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服務消息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頁】

老
友
記
除
了
身
體
病

痛
需
要
醫
治
之

外
，
心
靈
上
的
關
顧
亦
甚

為
重
要
。

根
據
資
料
指
出
，

近
數
年
每
天
平
均
皆
有
一

名
長
者
自
殺
。
死
並
非
是

解
決
問
題
之
道
，
遇
有
情

緒
問
題
的
長
者
其
實
大
有

出
路
。
「
生
命
熱
線
」
的

「
外
展
預
防
長
者
自
殺
服

務
」
自2006

年
開
展
以

來
，
已
經
處
理
逾1,000

個
個
案
，
為
看
來
是
困
局

的
生
命
打
開
一
道
門
。

有
需
要
使
用
此
服
務

的
長
者
，
經
轉
介
至
「
生

命
熱
線
」
的
社
工
作
家
訪

及
了
解
需
要
後
，
會
獲
安

排
由
義
工
提
供
為
期
半
年

的
探
訪
及
電
話
慰
問
服

務
。
當
中
「
生
命
熱
線
」

職
員
與
義
工
會
運
用
益
友

技
巧
，
透
過
積
極
聆
聽
，

讓
長
者
得
到
情
緒
上
的
支

援
，
重
拾
生
命
動
力
。「
生

命
熱
線
」
亦
經
常
組
織
義

工
到
私
營
安

老
院
、
人
口

老
化
地
區
進

行
「
洗
樓
」

探
訪
，
以
發

掘
有
需
要
的

個
案
，
提
供

益
友
服
務
。

例
如
曾
有
自

殺
想
法
的
獨

居
李
婆
婆
，

因
病
不
良
於

行
而
生
自
殺

念
頭
，
後
在

義
工
多
次
探

訪
後
，
明
白

有
人
願
意
關

心
自
已
，
因

此
打
消
自
殺
念
頭
，
更
願

意
參
與
社
區
中
心
的
活

動
，
幫
助
其
他
有
需
要
長

者
。

此
外
，
為
提
高
長

者
、
家
人
和
醫
護
人
員
對

長
者
自
殺
問
題
的
了
解
及

警
覺
性
，
「
生
命
熱
線
」

經
常
進
行
社
區
教
育
活

動
，
同
時
亦
與
地
區
機
構

合
作
，
物
色
有
潛
質
的
義

工
進
行
訓
練
。
如
你
發
現

身
邊
的
長
者
有
情
緒
困

擾
，
甚
至
自
殺
傾
向
；
或

欲
參
與
義
務
工
作
，
探
訪

或
電
話
慰
問
服
務
的
朋

友
，
歡
迎
致
電
查
詢
：

2382 2007

。

開闢 於 1 8 7 0 年
代，早期名稱為

永樂坊，分為金融區
的永樂東街和南北行
區的永樂西街。

永樂東街的老店
有 1870 年代開業，位
於 52 號的昌盛金舖，
家族成員有余道生及余
振強。另一間為位於
81 號的入口米商南和
行及和發成船務公司，
家族成員的李冠春及李
子方，為東亞銀行之
創辦人。昌盛金舖的
樓宇兩年前才折卸。

二十世紀初，著
名的瑞昌西藥行在 41
號的廣源東街旁開設。
其東鄰有一「真欄日
報」，這一帶現為「新

紀元廣場」。1933 年，
恒生銀號（1960 年轉為
銀行）於永樂東街開業。

在這段的食肆有位
於 40 號的春園酒家及
44 號的金菊園燒臘店，
112 號的清華閣茶室，
157 號的添男茶樓，以
及 116 號的平香茶樓。
這一帶還包括：人和
悅、永利威、陳太吉及
黃廣善堂等多間老酒莊。

多間米行和蔘茸行
現時仍開設於南北行區
的永樂西街。1960 年
代，匯豐銀行的上環分
行亦在此開設。

位於與干諾道西交
界處，有一座永樂街碼
頭，即為著名的「三角
碼頭」。

•	由摩利臣街望永樂東街，約 1965 年。
左方為清華閣茶室。

•	由鴨蛋街（永勝街）望永樂東街的若平間百年
舊樓，1992年。這一帶現為新紀元廣場。

由藥劑師接聽，歡迎大家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詢問有關由藥物的存放、所服食的藥物疑問，如藥能、藥性、服藥後的反應、與其他疾患的藥物同服食注意事項、藥物與食物的
相沖及食療等問題。

•	除電話聯絡外，「生命熱線」亦會派員接觸長者。

•	永樂東街52號百餘年老店的昌盛金舖，2002年。

•	約 1948 年的金龍酒家，左為永樂
東街，右為德輔道中。

•	省港澳碼頭的「永樂街碼頭」，約1
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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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摩利臣街西望「十王殿廣場」約 1952 年。正中是添
男茶樓和南北行公所。

•	由「十王殿廣場」望永樂東街，約 1915 年。橫的
是摩利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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