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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大題大題

香
港
政
府
政
務
司
辦
公
室
在2015

年
1
月
發
表
的
《
人
口
政
策
：
策

略
與
措
施
》
報
告
書
，
根
據
過
往
14
年

的
主
要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
用
來
推
算
未

來
25
年
人
口
數
字
及
發
展
人
口
政
策
。

這
篇
短
評
試
根
據
報
告
書
中
的
數
字
來

觀
察
未
來
人
口
老
化
的
現
象
。

香
港
在2001

年
的
總
人
口
約
為

650

萬
（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

2014

年
增
至
約700
萬
。
在
這14

年

間
，
每
年
的
人
口
增
長

率
極
為
緩
慢
，
介
乎

0.3%

至1%

間
。
該
報

告
推
算
到
了2041

年
，

總
人
口
接
近800

萬
。

在
總
人
口
中
減
幅
最
大

者
為
0
至
14
歲
的
少
年

及
兒
童
，
從2001

年
的17%

遞
減
至

2014

年
的12%

，
到
了2041

年
，
推

算
會
進
一
步
減
至10%

。
相
對
來
說
，

增
幅
最
大
者
則
為6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2001

年
時
約
有12%

，2014

年

增
至16%

。
政
府
推
算
到
了2041

年

會
增
至32%

，
其
時
全
港
每
3
個
人
中

便
有
1
個
是
長
者
。
總
人
口
的
年
齡
中

位
數
隨
著
上
升
，
從2001

年
的37.2

歲
，2014

年
的43.8

歲
，
升
至

2041

年
的51.8

歲
。
本
地
出
生
時
的
平

均
預
期
壽
命
穩
步
增
加
，
男
性
從2001

年
的78.4

歲
增
加
至2041

年
的84.4

歲
，
女
性
則
從84.6

歲
增
至90.8

歲
。

人
口
老
化
的
程
度
非
常
快
。

論
到
人
口
撫
養
比
率（
少
年
兒
童

和
長
者
合
計
），2001

年
時
為
每
千
名

15
至
64
歲
的
人
口
需
要
撫
養399

名
，

2014

年
稍
為
減
至371

名
，
推
算2041

年
的
數
目
為715

名
。
人
口
撫
養
比
率

增
加
得
很
快
。
以
少
年
兒
童
和
長
者
分

開
計
，
長
者
的
撫
養
比
率
增
幅
最
為
明

顯
，
從2001
年
的163

名
，2014

年

的213

名
，
到2041
年
的549

名
。

少
年
兒
童
的
撫
養
比
率
在
此
期
間
有
所

增
減
，
從2001

年
的237
名
，2014

年
的158

名
，2041

年
稍
為
回
增
至

163

名
。
長
者
和
少
年
兒
童
人
口
的
變

化
除
了
移
民
因
素
外
，
亦
受
到
本
港
總

和
生
育
率（
每
千
名
婦
女
一
生
中
平
均
生

產
嬰
兒
的
數
目
）的
影
響
。
報
告
書
指
出

本
港
的
總
和
生
育
率
雖
穩
步
上
升
，
但

不
足
以
降
低
長
者
的
撫
養
比
率
。
報
告

書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在2001

年
時
為

931

，2007

至2012

年
間
因
很
多
內
地

婦
女
來
港
產
子
導
致
生
育
率
上
升
外
，

其
後
的
數
字
則
穩
定
下
來
。
推
算
至

2041

年
的
總
和
生
育
率
約
為1,200

。

本
地
的
勞
動
人
口
在
過
去
14
年
間

始
終
維
持
在320

萬
至350

萬
間
，
增

幅
則
介
乎-1.1%

至2.0%

。

勞
動
人
口
預
計
到
了2041

年
仍

然
維
持
在350

萬
之
數
。
整
體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在2001

至

2016

年
間
維
持
約60%

的
參

與
率
。
踏
入2016

年
開
始
減

少
，
從58.6%

減
至2041

年

的49.5%

，
減
幅
明
顯
，
主
因
在
於
人

口
老
化
所
致
。
因
勞
動
人
口
減
少
引
來

的
另
一
個
統
計
數
字
是
經
濟
撫
養
比
率

（
指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數
目
佔
每
千

名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的
比
率
），2013

年
時
是905

，2041

年
則
為1,237

。

期
間
沒
有
參
與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口
比
參

與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口
還
多
。

目
前
若
推
出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

25
年
後
誰
來
付
鈔
養
活
這
麼
多
長
者
？

社福機構在這廿多年間，隨
著政府資助模式改變，社

會服務的生態也改變了。對機
構來說政府已不是營運資金唯
一來源，社福機構透過提交標
書，以競投模式才可獲得新服
務單位；又或是撰寫計劃書申
請基金，開拓新服務來填補現
時服務的不足；又或與商業機
構合作，協助基層面對困難。

面對營運資金來源變化產
生了一定的壓力，除了看收支
平衡外，作為一所社會服務機
構，最重要的是要有社會使
命。記得七年前，有機會獲得
一個近萬呎的地方，對現時任
何一間機構或公司來說，地方
是很重要的資源，當時大家提
議了很多主意，但要面對自負
營虧的壓力，大家都明白在提
供服務時，要收取相應的金錢
以應開支，不可以虧蝕。可是，
如果單從不虧本的想法就跟做
生意沒有分別，那又何需由一

間社會服務機構去營運 ?! 記得
當下主管的提醒：作為一間社
會服務機構，我們應有社會使
命，縱使沒有錢賺，甚至有些
虧蝕，當社會人士有需要，我
們就應有所承擔，走出來為社
會出一分力。就這樣，我們開
了一所專門推廣生命教育的中
心，至今為超過二萬名學生提
供探索生命，珍惜自己及愛護
家人的體驗活動和訊息。

《松柏之聲》也亦然，回
想多年前為香港長者及退休人
士的需要，在缺乏足夠的資源
下，我們開始承擔起這份社會
使命，一直到如今。談到營運
情況，負責會計的同事確實很
焦急，因為收支不平衡，會引
來很多的問題。企盼有著大家
的支持，以集腋成裘令

《松柏之聲 》可以繼續
走下去，伴著更多投入
第三齡人士走進更豐盛
的歲月。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 謝文慧

◆ 姿 凝

人物掃描人物掃描

短評短評
◆ 李翊駿

綜合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八頁】

長者醫療券計
劃自 2 0 0 9

年 1 月 1 日起推
行，為長者提供資助，讓他們選擇
最切合自己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
務。在計劃下，年滿 70 歲或以上並
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豁免登記證明
書的長者符合資格每年獲發醫療券，
以支付下列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營醫
護專業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費用：

西醫、中醫、牙醫、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醫務化驗師、放射技
師、護士、脊醫及視光師。醫療券
可用於預防性護理服務，例如健康評
估或牙齒檢查，也可以用於治療和復
康服務。 

由 2014 年起，每名合資格長
者每年的醫療券金額已增加至 2,000
元。未使用的醫療券可累積至其後年
份使用，累積金額以4,000元為上限。

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設計，是以
最方便參與計劃的長者為依歸。醫
療券透過電子系統發放和使用，長
者毋須登記、領取或攜帶醫療券。
當使用醫療券時，長者只需到貼有
以下計劃標誌以方便他們識別已參
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診所或
醫護中心，出示他們的香港身份證
或豁免登記證明書，並在使用醫療
券同意書上簽署便可。

如欲進一步了解長者醫療券計
劃，請瀏覽計劃網頁 http://www.
hcv.gov.hk 或致電查詢熱線 2838 
2311 以獲取更多資料。關懷社區關懷社區

◆ 黃仲然

「藝術和人生最動人的狀
態就是隨心分享，感

恩藝術讓我生活得如此安靜
幸福。」踏入退休後第三年，
潘淑珍很享受她的藝術創作
生涯。她直言現在是她創作
的「黃金時期」。她熱愛在特
殊學校工作了三十年以上的
社工事業，提早退下來是為
了爭取專注發展第二段事
業，從她的笑容可以感受到
她是多麼樂在其中！

她不斷強調自己非常幸
福，正因為她深愛藝術，以前
即使忙於工作，祇要有餘暇便
會拿起畫紙和畫筆到處寫生

去。由於這份愛和投入，她

隨時隨地都能從周圍的環境領
略到各種的美，然後用畫筆演
繹，隨心與他人分享。

回想於一九九三年，她
和一班繪畫朋友組成了一支

「香港畫家畫香港」隊伍，每
逢假日從西環、中環、灣仔，
一直畫至筲箕灣，將令她們
感動的景物用國畫速寫法記
下，當時參與了「視藝精英」
專題展覽，其後與友出版了

《香港畫家畫香港》畫集，是
藝術生涯中重要歷程。

她說：「當年社區速寫
是一種閒靜的活動，假日往
香港不同的角落靜心欣賞，
用 心 記 下 最 有 感 受 的 景

緻…… 是一種享受。近年社
區變遷步伐加快，今天藝術
家的節奏也得緊隨，有時發
覺自己呼吸似乎變得急促！
當年畫灣仔和今天的感覺不
一樣呀。現時舊區在我的眼
中成了一首『變奏曲』……」

從潘淑珍的畫作可見她
對香港的深厚感情。她說到
外地旅游時也愛速寫眼前充
滿新鮮感的景物，但相對自
己長大的城市那份情感而言，
對我城的感受更為強烈和激
動，不同時段有不同的感覺，
下雨天的景緻更顯淒美。

最近她在灣仔「筆游舊
城區」活動作導師，第一課便

提點學生作畫首要是要多暸解
眼前建築的背景和人文生活，
那會更有趣味。同時也要相
信自己的感覺，每個人的背
景不同，隨心將最打動自己
的角度記下，將愛注入作品
就是最獨特的畫作啦！

潘淑珍目
前正處於最滿
足和感恩的狀
態，在鬧市中
找到一片安靜
的畫室專注創
作，累了往街
上走走。假日
與媽媽享受公
園裡的四季不

同的美景，間中與家人往外
地旅行也不忘帶備畫筆工
具…… 追求的就是這些簡單
的快樂。她滿腦子創作計
劃，未來準備出書和搞畫
展，相信她的計劃會逐一實
現！

•	潘淑珍在她的畫室中與我分享在香港寫
生的重要作品。	

— 專注藝術創作  心靈安靜滿足

 潘淑珍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社會使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