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城市管理處)

屋苑名稱 愉景灣

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陳姵因 (物業助理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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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境設施獎」
長者友善屋苑 – 「協作伙伴獎」

推行者
管理公司管理層：李光耀先生，助理總經理 / 黃富強先生，物業首席經理

管理公司前線員工：陳姵因女士, 物業助理經理 / 鍾嘉希先生, 物業助理高級主任 / 梁婉婷女士, 物業主任

及其他成員，合共6人

業主立案法團：
外判公司：
其他：居民義工共12人

協辦機構及社區伙伴 協辦機構：香港老年學會
社區伙伴：離島婦聯、東涌安全健康城市、喜動社區、香港警務處、消防處、環保署
其他：愛共融@愉景

生態環境 - 愉景灣發展已超過40年，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愉景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小社區。愉景灣總居住人數超過18,000人，老年人口比例大約 13 
%，隨著人口老化的情況不斷增長，城市管理處意識到對長者的照顧在物業管理服務佔著重要的一環，因此在城市業主委員會的支持下成立
了『愉景灣長者俱樂部』，在2018年，『愉景灣長者俱樂部』正式改名為『長樂會』，重點推行長者護老計劃。
- 愉景灣長者來自不同國家、城市，生活文化會有所不同，一般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一部份長者的家人是居於外地或與長者們不同住，故
群體生活更少。而根據觀察，大部份的長者身體狀況良好。
- 愉景灣由多個小村綜合成一個小社區，由於地方較大，卻只有一個鄰舍輔導會，因此不足以配合長者居民的需要。
- 由於長者們一般教育水平較為高，所以除了享受休閒生活之餘，更著重知識的增長及生活的充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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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景灣面積龐大，由多個小村落組成，形成一個小社區

愉景灣服務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李光耀先生在長樂
會作定期探訪時與長樂會前線員工合照

長樂會核心職員

愉景灣服務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李光耀先生出席
長樂會活動與長樂會居民義工合照

嘉許一眾長樂會居民義工的付出

長樂會向長樂會居民義工
頒發感謝狀及長樂會會徽

愉景灣服務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李光耀先生
與長樂會居民義工定期會議 城市管理處會在不同場合聆聽居民意見



改善項目名稱： 提升『老有所用』文化，提升關愛長者文化，提倡鄰里關顧文化，理解長者需要及特別情況，支援長者日常生活連結社區服務提供多元化服務
及建立尊重及安全的長者社區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 除針對長者們對知識的追求及生活的充實感外，亦期望長者們能將自己所知所識的技能分享與其他人，照顧長者的心理健康，使他們保持心
境青春，即使年紀漸長，仍可展現他們的活力，讓其繼續發光發亮。
- 透過舉辦不同的工作坊、講座及參與大型表演演出等， 讓長者們可因應自己的興趣自由參與及學習。此外，活動亦會以透過不同的宣傳渠道，
包括張貼通告、電郵、Facebook、WhatsApp，活動預告播放及每星期兩次的『活力長者同樂日』等，鼓勵長者們參與。
- 城市管理處會定期與居民義工開會, 了解現時長者們的實際需求。於每星期兩次的定期聚會中, 長樂會核心職員亦會與參與的長者們傾談，通
過傾談方式了解長者們的技能及身體情況，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此外，城市管理處更會讓長者對其熟悉的項目以導師角色指導其他長
者，增加長者們的信心及參與度。
- 由於愉景灣是一個獨立的小社區，故服務對象會遍及整個愉景灣社區的長者。
- 明確訂立『和諧共融，互相尊重』的目標，展現一個關愛的社區。
- 長樂會成立已有10年，城市管理處通過日常的活動及與居民義工的定期會議，全面了解區內長者的不同需要，不斷改善及提升關愛護老的服

務，讓愉景灣的長者們享受著一個與眾不同的晚年生活。

政策： - 發揮長樂會的宗旨『和諧共融，互相尊重』的基礎,帶動『老有所用』的文化，讓長者們相信自身能力，繼續為愉景灣的小社區作出貢獻。
- 長樂會的核心職員定期向管理層匯報長樂會的工作，此外，亦會配合公司的文化，例如環保等項目，籌組各類活動予長者，確保長者們不會
感覺被分割、遺棄，與整個社區攜手同步。

指引： - 首先城市管理處會透過與城市業主委員會溝通後，以通告宣傳讓長者們知道『長樂會』成立，及後透過大型招募，讓長者加入『長樂會』。
以免費會員制的方式吸引長者參與，亦以致送紀念品方式介紹其他長者鄰舍加入，以會員制亦設立升級制度，增加長者的歸屬感。長樂會每星
期兩次活動亦分別由長樂會核心職員及居民義工共同管理。而『長樂會』所有舉辦的活動以會員優先參與安排。
- 『長樂會』於2014年已經成立，我們提供一個免費可容納150人的多用途禮堂給長者們每星期兩次的相聚，時間為早上10時至中午12時《2小
時》。場內需設立了多項動態及靜態的活動，當中包括乒乓球、中國舞練習、健康運動、氣墊球、康樂棋、魔力橋、中國象棋、國際象棋、飛
行棋、中國茶道、閱讀區、閒聊區等。每個活動都需要會有居民義工參與，而長樂會的核心職員亦要充當陪伴角色，與他們一起遊戲。而工作
坊、活動報名等亦會安排於這些日期內，讓長者不會錯過參與的機會。
- 此外，長樂會核心成員亦需要協助將長者們的興趣、喜好歸類，透過平日溝通後將長者引薦參與學習及工作坊，讓長者們慢慢培養終生學習

的樂趣。
- 在舉辦的活動項目中，長樂會核心成員會注入不同的原素，例如健康生活、環保文化、家居安全及消防知識等，讓長者們得到全面的身、心

發展。
- - 於2020年，因為受著疫情的影響，所有群聚的活動無奈暫停。關懷小組注意到長者們的健康，於是多次安排上門探訪及派發防疫包，為各

位長者打氣，與他們一起同心抗疫，戰勝疫情。於2023年,當疫情緩和後，『長樂會』重開常行聚會，但仍需關顧長者的防疫意識，為了長
者的健康，『長樂會』實施了一連串的防疫措施，令長者們歡渡時光之餘 ，亦不忘保護自己。每次活動完結後，長樂會的核心職員都會對活
動場地及所有器材作出全面的消毒，而管理層亦多次特意到『長樂會』派發防疫包給長者。於2023年下旬，各項活動逐漸如常恢復。包括手
工班、參觀、乒乓球比賽、魔力橋比賽、講座、環保活動等。『長樂會』亦不時提醒長者們注意衛生。

- 由於愉景灣離開市區，溫度亦會比一般地方低，『長樂會』密切留意溫度變化，提醒長者做足保暖措施。此外，『長樂會』亦會不時上門探
望出門較少的長者，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給予適當的支援。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項目内容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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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入：  人力：長樂會核心職員6名 及居民義工12名 
 財政資源：城市業主委員會及愛共融@愉景 (香港興業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設施：愉景灣多用途禮堂、電腦、教材、影印服務
 其他資源：與NGO及各活動主辦單位商討表演時間，與香港警務處、消防處、環保署安排參觀、講座及工作坊

記錄方法： - 通過『長樂會』每星期兩次活動作報名登記
- 長樂會亦會通過區內巴士站的通告板(硬件)與電子平台(WhatsApp 或微信)更新參與情況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 『長樂會』於招募新會員時, 已於報名表內設有『緊急聯絡人』的項目，所有資料亦於電腦上儲存。如行動不便或需要協助的長者欲參與節目，
『長樂會』可安排特別接載及護送服務。
- 愉景灣內的社區團體(包括鄰舍輔導會、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以及離島婦聯、東涌安全健康城市 、喜動社區等會與長樂會商討合作計劃，
因此城市業主委員會均對長樂會的活動表示十分支持的態度，故願意撥出更多財政資源支持長樂會工作。
- 由於長樂會透明度甚高，長樂會會員的家人也對長樂會十分信任，紛紛讓其父母加入長樂會。

預期成果 - 協助成立『長樂會』表演隊伍, 例如粵曲組、跳舞組等, 及後可參與更多演出工作，使長者們能夠不單服務愉景灣居民，更可衝出愉景灣，協助
其他服務團體，增強長者們信心，達到『老有所用』的目標。
- 提供服務人數約50人
- 以長者的興趣及技能分類，可提供動態及靜態兩大範疇, 動態 – 乒乓球、中國舞蹈、粵曲、健康運動等, 靜態 - 中國茶道、魔力橋、普通話、象
棋棋藝、健康保健、環保知識、生活常識等
- 每年提供活動不少於10個

預計完成日期 - 202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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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會』初成立時，只提供了一些簡單的消閒遊戲及健康講座給區內長
者參與。

長者們到來時，都只會各自各參與自己愛玩的項目，長者們互相欠缺交流。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有關管理公司： - 愉景灣是一個小社區，由於設施大部份可通過管理層批淮後便可使用，再加上成立了『長樂會』專門服務區內長者，而長樂會核心
成員亦是在各村內提供管理服務多年的職員, 故對居民有著基本的接觸及認識，因此推行改善項目定會事半功倍。
- 愉景灣城市業主委員會通過每年的撥款用於長者活動中，而香港興業有限公司轄下『愛共融@愉景』亦全力支持舉辦各項活動給長
者們參與。
-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是愉景灣唯一的物業管理公司，故對各村的居民有著基本的了解，接觸及認知。
- 『長樂會』明確訂立『和諧共融，互相尊重』的宗旨，每一位會員及職員均需遵守。同時每年亦會制定詳細的計劃書, 待管理層審
批後便會按照計劃書內容舉辦不同的活動給長者參與。

有關推行改善項目的負責員工： -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層會視乎職員的能力，包括職員的服務熱誠、籌組能力、對客戶的耐性、解決能力等揀選長樂會核
心職員，籌組成長樂會核心成員，並會與成員定期會面，了解長者的關注問題。管理層亦會不時到訪長樂會，親身與長者們接觸。
- 除此之外，為使各部門職員更有效提供優質服務予長者。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層更鼓勵職員參與由香港老年學會舉辨的培
訓課程。直至現在，本司己有41名同事接受了16小時的『長者安居社區技巧證書課程』護老培訓。
- 『長樂會』核心成員會與居民義工開會，商討活動的內容。此外，居民義工亦會以長者的身份給予意見，讓長樂會核心成員工作及
服務更加完善。

有關協作伙伴： - 『長樂會』每年將年度計劃書呈上『愛共融@愉景』審核，審批後便會落實執行。
-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亦會透過參與各項比賽及不同途徑的社區聯繫，結識不同的協作伙伴，例如香港老年學會、離島婦聯、東
涌安全健康城市 、喜動社區 、香港警務處、消防處、環保署等，以不同方式的合作，向長者提供各類的服務。
- 協作伙伴會向核心成員了解長者的需要後，主動呈交建議及計劃書，及後會定期會面商討及協辦各項長者活動，亦會遨請長樂會的
會員擔任表演嘉賓，強化長者『老有所用』的信心。

有關生態環境： - 『長樂會』提供了一個聚會點予長者，長者可以每星期兩次到來與其他長者下棋、做運動，跳舞及品茶。通過相聚時段，核心成員
及居民義工會藉著這個時間觀察，與長者交流，增加彼此的信任度。同時, 亦鼓勵長者帶友鄰到長樂會，因此設立了會員積分獎賞計
劃及星級會員計劃。長樂會亦設立Facebook 專門介紹長樂會活動, 亦增加了WhatsApps 及微信群組，增加透明及溝通渠道,讓長者的家
人也可清楚知道長樂會的活動內容。
- 『長樂會』的活動深得各居民的愛戴，亦考慮到提早退休的居民，因此『長樂會』將圈子擴大至50歲以上的居民也可參與。
- 『長樂會』是愉景灣的其中一個龐大的社群，亦有完善的網絡，除了得到城市業主委員會的支持外，其他社區團體,包括基督教宣

道會愉景灣堂、鄰舍輔輔導會等都會主動與長樂會核心成員接觸，將其會所舉辨的長者活動也交予我們的發放渠道作宣傳，亦會
了解我們的活動舉辦日期是否與他們的活動有所衝突，從而作出適當的調配，讓區內的長者活動更加分配有度，資源得以充分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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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長者居民： -『長樂會』會透過定期問卷調查，了解長者們的興趣、嗜好。此外，長樂會核心成員會與各村的管理處職員緊密聯繫，讓我們清楚了解及接觸一
些需要幫助的長者。通過家訪、鄰居等協助找出隱蔽的長者。
- 『長樂會』的活動大部分由城市業主委員會及『愛共融@愉景』資助，因此大部分的活動費用是全免的。
- 愉景灣是一個獨立小社區，交通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長樂會會採用『點到點』的安排，一般參觀及外出活動，均會以專車接送，解散地點
亦會設於愉景灣社區內。此外，一些行動不便的長者，『長樂會』亦會在區內以專車接送他們。

有關改善項目： - 通過改善項目的策劃，『長樂會』的長者們展示出他們的各項技能，例如手工、中國舞蹈、粵曲、乒乓球、茶道、棋藝等，長者們均以自己熟識
的技能,指導及分享與其他長者。此外，通過一些參觀及講座，使他們不會與外間脫節，同時懂得自我保護及照顧自己。
- 學習班會以小班教授的方式，長樂會核心成員亦會作陪伴，與長者們一起參與。

還有什麼原因導致改
善項目能成功：

- 於過程中,除了籌辦多個項目外，長樂會核心成員更堅持誠心的倍伴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但需要做所有活動都能做到卻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長樂
會核心成員是來自不同的崗位，而在不影響平日的工作流程下做到上述的堅持，是需要很多的配合。幸運的，與管理層商議後得到全力支持，同
時其他各部門同事的協助，分擔成員日常的工作。經過不斷的調配及安排，方能讓整個改善項目順利進行。

結果： - 『長樂會』會員由起初的15人，激增至現時約280人，增幅已超過1767%，每年平均年增長百分比為176.7%，此點足以證明長樂會的成功。
-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於2019-2020年參與香港老年學會主辨，賽馬會屋苑關顧護老計劃，並在2019-2020年度全港優秀護老者選舉中，兩名長
樂會核心成員獲得嘉許狀, 而於2020-2021年，亦有另一名長樂會核心成員於賽馬會屋苑關顧護老計劃- 2020-2021年度全港優秀護老者選舉中獲得金
獎。
-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於2023年更榮獲由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義務工作發展局合辦『香港義工獎』所頒發的『年度十大愛心屋苑』的殊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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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人數遞增，來自不同地方的長者們
以互相尊重為本，接受大家的文化共融

在一起,，發揮互相幫助的精神。

透過不同的活動，使長者們生活圈子擴
大, 。同時，通過學習及認識新事物，

讓長者獲取更多最新資訊。
讓『老有所用』充分發揮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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