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服務消息【第三頁】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39744608。

◆李孟進

(一)

◆
梁
穎
勤

◆
張
煒
森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愈
來
愈
惡
，

老
友
記
難
免
擔

心
。
一
來
食
肆
限

人
數
，
看
起
來
好
像

有
點
可
怕
。
二
來
外
出

又
要
擔
心
口
罩
、
搓
手

液
等
夠
不
夠
。
三
來
，
不

外
出
，
自
己
又
像
被
困
家

中
，
仔
女
遠
道
來
探
望
也

多
重
擔
心
，
院
舍
的
老
友
記

更
只
能
閉
門
尋
開
心
。

溫
馨
提
示
：
⑴
年
紀

大
不
是
罪
過
；
⑵
負
面
情
緒

會
破
壞
免
疫
力
，
讓
我
們
更

易
輸
給
病
毒
；
⑶
抗
疫
力
不

一
定
只
能
靠
疫
苗
，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也
可
以
為
你
加
分
。

台
灣
國
民
健
康
署
呼

籲
大
家
，
如
今
抗
疫
期
間
，

我
們
不
宜
餐
餐
只
吃
大
塊

肉
，
建
議
每
餐
有
菜
有
肉
，

並
且
多
吃
水
果
。

那
麼
吃
甚
麼
蔬
果
食
物

才
夠
力
量
？
中
醫
師
多
主
張

正
氣
飲
食
，
如
菜
心
、
蒸
豬

肉
、
蒸
魚
、
煮
或
蒸
米
飯
等
。

綜
合
外
國
研
究
，
對

抗
新
冠
病
毒
，
總
結
出
有
最

少
３
大
原
則
：

•
多
吃
蔬
果
，
減
少
身

體
發
炎
介
質
。
舉
例
，
西
蘭

花
、
蕃
茄
、
燈
籠
椒
、
南

瓜
、
牛
油
果
和
茶
都
可
為
健

康
儲
分
。以上

食
材
雖
然
普
通
，

但
以
燈
籠
椒
為
例
，
富
類
胡

蘿
蔔
素
和
葉
黃
素
等
，
既
可

增
強
抵
抗
力
，
又
補
眼
。
吃

一
個
中
型
燈
籠
椒（
可
切
絲

煮
鮮
百
合
或
瘦
肉
），
便
能

提
供
老
友
記
每
日
所
需
類
胡

蘿
蔔
素
的
兩
成
，
很
厲
害
吧
。

•
減
少
煎
炸
食
物
，
以

免
自
製
發
炎
機
會
。
其
實
中

醫
向
來
不
主
張
多
吃
煎
炸
食

物
，
而
西
方
研
究
亦
證
實
快

餐（
如
薯
條
、
炸
雞
）、
香

腸
、
火
腿
、
高
糖
份
飲
品
及

植
物
牛
油
等
，
容
易
造
成
身

體
發
炎
，
防
疫
期
間
盡
量
忍

忍
口
。•

戒
煙
。
長
期
吸
煙

者
的
免
疫
力
會
被
拉
低
，
尤

其
口
腔
黏
膜
會
被
尼
古
丁
以

及
聚
丙
乙
烯
等
化
學
物
質
破

壞
，
易
出
現
慢
性
乾
燥
，
口

腔
潰
瘍
的
痊
癒
速
度
比
非
吸

煙
者
慢
２
至
３
倍
，
在
新

冠
病
毒
肆
虐
期
間
會
增
加
患

病
風
險
。

對於一些病情無法逆轉的末期病人而言，例如
嚴重認知障礙、末期癌症，或心、肺、腎

功能嚴重衰竭者，我們的選擇是仍要努力搶救來
延長不必要的生命治療，抑或是容許自然死亡。
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加上目前仍有不少病
人家屬將死亡視為負面，害怕談及，甚至擔心被
人批評「簽紙讓家人死亡」，所以即使有長者明言
願意接受自然死亡的安排，以免脆弱生命屢受折
騰，但也未必能夠如願。

香港大學 2016 年的調查發現，逾八成港人
期望由自己決定最後人生路的安寧照顧，也有些
末期病患者及其家人向醫生求助，不想進出醫院
及不願最後日子在醫院度過，他們願意選擇「在
家」或「院舍中」終老。與此同時，政府正積極推
行「在家及院舍安寧服務」，期望可以減輕醫
管局的醫療負擔。政府亦提供醫護人員上門
醫療服務，支援家庭或院舍，讓病人可在家
人陪伴下，有尊嚴地走畢全程。

「在家終老」比較簡單，只牽涉一個家
庭。至於「院舍終老」，目前有個別院舍撥出
舒適房間，供這些家庭居住，讓家人多加陪
伴，有些是在彌留期間才送醫院，有些是等
到病人失去呼吸再送到公立醫院發死亡證。

這或許反映現代長者、其家人及醫管局，對於死
亡安排已經不再忌諱。

儘管如此，要全面落實上述「院舍安寧服務」
似乎仍是漫漫長路。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
女士直言計劃原意是好，但尚未成熟，加上未有
相關法例配套及宣傳不足，令到院舍即使想配合
亦有心無力。

李輝同時是多間護老院舍服務的營運者，眼
見太多長者在院舍內離世，她說，現今的長者會
思考臨終安排，包括事先提出臨終安排、選定棺
木及殮葬方式等，他們甚至會說喜歡在家或院舍
等熟悉的環境中有親人陪伴下離世。

但對於一些選擇「自然死亡」，甘願在家或
者在護老院善終的長者來說，他們基本要求就是

不想再受苦，但由於法例規定，在未有醫生簽發
死亡證前，救護車急救員送病者入醫院之前，是
要盡最後的努力搓壓搶救，結果令到有些彌留時
的老弱長者，因身體沒有肌肉承托骨骼而再骨折，
沒有呼吸也要受折磨，見者心痛。

她又指出，另一個令護老院舍卻步的原因是
家人的不諒解，以為護老者會疏忽照顧長者，令
長者提早結束生命，於是投訴埋怨不絕。有一個
個案是經常探望長者的直系家屬明白父親病入膏
肓、死於自然，但不知底蘊的遠房親戚大吵指死
因可疑。雖然很多個案最終可還護老院清白，但
在過程中單是去警署落口供、準備行政文書及法
律文件等，已令護老院吃不消。

這也是明知病者不喜歡入醫院，護老院舍也
要送他們住院的原因之一。此外，一般護老
院舍面積不大，若果太多長者在護老院過世，
經營者一方面要考慮如何善後，同時以不影響
其他長者情緒為前提，這些都是現時護老院仍
未克服，要好好思量的大局。

我
們
相
信
，
縱
然
人
沒
法
選

擇
死
亡
的
時
間
，
卻
可
選

擇
自
己
獨
一
無
二
的
告
別
儀

式
。
有
見
香
港
傳
統
殯
儀
用
品

的
選
擇
較
少
及
偏
向
保
守
，
東

華
三
院
於2013

年
成
立
「
雲

尚
禮
儀（O

N
C

E

）」，
承
先

啟
後
，
以
傳
承
中
國
禮
儀

為
己
任
，
突
破
固
有
框
架
。

雲
尚
禮
儀
設
計
出

一
系
列
創
新
而
不
失
傳

統
意
義
的
追
思
及
殯
儀
產
品
讓
大

家
選
用
。
各
位
長
者
可
按
個
人
的

喜
好
，
圓
滿
人
生
的
畢
業
禮
！
為

社
會
大
眾
在
殯
儀
產
品
中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之
餘
，
更
積
極
推
廣
「
後

事
我
話
事
」的
理
念
，
及
早
安
排
。

壽
衣
光
鮮
亮
麗

度
身
訂
造
亦
可

每
個
人
也
可
為
自
己
最
後
一

次
儀
式
準
備
最
合
心
意
的
禮
服
，

雲
尚
禮
儀
自
家
設
計
的
男
女
雲
裳

壽
衣
，
以
光
鮮
亮
麗

的
設
計
製
作
，
適
合

不
同
甚
至
沒
有
宗
教

背
景
的
人
士
，
在
人

生
畢
業
禮
中
「
穿
」
上

最
佳
色
彩
！
另
備
有

其
他
不
同
款
式
和
價

格
的
現
成
壽
衣
，
讓

你
拼
湊
出
符
合
自
我

個
性
與
風
格
的
禮

服
，
圓
滿
地
走
最
後
一
程
！

長
者
更
可
度
身
訂
造
壽
衣
，

設
計
師
能
按
客
人
的
意
願
，
結
合

生
命
回
顧
元
素
而
設
計
「
悅

裳
」， 「
生
命
悅
裳
」
可
選
擇

不
同
物
料
，
長
者
可
以
跟
設

計
師
商
量
，
讓
客
人
可
重
新

肯
定
生
命
的
價
值
，
創
造
獨

一
無
二
的
「
人
生
畢
業
禮
」

禮
服
。除

訂
造
壽
衣
外
，
雲

尚
禮
儀
還
提
供
不
同
設
計
新

穎
的
追
思
產
品
包
括
慰
問

卡
、
簽
名
冊
、
敬
謝
封
等
，

讓
喪
親
者
可
以
好
好
抒
發
對

摯
愛
的
思
念
。
服
務
單
位

近
年
更
開
設
不
同
的
生
死
教

育
藝
術
工
作
坊
，
迎
合
大

眾
的
口
味
，
以
輕
鬆
的
藝

術
手
法
推
廣
生
死
教
育
及

「
後
事
我
話
事
」
的
理
念
。
如
欲

知
道
更
多
資
料
，
可
致
電2657 

7899

查
詢
。

◆
香
山
亞
黃

昔日金童玉女
轉眼青春逝水
公莫嫌婆色衰
婆莫笑公顏退
情在留得金玉
關心毋須親嘴

治老奇方之五十五

•	雲尚禮儀自家設計的壽衣光鮮亮麗，長者更可度
身訂造。

獨
一
無
二
的「
人
生
畢
業
禮
」禮
服

院舍安寧服務 推 行 有 困 難

康
健
耆
兵
之防
疫
廚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