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序
幕
」
為
十
二
月
初
八
之

「
臘
八
節
」，
港
九
新
界

各
寺
廟
庵
堂
均
隆
重
慶
祝
，
不

少
善
信
前
往
參
拜
，
稱
為
「
隨

喜
」
。
到
了
十
六
「
尾
禡
」，
又

再
前
往
「
還
神
」
。

踏
入
尾
禡
，
各
商
行
紛
紛

追
收
欠
帳
，
一
片
急
景
殘
年
之

景
象
。「

謝
灶
」，
可
選
擇
廿
三
或

廿
四
，
以
往
分
為
：
官
三
、
民

四
、
蜑（
蛋
）家（
水
上
人
）五
、

痲
瘋
六
、
妓
女
為
廿
七
，
而
灶

君
則
於
廿
八
才
登
天
述
職
，
若

在
廿
三
謝
灶
，
則
須
於
年
初
三

接
回
灶
君
，
廿
四
則
初
四
，
依

此
類
推
。
謝
灶
儀
式
是
用
糖
漿

或
湯
丸
黏
著
灶
君
的
咀
（
神

位
），
使
其
不
能
在
玉
皇
大
帝
前

說
壞
話
。年宵

花
市
於
謝
灶
日
開

始
，
最
早
是
設
於
德
忌
立
街
近

蘭
桂
坊
，
約1860

年
為
蘇
杭
街

及
文
咸
東
街
，1930

年
開
始
則

為
修
頓
球
場
附
近
的
街
道
，
以

及
油
麻
地
窩
打
老
道
及
深
水

南

昌
街
。1950

年
代
則
改
為
維
園
附

近
的
興
發
街
、
威
菲
路
道
及
旺

角
豉
油
街
、
奶
路
臣
街
和
西
洋

菜
街
等
一
帶
的
街
道
，1958

年
，

才
以
維
園
為
主
。

年
廿
八
為
新
界
最
後
的
墟

期
，
稱
為
「
墟
王
」，
不
少
市
民

前
往
新
界
「
趁
墟
」，
購
買
平
價

雞
鴨
及
年
花
。

茶
樓
酒
家
亦
為
「
廿
八
收

爐
、
初
二
啟
市
」，
不
少
無
家
室

的
「
孤
家
寡
人
」
需
「
紮
炮
」（
捱

餓
）過
年
。

五
十
年
代
的
新
年
期
間
，

車
站
、
小
輪
碼
頭
皆
有
多
條
的

長
龍
，
由
於
警
伯
網
開
一
面
，

不
用
「
走
鬼
」，
不
少
大
街
都
滿

佈
無
牌
小
販
及
「
魚
蝦
蟹
」
賭

檔
。
上
映
賀
歲
片
的
戲
院
場
場

滿
座
，
出
租
麻
雀
及
天
九
牌
以

供
耍
樂
之
士
多
店
，
生
意
應
接

不
暇
。
有
線
廣
播
電
台
「
麗
的
呼

聲
」
每
天
皆
播
送
星
加
坡
及
馬
來

西
亞
一
帶
之
華
人
向
本
港
親
友

（
尤
其
是
「
筆
友
」）賀
年
的
節

目
。

人
日（
初
七
）為
眾
人
生

日
，
不
少
商
號
舉
行
春
茗
聯

歡
。
黃
大
仙
嗇
色
園
亦
提
供

「
勝
燈
」
三
款
，
於
大
殿
前
供

競
投
，
以
冀
天
庥
。

正
月
十
一
、
十
二
為「
開

燈
」之
期
，
是
迎
接「
新
十
五
」

（
中
國
情
人
節
）元
宵
的
儀
式
，

紙
紮
店
之
「
添
丁
燈
」、「
發
財

燈
」
大
量
上
市
。
此
外
，
還

有
蓮
花
燈
、
福
祿
壽
燈
、
走

馬
燈
，
以
及
供
奉
於
「
床
下

底
」
之
「
阿
婆
燈
」
等
多
款
，

琳
瑯
滿
目
，
美
不
勝
收
。

新
十
五
之
後
，
市
面
恢

復
正
常
。

安老服務消息 二○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第二頁】

陳伯半年前因腦中風，以致右
邊身癱瘓，說話不清楚。雖

然每天菲傭都會照料他，但由於
言語上難以溝通，陳伯經常發脾
氣，陳伯的家人苦惱不已。

陳伯兒子陳生向友人張生談
及爸爸一事，張先生向他極力推
介聖雅各福群會「護老天使長者
陪伴服務」，服務包括餵食、護
送、陪診、換尿片、協助如廁或
沐浴，可於家居、院舍或醫院陪
伴等等。張先生的媽媽於留院時，
也曾使用此長者的陪伴服務，護

老天使替張媽媽按摩、餵食及與
她傾談等，令她在醫院得到悉心
的照料及關懷。此被形容為「貼
身的服務」，每次都由同一位護老
天使全程負責，讓張媽媽感覺親
切和熟絡；及後張媽媽轉往護老
院居住時，同一位的護老天使也
繼續跟隨她，提供貼身的護理服
務，讓張媽媽活出豐盛晚年。

查此長者陪伴服務乃是一項
全面的長者護理收費服務，每小
時 $60，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的各
項照顧項目，同時令長者無論身

處任何地點，亦能可有合適的服
務；現今陳伯差不多已有四個多
月獲得護老天使的悉心照顧，由
於護老天使經過訓練，懂得如何
與長者溝通，既有愛心又有耐
性，更有專業的護理知識，致使
陳伯心情比以前開朗，還能跟別
人有說有笑，右手和腳的活動能
力也比以前進步。陳伯的家人現
在可安心外出工作，就算菲傭放
假亦不用擔心了。欲知詳情，可
致電 2117 5887 或 2117 5854 查
詢。

◆
劉
李
林

◆鄭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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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務乃由「㩦手扶弱基金」贊助。

•	花燈，約1955年。

	•
護
老
天
使
長
者
陪
伴
服
務

令
長
者

展
歡
容
又
令
其
家
人
紓
壓
。

•	新年瑞獅，約1965年。

•	寫揮春，約1985年。

•	「趁墟」，約1965年的新界。

•	到黃大仙廟還神，約1975年。

•	過年揮春和通勝，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