由轉介社工跟進有

關兒童的領養安排；  

 

(3)  為確保寄養服務的質素，申請人需通過詳細而全面的家庭調

查審核，並完成 12 小時的訓練方可獲批成為寄養家庭。寄養

家庭的家居環境必須安全整潔（例如窗戶須設有窗花及廚房

能符合安全要求等），亦需具足夠空間，為寄養兒童提供獨立

睡床及活動空間，而且人均居住面積須不少於 5.5 平方米；  

 

(4)  如寄養家庭為公共房屋住戶，社署會通報房屋署有關單位內

有寄養兒童入住，住戶無需另行申報；  

 

(5)  在配對方面，寄養家長可在配對階段就寄養兒童的年齡、性

別、家庭背景、健康狀況、學習需要等提出要求，而署方亦會

檢視寄養家庭的照顧能力是否符合個別兒童的需要。現時有

兒童未能成功配對入住寄養家庭，而部分未獲配對的兒童會

被安排由緊急寄養家庭照顧、接受其他社區支援服務或入住

其他緊急住宿照顧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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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而言，現時新登記的寄養家庭會獲配對一名寄養兒童。署

方在評估寄養家長的照顧能力及家居環境等因素後，可按情

況安排部分寄養家庭同時照顧兩名寄養兒童。如寄養家長因

事休假，寄養兒童會獲安排至其他合適的替假寄養家庭暫住，

在此情況下，有關寄養家庭將暫時照顧多於一名寄養兒童；  

 

(7)  寄養家庭在成功配對寄養兒童後，寄養服務機構社工會透過

每月的家訪、會面及電話聯絡，了解兒童在寄養家庭的適應度

及表現，並且為寄養家長提供支援和專業意見。此外，社署及

寄養機構會每年為寄養家長提供培訓。社署亦為照顧有特殊

學習或照顧需要兒童的寄養家庭提供額外支援，包括安排寄

養兒童及早接受評估及合適的專業治療和訓練，以減輕寄養

家庭的照顧壓力；  

 

(8)  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寄養家長每月可以分別獲發寄養兒童

生活津貼 6,780 元及服務獎勵金 11,866 元（普通寄養服務）

／ 13,561 元（緊急寄養服務）。而照顧有特別需要寄養兒童（例

如被評估為輕度智障、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

障礙等）的家庭則每月另獲發額外獎勵金 4,068 元。寄養兒童

生活津貼需用於支付寄養兒童的生活開支，如伙食、購買衣

服、玩具、文具、日常用品及零用金等，寄養家庭無需提交單

據報銷；而服務獎勵金及額外獎勵金則是用作鼓勵市民成為

寄養家長。有關津貼以所照顧的每位寄養兒童計算，並可獲豁

免課稅。而寄養兒童的學費、書簿費及校車費用等則由原生家

庭負責支付；  

 

(9)  寄養兒童一般會獲安排在同一寄養家庭居住，令他們有穩定

的居住環境和照顧，直至他們能與原生家庭團聚、被領養或能

獨立生活等。然而，社署亦可因應個別情況，在考慮寄養兒童

的特殊照顧需要或寄養家庭的照顧能力等因素後，安排有需

要的寄養兒童轉換至其他寄養家庭或接受其他住宿照顧服

務；  

 

(10)  由於寄養兒童外出旅遊需事先得到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如果

原生家庭未為其兒童申請旅遊證件或不同意有關安排，寄養

兒童則未能跟隨寄養家長出境；  

 

(11)  如寄養家庭未有合適親友參加「 1+1」組合模式招募計劃成為

指定的替假寄養家庭，社署或寄養服務機構會在寄養家長休

假期間協助安排合適的替假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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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署一直致力推廣寄養服務，除了於不同媒體及公共交通工

具等作宣傳，亦於公眾地方及政府場地派發單張及張貼宣傳

海報。社署邀請委員進一步協助推廣，鼓勵更多市民申請成為

寄養家長。  

 

 

6.  主席總結，請社署繼續監管寄養服務的質素，讓寄養兒童能享

受家庭生活及得到適切照顧。  

 

 

委員提問：  

第三項： 譚德開議員、何曉雯議員、黃煒鈴議員、黃紹聰議員、黃穎

灝議員、王曉山議員、張偉琛議員及司徒駿軒議員建議討論

「元朗區過渡性房屋居民福利需要」  

（社福會文件第 2／ 2025 號）  

7.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2 號文件，以及社署及房屋局席上提交的

書面回覆，並歡迎社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元朗） 3 朱伊婷

女士出席會議。  

 

 

8.  經討論後，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社署對元朗區過渡性房屋居民的支援服務；  

 

(2)  隨着區內過渡性房屋的入住人數及需求日增，加上元朗攸壆

路「簡約公屋」項目即將落成，查詢社署的人手及資源安排，

並建議成立專責小組，連繫相關營運機構，加強支援有關住

戶；  

 

(3)  查詢「色彩人生在元朗」社區建設計劃的推廣安排，並建議社

署在社會服務概覽加入更多資訊，方便市民查閱；  

 

(4)  察悉區內各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所配備的公共設施不盡

相同，當中部分項目只設有少量休憩設施及公共空間供住戶

使用。為改善居民的身心健康，建議房屋局督導營運機構於設

計項目時善用空間，並儘可能提供更多公共康樂設施；  

 

(5)  部分元朗區過渡性房屋位於較偏遠的鄉郊地區，交通相對不

便。此問題不但影響有關房屋項目的入住率，亦不便於居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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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就學及進行其他日常活動。建議房屋局日後為過渡性房屋

選址時將相關交通配套納入考量；及  

 

(6)  就房屋局書面回覆提及的「特別津貼試驗計劃」，查詢計劃的

申請資格及詳情。  

 

 

9.  社署溫綺文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社會福利服務單位（例如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

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等）一直

為區內有需要人士提供福利支援，當中包括過渡性房屋居民。 

 

(2)  社署已向區內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營運機構發出邀

請，以建立協作平台促進交流及經驗分享，讓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及其他社會服務單位能向居民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3) 就區內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項目落成後而衍生的服務需

要，相關服務範圍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已聯絡項目營運機構，

向居民推廣社區服務資訊並緊密合作，支援有需要的居民。此

外，區內兩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也會舉辦適切的活動，以

回應居民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及 

 

(4)  社署透過「色彩人生在元朗」計劃製作元朗區社會服務概覽，

以地圖形式讓市民了解區內社會服務單位的資訊，並於不同

地點派發，包括元朗民政事務處、醫院、母嬰健康院及不同社

會服務單位等。  

 

 

10.  主席總結，元朗區過渡性房屋居民的福利需要值得關注，請社

署備悉委員的意見及建議，並請秘書處向房屋局發信轉達委員的意見。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4 月 3 日向委員會轉發房屋局的跟進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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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司徒駿軒議員、張偉琛議員、黃煒鈴議員、馬淑燕議員、賴

玥均議員及林慧明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區內學童輕生事宜」 

（社福會文件第 3／ 2025 號）  

11.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3 號文件，以及社署及教育局席上提交的

書面回覆。  

 

 

12.  經討論後，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過去三年元朗區內學童輕生的數字；  

 

(2)  查詢社署就推廣學童精神健康及正向教育的工作，並建議進

一步優化現時「一校兩社工」的安排；  

 

(3)  有見學童輕生情況近年愈趨嚴重，建議學校增設預防機制，及

早識別受情緒問題困擾的學童以提供輔導及適切支援。此外，

委員建議教育局加強與各持份者合作，包括學校校董、教職

員、家長及地區人士等，推廣愉快學習，以疏導學童的精神壓

力，從源頭應對學童輕生的情況；及  

 

(4)  認為受情緒問題困擾的學童或不會主動向學校或社工尋求協

助，建議社署多加關注社交平台的相關動向，並留意涉及網上

欺凌的個案。  

 

 

13.  社署溫綺文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為支援區內學童的情緒需要，社署福利辦事處與香港遊樂場

協會的天水圍「瞌一 Hub」青少年支援服務中心合作，走進校

園並善用午膳時間舉辦活動及音樂表演，為學生減壓和建立

關愛校園氣氛，加強接觸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以便提供輔導； 

 

(2)  為提升區內學童的精神健康及抗逆能力，社署通過「守護大使

計劃」聯同 20 間社會服務單位，到區內不同中小學舉辦活動

及提供相關培訓；  

 

(3)  為支援區內學校、家長及學童，社署元朗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

務協調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以專家到校的形式因應學校

需要提供講座服務，主題涵蓋情緒健康、管教、正向心理及提

升抗逆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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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署透過資助 5 間非政府機構開辦 5 支網上青年支援隊，為

受情緒問題困擾的學童提供線上支援，並主動在青少年常用

的網上平台搜尋並接觸有需要的青少年，以在線及離線模式

作適切介入及提供輔導。現時服務新界西的營辦機構為香港

青年協會；及  

 

(5)  為加強社區教育，社署在全港 5 個區域設置「推廣精神健康

流動宣傳車服務」，當中包括新界西的新生精神健康康復會

「生活新喜點」宣傳車，於不同場所（包括偏遠及鄉郊地區）

作流動展覽、小型講庭、互動活動，以及協助有需要人士作自

我評估。  

 

 

14.  主席總結，學童輕生問題不容忽視，建議不同持份者加強支援，

並請秘書處向教育局發信轉達委員的意見。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4 月 3 日向委員會轉發教育局的跟進

回覆。）  

 

 

部門報告：  

第五項： 元朗區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家庭暴力呈報數字  

（社福會文件第 4／ 2025 號）  

15.  委員閱悉上述文件。  

 

 

第六項：其他事項  

第七項： 下次會議日期  

16.  主席表示，下一次社福會會議將會於 202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17.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4 時 35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