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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公司名稱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屋苑名稱 利東邨(租置屋邨)
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Ricardo Luk (Senior Area Manager)
參與比賽項目

(請參閱長者友善屋苑
量表的18項元素及50項
特定項目)

 長者友善屋苑 – 「服務獎」
長者友善屋苑 – 「協作伙伴獎」

推行者 管理公司管理層：
 管理公司前線員工：
 業主立案法團：

協辦機構及社區伙伴 協辦機構：香港老年學會
社區伙伴：
其他：

生態環境 (服務對象特性、
正規及非正規的支援、有
關長者友善的政策等)

1. 推動改善項目的原因？
-康業與合作伙伴(業主立案法團、香港老年學會)觀察所得: (住戶特徵)年長住戶率高、屋苑設施進入老舊階段(入伙年份7/1988) 
2. 長者居民的特性及需要？
-(弱項)年長行動緩慢、漁民背景(接受教育較少、公屋住戶人口小)、兩老共住、獨居、年老患病、隱閉長者等等；-(強項)喜歡
與同輩共處關系融洽、亦樂意接受服務、對活動熱心投入、又熱衷學習、關心自身日漸年老體弱、長者的需要?日常生活支援
(身心社靈)
3. 屋苑鄰近的社區服務及設施(例如長者服務中心或醫療服務)能否配合長者居民需要？
-有，但不足(跟據2021年人口統計，鴨脷洲人口大約80000人，有1間政府門診、6間私家診所、1間南區長者地區中心(黃竹坑)、
有3 間長者鄰舍中心、1間地區康健中心(11/2023開始) 
4. 長者住戶的照顧者是否能滿足長者住戶的需要？
-地區裏提供的社會資源未能滿足日漸增加的長者住戶的需要，照顧者必需提供支援以達到長者的需要
5. 其他有關屋苑/社區的情況/ 數據？
在整個鴨利洲區有-社區中心：3間鄰舍中心、1間長者地區康健中心(提供社交、文化和教育活動)
-醫療設施：6間私家診所-適合長者運動和休閒活動的場所：2個中型公園、1間圖書館及1間健身房(提供無障礙休閒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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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上有關「行動模型」的相片及簡介 (例如：實地考察相片、記錄、住戶的意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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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相片：
長者期望圍繞有關醫療事項、社區資源、
有更全面NGO服務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觀察的住戶結論：
人群結構：長者率高、身體行動緩慢、漁
民背景、兩老共住、患病長者、部份獨居



改善
項目

名稱：

1. (項目4. )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
2. (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

3. (項目2.)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
4.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

具體
內容
及實
施方
法：

1. 改善項目的内容針對哪一項需要？
-利東邨長者住戶長者的需要：-日常生活(心身社靈的支援) 

2 .改善項目以什麽方式或程序實行？

方式：
項目4.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

-跟據利東邨生態環境及社區資源，總結並分析所獲得
-尋找需要過程：經與業主立案法團、屋苑焦點小組開會收集意見，顯示屋苑長者住戶會都關注個人身體健康，維持日常生活的質素，希望得到支援

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舉辦焦點小組收集意見所得-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
4.1.2022)參加長者住戶反映所得

項目2.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舉辦焦點小組收集意見所獲得-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4.1.2022)，
獲取參加者反映所得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跟據利東邨生態環境長者住戶群體的特質-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舉辦焦點小收集意見組所獲得-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
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4.1.2022)，獲取參加者反映所得

程序實行：
項目4.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回應：-成立長者義工隊，開放業主立案法團會議室提供長者健康生活熱點進行身體檢測-協助香港老年學會派發每月舉辦的健康講座

入場巻、及安排業主立案法團以面對面方式派發到行動困難、獲支援少、獨居、隱閉長者住戶手中以鼓勵參與
項目1.-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定期與合作伙伴舉辦健康講座、流動中醫車、自助健康檢查站-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與商討，在繳

費處設立自助健康檢查站(開始日期31/1/2022)提供服務便利屋邨長者住戶
項目2.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與香港老年學會合作與商討，在繳費處設立健康資訊架(開始日期31/1/2022)，提供健康及社區資訊便利屋邨長者住戶取閱，並定

期更新資料-意見書/回應表投入住戶信箱，鼓勵住戶給予意見或提出問題，以改良有關長者需要的服務(開始日期) 
項目16. 提倡鄰里關顧文化-密切與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香港老年學會倡議長者同輩互相照應、由香港老年學會護士組成及培訓長者義工隊，協助長者住戶進行自助

身體檢測及並由服務處職員提供支援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項目内容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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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針對服務對象的需要，並達成協議？
項目4.   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長者友善屋苑伙伴將焦點小組、法團開會、健康講座等收集意見-協助香港老年學會派發每月舉辦的健康講座入場巻、及安排業

主立案法團以面對面方式派發到行動困難、支援少、獨居、隱閉長者住戶手中，藉以尋查該類長者住戶，日後進行重點關注
項目1.  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長者義工協助長者住戶檢測及記錄生命表徵，記錄參與人數，並提醒參加者帶記表往覆診給醫生參閱
項目2. 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每月更新資訊架資料，並記錄取閱人數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義工隊收集特別需要的支援的年長住戶，轉介給利東邨長者友善伙伴團隊，在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與物業服務公司商討，以便多加關

注，例如在屋苑中突發事情況出現，像停水電供應、升降機維修等等

4. 服務對象？
-特別需要支援的長者住戶

政策： 1 .改善項目的定位？
-公司訂立過往未有的新政策，實施長者友善屋苑為目標，職員必需支援以上項目的進行

2. 如何配合公司的整體政策？
-協助提供保良局及博愛流動中醫車服務，職員必需協助提供地點及電力
-逢星期一及星期六全日，星期一下午到訪屋苑
-(每逢星期二早上10-12)自助健康檢查站，於繳費處設立，辦公時間提供予住戶使用

指引： 1. 有什麼相應的指引、要求？

-職員必需提供協助給以下改善長者友善屋苑的公司政策
(項目4)-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
(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
(項目2)-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

2.(1/2022開始)定期為利東邨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
-於繳費處設立自助健康檢查站
- 保良局流動中醫車服務

3.11/2021開始與香港老年學會展開長者焦點小組
4.鼓勵櫃枱諮詢，先關注長者住戶，訓練職員多關注獨居及衰弱長者住戶

1.有什麼政策去收集住戶需要；
-意見箱收集意見
-發出意見回應表到每個住戶信箱收集意見

2. 項目的執行資料( 時間、地點及詳細安排等)
-定時檢視意見箱收集意見
-每半年發出意見回應表到每個住戶信箱收集意見



資源投入：  人力：流動中醫車，管理處員工協助臨時電源接駁自助健康檢查站，由管理處員工協助
 財政資源：
 設施：臨時電源接駁予中醫車繳費處空間及電源供應予檢查站儀器
 其他資源：

記錄方法： - 保良局流動中醫車服務，由保良局提供使用人數
- 自助健康檢查站，由利東邨管理處職員記錄使用人數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1. 有沒有策略來取得其社交圈子的支持？(例如舉辦長者活動, 但沒有家人帶長者出席)
-此服務初建立時長者住戶參加者偏少-管理處當眼處章貼海報，在長者住戶在交管理費時，業主立案法團及職員鼓勵其參加長者友善屋苑計劃項目

2.社區内的團體/ 立案法團對改善項目的支持或反對會否影響方案的成效？
-經業主立案法團及職員的支持，參與計劃項目的長友住戶人數穩定上升，每星期由開始的7人增至每星期接近30人參與，義工亦由2人增加到4人

3. 有沒有策略來取得社區/ 立案法團的支持？
-如常與業主立案法團開會及促進各計劃伙伴的溝通、及檢視成效

4. 長者居民的支援網絡（例：親人、朋友、鄰居等）的支持或反對會否影響他們參與改善項目？-義工長者及同輩對計劃項目熱心參與，同輩及鄰居間相互
宣傳，住戶家人尤其高興父母參加有義意活動，人數穩定增多加

預期成果

(具體的量化指標) 

1.預期成效？

-對利東邨長者住戶，日常生活(心身社靈的需要)得以提升

2. 預期服務人數？3.預期提供什麼服務？

項目4. 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跟據利東邨生態環境及社區資本，分析總結所得：

-尋找需要：協作業主立案法團、香港老年學會去查找屋苑長者的需要，焦點小組(6次)、法團開會收集意見、健康小組去理解屋苑需要，得出長者住戶最

希望是對健康的需要

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

-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4.1.2022)，17次，參加1010人次

-長者義工協助長者住戶檢測及記錄生命表徵(開始日期1/2023)33次，參加935人次

項目2. 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舉辦焦點小組6次、每月資訊架更新資料、每半年發出意見回應表到每個住戶信

箱收集意見

-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4.1.2022)17次，參加1010人次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

-跟據利東邨生態環境長者住戶群體的特質，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合作，舉辦焦點小組6次

-每月舉辦一次長者健康講座及健康檢查(開始日期4.1.2022)，17次，參加1010人次

4. 其他例如：提供的活動數目、增設設施等

-新增意見箱在每大廈座頭、與業主立案法團巡視屋苑環境及公共地方
預計完成日期 30-6-2024

6



可附上「介入及服務協議」的相片及簡介 (改善前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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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上「介入及服務協議」的相片及簡介 (改善前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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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指引：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填寫項目 建議填寫的內容
有關管理公司： 1. 推行公司有什麼經驗和強項去實行改善項目？

-管理公司長久以來與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有緊密聯繫及溝通，
-透過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與屋苑焦點小組多次聚會，明白長者住戶最關心本身的健康問題。
-透過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在香港老年學會舉辦的健康講座，業主立案法團會取30張講座入場卷，分派給特別需要的長者住戶，尤其是
那些獨居、隱閉、患病的長者。

2. 推行公司有什麼適合的資源和人手實行改善項目？
-所有相關的人員其對利東邨較有深入的理解，包括公司職員、業主立案法團、利東邨長者義工隊、香港老年學會、

3. 推行公司是否了解長者居民的文化和需要？
-透過與業主立案法團、焦點小組、利東邨長者義工隊緊密聯繫及溝通所得的分析

4. 是否有訂立具體的政策/指引？
-公司訂立過往未有的新政策，實施長者友善屋苑為目標

5. 有否訂立具體的政策/指引讓員工執行？
-職員必需提供協助給以下改善長者友善屋苑的公司政策

(項目4)   -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
(項目1)   -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
(項目2)   -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
(項目16) -提倡鄰里關顧文化

有關推行改善項目的負責員
工：

1. 負責人需有哪些能力要求？（例：推行者需有哪些技能、經驗、特性等）
-負責職員持久積極與業主立案法團緊密聯繫、並能正向聽取長者住戶的意見或不满

2. 負責人會否得到指導/培訓/支援?
-與香港老年學會良性互動及合作

有關協作伙伴： 1. 如何物色/邀請協作伙伴？
-持續正向與利東邨業主立案法團、香港老年學會合作

2 有什麽策略或模式與協助伙伴合作？
-以服務利東邨住戶為宗旨，尤其關顧長者或特別有需要支援的長者住戶

3. 協作伙伴的投入度？
-協作伙伴都以利東邨為祖居，積極投入 9



有關長者居民： 1.．以哪些可行和針對性的策略來接觸長者居民？
-與業主立案法團定期會議、居民大會、節日活動、香港老年學會合作，以促成長者住戶參與其中

2.以哪些誘因吸引長者居民參與改善項目？
-積極鼓勵長者住戶參與長者友善屋苑計劃已進行的項目-在活動當中長者與同輩均能獲得關注、詢問得到回覆、獲小禮品的鼓勵，長者住戶在過
程中感到歡樂

3. 有什麽困難或情況阻礙長者居民參與改善項目？
困難：
-管理公司長期人手不足
-推動業主立案法團理解及接受長者友善屋苑計劃的效益

策略解決：
-與香港老年學協辦健康講座、健康檢查、成立義工隊等觸發業主立案法團出現正思維，並積極參與

4. 長者居民的參與投入程度如何？
-長者住戶由不認識到熱烈參與

5. 長者居民的照顧者, 有否協助推動？-部份長者住戶照顧者亦為較年青長者，亦同時受惠，因而鼓勵同輩及鄰居參加，住戶家人尤其高興父母參加
有義意活動

有關改善項目： 1. 改善項目內容能否針對長者住戶的需要？
項目4.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經多方途徑的探討，得到結論是長者住戶的健康需要
項目1.定期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及醫療服務-使長者住戶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作出應採的取態
項目2.提供生活及社區資訊予長者-擴大一步了解社會、環境、疾病等各方面資訊，將能改變對其影響
項目16.提倡鄰里關顧文化-與業主立案法團、長者義工隊進行尋查特別需要關顧的長者，他們本身就是此群體其中的一員，也是最適合的人選，事

半功陪
2. 介入方案以什麽方式或程序實行，以至能針對服務對象的需要？

-基於以定時定候的日期時間舉辦，促使長者容易參與
還有什麼原因導致改
善項目能成功：

1.  過程中, 做了什麼令改善項目能成功推行?
-透過與香港老年學會、業主立案法團、長者義工隊定期的進行活動與溝通

2. 過程中, 有什麼困難? 用了什麼方法去克服困難令改善項目能成功?
-在首階級進行項目開展，又剛遇上疫情，而物管公司職員、業主立案法團、長者住戶均未能了解這些項目，其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無
信心會達成怎樣的效益

-在次年項目進入合作伙伴頒奬典禮，物管公司職員、業主立案法團、焦點小組受邀參與其中，察覺很多領頭的本港大型物管公司、各專業團體
均有受邀出席，便親身感受到長者友善友屋苑計劃的重要及認受性，而變得積參與

-在每次項目的進行中，都會有得著，隨獲得歡樂及合適的資料外，有時亦獲贈小禮品
結果 ： 檢視預計成效與實際結果的比較

-對以上項目在支援長者住戶的日常生活(身心社靈)在利東邨的發展
-計劃項目由開始時只有少數長者參加，漸漸擴展達到計劃中預期人次
-期望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長者義工隊、香港老年學會保持密切聯繫，發展更多計劃中的其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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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上有關「轉變模型(轉變過程及成果)」的相片及簡介 (例如：相片、意見問卷分析、使用量分析、分析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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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參與「建立長者友善屋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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