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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蒙召將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福音傳給世人，福音內容包括滿足全人生理、心理、社

交及靈性各方面的需要。本會本著上帝對世人的大愛，以基督徒愛人如己的精神向社會大眾提供服務，以

期接受服務者能明白上帝愛世人，進而選擇接受上帝的愛，在今世彼此相愛，效學主耶穌「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的精神，達到為別人服務，能渡一個有意義、有目標及充滿盼望的人生。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乃非牟利基督教機構，於 1888 年在香港展開福音佈道工作，為香港、澳門市民

提供服務。為配合社會的需要，相繼發展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事工。教育事工：屹今已設立了數間三

育學校，包括大專、中學、小學、幼稚園及校外課程部。醫療事工：兩間港安醫院先後於 1968 年及 1971

年落成，積極展開醫療及健康教育服務。  

 

社會福利事工：早在五、六十年代，本會已有食品、衣物賙濟工作，其後興建兩所老人宿舍及一所鄉村社

區中心。隨著時代的轉變，社會人士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不斷提高，故此，在八十年代初期，本會再度擴展

社會福利事工。透過政府資助，現在屯門區提供一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以及在小西灣及新蒲崗區提供

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而在沙田區亦有營辦一所自負盈虧的長者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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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社會服務部在 2020/21 年度延續「擁抱生命，祝福社群」的服務主題。我們期

望每位員工和服務使用者都能擁抱自己及別人的生命，為身處社群帶來祝福。 

 

「精神健康」仍是我們今年度的服務方向，因應不同對象的需要而推行「精神健康」的活動。本年度舉辦的活動

達七成是針對與精神健康相關的範疇，包括青少年正向心理培訓、特殊學習需要，以及向長者推廣正面積極的生

活模式。 

 

服務發展 

針對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需要，本年度機構繼續增撥資源給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推行各項支援服務，特別為

患有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的兒童提供有系統的訓練活動。 

本會自 2010 年起已為元朗三育幼稚園提供社工服務，為加強對學前兒童的支援服務，社會服務部於 2018 年 9

月起為元朗三育幼稚園提供每週二天的駐園社工服務，針對有需要的學童及其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此外，

為加強學前駐校服務的質素，我們與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安徒生會及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部組成「陽光童萌」

計劃，在培訓社工及提供家長服務等範疇上彼此合作。 

 

人才培訓 

在 2020/21 年度，本機構運用「社會福利發展基金」及整筆撥款為 41 位政府津助服務單位的同工提供在職培訓，

他們合共參與之課程數目為 209 個。在疫情期間，有不課程以網上形或學習。課程類型包括輔導、管理、活動技

巧、職安健及電腦知識等。期望同工透過持續學習，對提供專業的服務有所幫助。 

 

財務管理 

本會按社會福利署「最佳執行指引」的建議檢視及修訂現行政策及程序，以善用資源及發揮其效用。本會以保持

審慎及穩健的理財原則去檢視及運用公帑。本年度仍然延續上年度的方針，使用整筆撥款增聘前線人手及增加活

動開支。人手方面增加活動幹事職位，以輔助社工推行服務，加強前線服務質素；長者中心則增加合約社工職位，

加強現有服務。而活動開支方面則用來資助各中心舉辦策略性發展服務。由於本年度有盈餘，故並沒有動用整筆

撥款儲備。 

 

至於運用非定影員工的強積金儲備方面，沿用現有政策，服務十年以下的員工僱主供款 5%，服務滿十年的員工

僱主供款 8%。因現時社會經濟環境不穩定，要審慎使用儲備，所以預留作日後供款之用，以維持對員工的承諾。 

 

在未來一年，整筆撥款盈餘及儲備主要用於改善員工福利，並增聘額外人手，以提升服務質素。委員會亦會每年

定時檢討相關政策和程序，會以鼓勵員工及提升士氣為原則使用儲備。整筆撥款儲備及強積金儲備狀況亦隨著周

年財務報告上載本會網頁供員工及大眾覽閱。本會委員會將定時監察各項儲備及定於每年檢討現行政策及程序。

有關整筆撥款及非定影員工的強積金儲備，可參閱 2020/21 年度整筆撥款周年財務報告，在此不贅。 

 

心靈關懷 

由於這年度疫情較嚴竣，以往一年一度的長者生活講座無奈暫停。雖然未能舉行實體活動，中心便透過網上的媒

介及刊物，提供滋潤心靈的短片或短文；亦有利用視象形式舉辦小組，關顧服務使用者的心靈健康。 

 

展望 

機構在 2021/22 年度的服務主題仍沿用「擁抱生命，祝福社群」，以深化「精神健康」的服務方向為社區服務。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即使在疫情下，各同事仍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與服務使用者一同渡過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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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身心靈放鬆舒壓小組」 

  

長者在晚年面對家庭角色及身體機能轉變，面對壓力往往令身心出現疲累。工作員舉辦每星期一次合共八節的

「身心靈放鬆舒壓小組」，運用靜觀術為介入手法，令長者透過具延續性的靜觀體驗，學習如何專注個人的身體

及心靈需要。在此小組的過程，工作員與長者練習靜觀呼吸，讓長者知道呼吸不單只是生存需要，同時亦是關

懷自己的心情和身體狀況 ，藉著感受空氣的溫度及濕度，令身心回歸平靜狀態。長者也進行「靜觀伸展」練

習，放鬆肌肉，令長者學習好好照顧及溫柔地對待自己，留意身體的需要，照顧自己的身心。 

 

在此小組，工作員也採用「表達藝術手法」，讓長者親自製作不同的藝術作品，包括：和諧粉彩、線條畫、木製

圖案拼貼鎖匙扣 ，在過程中與長者一起進行專屬自己的創作，讓他們藉著非語言的表達方式，抒發內心感受及

提升正面的情緒，並懂得欣賞個人的長處，成為與自己溝通的橋樑。例如： 

和諧粉彩：以「願望彩虹」為主題，讓長者透過以柔和感覺為主的粉彩畫表達對生命的盼望。 

抒情線條畫：長者以不同形狀的線條重覆畫圖案，培養他們的專注力，並能放鬆心情。 

木製拼貼圖案匙扣：以「圓滿人生」為主題，讓長者在圓形木製匙扣拼貼大大小小的圖案，賦予祝福的意義。 

長者在小組過程表現投入，透過互相回應及分享感受以重新凝聚正向能量，繼續積極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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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新蒲點 Channel」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擾亂很多人的常規活動、人際關係以及日常支援，為減低感染風險，長期留家

成為大部份長者的生活寫照。為讓老友記(中心的長者會員)安在家中亦能與中心保持接觸，本中心於 2020 年 3

月設立了「新蒲點 Channel」(初期名為「抗疫時刻」)，由老友記熟悉的姑娘先生精心製作不同主題的影片，透

過社交媒體與老友記分享，當中以抗疫資訊、心靈關懷、健康、教育、綜藝等為主題，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裡，共製作了接近 50 套影片。 

 

不少老友記為了觀賞影片，願意放下對科技的抗拒，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並積極地參與影片後的後

續活動，例如領取物資製作手工、領取食材回家烹飪、節日寫下心意咭等，從老友記分享的訊息和相片中，感

受他們的投入，從觀賞影片中暫時放疫情的壓力和憂愁，開懷笑著地與我們「見見面」！能夠實踐「停課不停

學，居家抗疫不寂寞」，不但在心靈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更鼓勵他們善用科技，使他們更有能力面對疫情，繼

續保持身心健康、持續學習，緃使疫情使人隔離，但彼此是這項工作最大的理念。 

 

 

        「全心傳「義」蔬花花束」 

 

疫情期間，很多長者擔心染病不敢出外，特別一班年長的長者，不同疫情資訊令他們擔憂和恐懼，不敢外出，大

幅減少前來中心，因而缺乏社交生活，支援網絡轉弱，使他們的無助感和孤獨感增加。本中心於 2020 年 12 月展

開「全心傳『義』蔬花花束」活動，透過將蔬菜花束送贈給年長或體弱的老友記，為他們送上關懷，與中心保持

聯繫。 

 

每次活動中，長者義工學習包蔬花束技巧，再加以發揮自己創意和心思，包出一束獨特的蔬菜花束。完成的花

束會轉送到給老友記表達關懷，而且藉此鼓勵老友記多吃蔬菜，烹調健康菜式，提醒他們在疫情裡保持健康飲

食更為重要。 

 

義工分享每次製作蔬菜花束是一個專注的歷程，義工感恩有健康的身體參與義務工作，把健康的食物成為心意

送給有需要的人，滿載著敬老和關愛的祝福，縱使蔬菜花束不是屬於自己，但眼見老友記「收花」時的開心、

欣賞、驚喜和感謝，義工們都獲得很大的滿足感。疫情關係，蔬菜花束是由中心職員送遞，老友記收到由義工

親手製作的「花束」和中心職員的探望，他們均表示感到十分溫暖。(此項活動已成為中心恆常舉辦活動，讓不

同的老友記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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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安老人中心   

     「愛送家中來」 

因新冠肺炎疫情對基層人士的生活及經濟造成壓力，幸得呂氏基金有限公司贊助，透

過贈送飯餐劵協助有需要人士及基層家庭，以減輕經濟壓力及送上溫飽。即使在疫情期

間，社區中心暫停開放，中心仍持續這服務，在中心外派發飯券給長者，讓他們不會因疫

情而缺乏支援。除此以外，與恆安佈道所合作，藉著活動為受惠長者提供心靈服務，藉此

滿足他們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讓他們感受到社區的關愛、對中心及社區建立歸屬感，並

希望提升他們的正向心理。 

 
     「開心椅子拉筋操」 

 

 

此小組為不便站立做運動之會員而設計之運動小組，此套運動幫助長者放鬆脛、腰、肩、

背。讓參加者不會受到身體狀況限制，使用輪椅之服務使用者能共同參與，讓長者強壯肌

肉，有助舒展身心，減低精神壓力，養成做運動的習慣，適當的運動可以促進全身的血液循

環，為全身的組織細胞提供更多的氧氣、安多安多酚和營養物質，並藉此建立社交生活。從

而達到延遲衰老、增進健康和提升正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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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童心‧童行-SEN 支援計劃 

 

由 2020 年初起至今，相信不少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改變日常生活模式。尤

其對特殊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 SEN）的學童及其家庭帶來極大的挑戰及

影響。而疫情期間的上課停擺及減少，同樣也令學童錯失了 SEN 的治療與訓練，導致他們失

去有系統性、持續性及完整的訓練，以致影響他們在情緒控制、社交技巧及解難能力上都出

現很大的障礙或倒退。（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0） 

 

童心‧童行-SEN 支援計劃已是第三年舉行，指在提供一系列的家長及學童支援工作予就讀主

流小學及懷疑或確診 ADHD/ASD 的學童。經過面試及篩選，最後選出當中較為有需要的 17

個家庭。服務為期一年。社工透過一系列的個案管理工作、治療性及發展性小組、家長支援

工作及社區教育工作，希望協助提升 SEN 學童在情緒控制及社交解難上的能力，促進其家庭

的正面發展，建立家長支援網絡，並提升區內人士對特殊學習需要的認識。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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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發展計劃」 

服務宗旨 

2020 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病大幅減少人們之間的社交接觸，為香港市民帶來極大的挑戰。

本中心亦不例外，不少探訪或大型活動因此而停滯。但隨著疫情緩和，本中心開始逐步恢復

義工服務發展。本中心期望讓青少年在參與義務工作的過程中，除了能做到關心社區，服務

人群，亦能啟發個人潛能，提升溝通技巧，並學習面對困難和挑戰；實踐「擁抱生命，祝福

社群」。  

 

義工培訓—同行 

本中心除了希望義工能透過各種技能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不同的服務，還冀盼他們能透過培訓

凝聚彼此，學會牽絆同行，以達致擁抱生命，祝福社群。因此，本中心將定期提供不同主題

的工作坊，致力培訓 6 至 24 歲的人士以及其家庭。 

 

義工服務 

本中心亦會在社區、環境、及同工三大範疇中籌辦不同義工服務。在社區發展方面，中心已

推行愛心劵義賣活動並將籌得款項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在未來的年度，中心將陸續恢復舉辦

探訪活動和送暖行動，服務社群。在環境方面，中心亦關注環境保育，故此將舉辦與大自然

有關的大型外出義工服務，例如海灘清潔、山區保育等，為地球出一分力。在同工合作方

面，中心亦將計劃舉辦義工營，期望透過不同的活動建立團隊精神，並交流及維繫同工之間

的關係，彼此連成一線。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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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呈交予社會福利署的 2020/2021 年度整筆撥款周年財務報告可於本會網頁閱覽： 

http://sservice.hkmcadventist.org 

 

政府資助
$19,308,540.00 

(74.2%)

基金
$2,430,613.70 

(12.8%)

捐款
$44,430.78 

(0.2%)

收費
$156,866.00 

(3.9%)

其他
$113,775.50 

(1.3%)
自負盈虧服務
$1,143,528.65 

(7.6%)

總收入
Total Income

$23,197,754.63

員工薪酬
$16,399,328.44

(70.5%)

活動/服務開支
$1,818,496.58

(6.2%)

運作開支
$916,384.87

(3.8%)

社會福利發展基金
$35,224.00

(7.8%)

其他開支
$1,364,814.39

(6.7%)

租金及差餉
$816,552.00

(4.2%)

自負盈虧服務
$1,158,872.80

(7.8%)

總支出
Total Expenditure
$22,509,673.08

財務摘要 

 

收入 

支出 

http://sservice.hkmcadven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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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 Statistical Data 
青少年服務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Service 

 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Shan King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Centre 

活動節數及參與人次 Programme sessions and attendance 節數 Total no. of sessions 人次 Total no. of attendance 

指導及輔導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435 7829 

支援活動 Supportive programmes 704 5041 

發展和社交活動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ization programmes 368 3932 

社區參與活動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mes 49 971 

總數 Total 3556 177 

   

  6 至 24 歲 

6 to 24 years old 

總計 

Total 

會員人數 Total no. of Members  1860 1860 

長者中心服務 Elderly Centre Service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Siu Sai W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San Po Kong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恒安老人中心 

Heng O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會員人數 Total no. of members 1020 776 842 

義工人數 Total no. of volunteers 105 129 53 

護老者人數 Total no. of carers 162 146 - 

累積輔導個案 Total no. of counselling case served 169 114 - 

隱蔽長者個案 

No. of case served of hidden or vulnerable elderly 

persons 

47 52 - 

偶到服務人次（全年） 

No. attendance of drop-in service (Year end) 

14658 7654 11436 

健康推廣、教育及發展及社交及康樂服務 

Total no. of programme of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 

138 146 87 

義工服務 Total no. of Volunteer services 56 50 2 

護老者支援服務 Total no. of Carer’s supporting  56 41 - 

認知障礙症服務 Dementia-related services      

接受認知障礙相關知識訓練的人數 

No. of people trained with dementia-related knowledge 

91 54 - 

認知障礙相關知識的支援及訓練服務 

No. of programmes and groups to provide support and 

training to elderly persons with dementia-related 

knowledge  

37 25 - 

有需要護老者 Needy carer      

有需要護老者人數 Total no. of needy carers 

served 

68 87 -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小組及訓練活動 

Total no. of supportive groups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needy carers  

21 20 - 

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 

Total no. of support services to needy carers 

197 470 - 

 

 

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 

From April 2020 to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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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委員會  經濟小組  

主席  主席  

湛志凡牧師  湛志凡牧師  

書記  委員  

黃德良先生  黃德良先生  

委員  李子傑司庫  

馮俊傑牧師  劉繼宗先生  

李子傑司庫  莫憂先生  

戴文傑教士  馮肖莊女士  

梁韋儀教士  發展小組  

譚偉明博士  主席  

李偉明醫生  黃德良先生  

盛燕南女士  委員  

劉繼宗先生  湛志凡牧師  

劉詹月清博士  戴文傑教士  

鄧佩媚女士  馮肖莊女士  

林惠芬女士  李潔珊女士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代表大會/

執行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

經濟小組 發展小組

社會服務部

小西灣長者

鄰舍中心

新蒲崗長者

鄰舍中心

山景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

恒安老人中心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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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Shan King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 Centr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榮樓 21-30 號地下  G/F., 21-30 King Wing House, Shan King Estate, Tuen Mun, N.T. 

電話 Tel：2462 6122                 傳真 Fax：2461 4204 

電郵 Email：skcyc@hkmcadventist.org 

景美分處 King Mei Branch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美樓 A 翼   Unit 1, G/F., King Mei House, Shan King Estae, Tuen Mun, N.T. 

電話 Tel：2460 7987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恆安老人中心 

Heng On Social Centre for the Elderly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社區中心一樓 107 室 

No.107,1/F, Heng On Community Centre, Heng On Estate, Ma On Shan, Sha Tin, N.T. 

電話 Tel：2642 8480                傳真 Fax：2633 4225 

電郵 Email：hose@hkmcadventist.org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Siu Sai W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隆樓 6-9 號地下  G/F, 6-9 Sui Lung House, Siu Sai Wan Estate, Chai Wan, H.K. 

電話 Tel：2505 7428                傳真 Fax：2505 8064 

電郵 Email：sswse@hkmcadventist.org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San Po Kong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 33 號新蒲崗廣場一樓 B7A-B63 及 B78-B85 室  

Unit B57A-B63 & B78-B85,1/F, San Po Kong Plaza, 33 Shung Ling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電話 Tel：242 3713                傳真 Fax：2242 3721 

電郵 Email：spkse@hkmcadventist.org 

 

 

 

 

鳴謝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社會服務部多年來一直有賴政府、各基金及合作伙伴的支持，

透過社會服務幫助地區上有需要的人士。在此謹各向政府部門及地區委員會、工商社團、

非政府機構、中小學、幼稚園、個別捐助者及義工致謝。 

 

 

 

社會服務單位 

mailto:hose@hkmcadventist.org
mailto:sswse@hkmcadventist.org
mailto:spkse@hkmcadven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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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社會服務部 

Hong Kong-Macao Conferenc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新界荃灣沙咀道 288 號三樓  2/F., 288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電話 Tel：2419 0680                  傳真 Fax：2418 0802 

電郵 Email：sservice@hkmcadventist.org 

網址 Website：http://sservice.hkmcadventist.org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