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報導 

日期:  2016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一)   

資料來源: 香港 01 — 社區 

標題:  老店結業令長者生活困難 社區商戶締造認知友善社區 

參考網址: 請按此 

 

 

Prepared by CU 20160822

http://www.hk01.com/%E7%A4%BE%E5%8D%80/38433/%E8%80%81%E5%BA%97%E7%B5%90%E6%A5%AD%E4%BB%A4%E9%95%B7%E8%80%85%E7%94%9F%E6%B4%BB%E5%9B%B0%E9%9B%A3-%E7%A4%BE%E5%8D%80%E5%95%86%E6%88%B6%E7%B7%A0%E9%80%A0%E8%AA%8D%E7%9F%A5%E5%8F%8B%E5%96%84%E7%A4%BE%E5%8D%80


 
 
 
 
 

  
  

 
 

 
 

 

 

 

 

 

 

 

 

              
 

  

 

 

Prepared by CU 20160822



 
 
 
 
 

  
 

 
 

 
 

 

 

 

 

 

 

 

 

              
 

  

 

 

 

社區小店不只有人情味，對於患有認知障礙或腦退化的街坊來說更有重要功能：練習生活及社交技

能﹑認出走失的患者並提供協助﹑減少病情引發的衝突。 

 

最近，有非政府組織推出課程，除了提供藥物治療﹑認知及興趣活動，也會訓練其社區生活技能，

為其建構鄰里關係網絡，營造一個適合認知障礙者生活的社區。 

 

社區生活能給予不同刺激 維持認知能力  

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專門服務輕度認知障礙患者及初期腦退化症患者。其職業治療師郭惠芬表

示，對比起住院舍的患者，於社區生活的患者更能獲得不同刺激，維持認知能力：例如見到相熟和

不同年齡層的街坊；亦能計劃自己的生活日程，不受規限；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郭姑娘說：「很多長者在樓下坐，等下午三﹑四時，看小朋友放學。他們喜歡跟小朋友及街坊打招

呼。一聲『伯伯你好』對他們來說也是樂事。」此外，患者亦能培養照顧自己的能力，減少對照顧

者的依賴。 

小店、保安助長者社區生活 

社會上不時有認知障礙者走失的新聞。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就推出「逸活」課程，一方面訓練

患者的認知及生活技能，同時連繫社區內不同崗位人士，包括大廈管理員和商戶，教他們了解患者

症狀，加以體諒，同時也成為患者在社區生活的小幫手，締造「認知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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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職業治療師及社工了解患者平日的社區生活習慣後，會到患者相熟的店鋪﹑餐廳，向店主或

店員解釋患者病情，請他們幫忙成為「愛心商戶」。中心的服務總監兼註冊社工唐彩瑩認為商戶可

注意以下事項，營造友善社區： 

一 見到長者獨自在街上徘徊，可向前提供協助，並聯絡中心或家人。 

二 如長者忘記付錢，不應即時報警，以免刺激長者情緒，應提醒當事人、通知中心或其家人。 

三 如長者重覆購買同一件貨品，可試試提醒。記憶力衰退，是認知障礙者其中一個症狀，有時患

者家人也未必發覺，店員了解了長者的情況後，可告知家屬。 

四 多跟長者傾談，刺激他們腦部活動，讓長者維持正常社交生活，防止社交技能退化。 

社工憂新屋邨乏完善配套 阻認知障礙患者獨立生活  

80 歲的馮金彩婆婆現住彩霞邨，有輕度認知障礙。彩霞邨內三棟公屋樓底共有四間商戶。中心已跟

四間商戶聯繫，讓他們成為「愛心商戶」。金彩婆婆上課 時，社工或職業治療師會帶她到樓下相

熟的店鋪聯繫店主和店員，也練習走失時應如何處理。邨內士多老闆娘謝小姐很支持這個計劃：「老

人家好得意，我也很喜歡 跟他們聊天。有時他們的家人也很少跟他們聊天。我自己在這裏做了十

年，上次搞十周年派對也有叫邨內老人家來玩呢！」 

然而，隨着愈來愈多新型屋邨或屋苑內不設樓下舖，居民需到鄰近屋邨或商場獲得生活所需用品或

用膳，社工唐彩瑩認為對長者及患者生活十分不便：「試過 有原本住牛頭角下邨的長者，能在邨

內自行購物，只需我們陪診。但因拆卸而搬到牛頭角上邨後，因商場太遠，變了吃飯﹑購物也需協

助才能應付日常生活。這種社 區規劃其實是製造了很多新的需要，也加重了社會服務及納稅人的

負擔。」同時，老店結業﹑社區面貌轉變急速，也對認知障礙者社區生活造成困難。 

非體制內認知障礙服務組織 缺政府資助 

現時，香港約有 10 萬名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不過醫管局沒有獨立統計支援認知障礙症服務的開

支。政府透過發放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的形式，向入住安老院舍和接受資助日間護理中心的

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額外支援。 

部分專門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非政府組織如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等均

為自負盈虧的機構，不獲政府資助。因此，一些專門針對認 知障礙症的課程需要用者自付。唐彩

瑩指：「沒使用日間護理中心或院舍的長者，只能用社區照顧服務卷來支付費用。但服務卷只為中

度缺損，正在長期護理服務中 央輪候冊的長者而設，輕度患者便不能受惠。」 

智存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智存逸活在社區課程 

地址：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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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2793 2138 

網頁：http://mlc.org.hk/  

其他社區資源： 

http://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dementia/dement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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