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屯門中心

建立長者友善屋苑比賽



公司名稱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屋苑名稱 新屯門中心

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物業主任 - 李健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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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理 - 陸建華先生
管理公司前線員工：物業經理 - 吳耀成先生
業主立案法團：
外判公司：
其他：

協辦機構及社區伙伴 協辦機構：香港老年學會
社區伙伴：鄰舍輔導會、仁愛堂
其他：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 1. 推動改善項目的原因

• 新屯門中心於1990年入伙，樓齡已達33年。
• 10座住宅大廈，每座44層，合共3500戶。
• 第一手置業的業主已年屆退休年齡，人口逐漸老化。
•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報告，屯門區人口為506,879，當中60歲或以上人士為143,988，佔28%。
• 富新區（新屯門中心及富健花園），人口為18,409，推算區內60歲以上人士超過5,000名。
• 新屯門中心約有2,600名長者。

2. 長者居民的特性及需要

• 60 至 70歲居民
• 具自理及工作能力，照顧兒孫日常起居。
• 或有需要照顧更年長的父母。
• 子女大多已成家立室或已獨立搬出，只會在假日探望父母。
• 平均知識水平較高，部份曾受高等教育，甚或是專業人士。
• 懂得使用科技產品，如智能手機，互聯網等。
• 退休前勤於工作，往往會忽視身體狀況。
• 誤以為身手仍靈活，因而造成受傷。
• 容易忽視血壓高、腦退化等長者常見疾病，未能及早醫治。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 2. 長者居民的特性及需要

• 70歲以上居民
• 知識水平較低，較難適應新事物。
• 部份長者因缺乏關懷、身心健康欠佳，出現以下情況：

• 積壓負面情緒
• 獨居、欠缺社交圈子，情緒無法宣洩。
• 向鄰居/服務處提出無理要求/投訴，以宣洩個人負面情緒。

• 失智
• 因阿茲海默症作出異常行徑 (例如: 叫囂、隨處便溺、露體)。

• 行動不便
• 因柏金遜病、中風造成肢體障礙，容易跌倒受傷。

• 失救/自殺傾向
• 獨居者遇有事故/身體不適而求救無援。
• 長期病患、抑鬱、精神病，促使自殘/自殺行為。

3. 屋苑鄰近的社區服務及設施

• 鄰近康體設施
• 湖山公園
• 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
• 屯門高爾夫球中心
• 屯門游泳池

• 附近支援長者的服務機構
• 和悅會(屯門) 

• 鄰舍輔導會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 屯門湖康長者健康中心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 4. 屋苑長者設施

• L4平台石春路
• L4平台遊樂場運動區
• L3社區中心閱讀室 (閱讀報紙及雜誌)、健身室、按摩椅等

5. 常見問題

• 拒絕協助
• 獨居 / 雙老業戶大多認為有足夠自理能力，不需要他人協助。

• 社區支援不足
• 社福機構需要由事主/直系親屬自行申請求助。
• 申請服務需要滿足特定要求。
• 部份服務需要輪候。

• 家人漠視
• 失智長者即使不是獨居，仍會因家人工作繁忙而缺乏接受照顧。
• 獨留失智/行動不便的長者於家中，期間容易出現意外。
• 照顧者缺乏知識及技巧，未能以正確方法照顧長者，事倍功半。
• 照顧者未能抱持正面心態，視身心健康欠佳的長者為家庭的負累。
• 認為自己有能力照顧 / 已盡力照顧，從而拒絕向社福機構求助。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屋苑背景:

• 新屯門中心於1990年落成，至今已有30年
• 屯門輕鐵車廠上蓋住宅項目
• 新屯門商場 (L2及L3層)

• 有10座大廈，每座44層，合共3500戶
• 新鴻基地產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合資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家人疏忽照顧事例:

9旬老翁獨自外出跌倒，老伯有失聰，
有輕度失智，難以溝通，身上沒有手
機。

幸得保安員認識住戶，在服務處協助
下成功聯絡其女兒到場處理。

女兒稱父親日常拒絕協助，堅持自行
外出，難以溝通，現獨居在第9座。

失智獨居長者事例:

8旬老翁每日獨自在屋苑平台餵飼白
鴿，有輕度失智，難以溝通。曾在公
眾地方便溺，蕩失路不懂回家。

保安員發現老伯沒有回家，遂報警求
助，幸好警方尋回老伯，現已轉介至
老人院。



A.行動模型 (計劃書) 基本資料：

屋苑有不少行動不便長者。



改善項目名稱： 改善項目 1 -改善及增加樂齡設施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服務對象 : 

1. 長者業戶

具體內容 :

1. 社區中心健身室增設長者運動遊戲。
2. 更新大堂梯級斜台。
3. 遊樂場運動區更換無縫地蓆。
4. 更換具有跌倒偵測功能的閉路電視系統。

實施程序 :

1. 尋求業主立案法團支持。
2. 成本較低項目 - 採購相關物資。
3. 成本較高的工程改善項目 –草擬工程標書，進行招標程序。
4. 召開法團常務會議，為工程項目議決承辦商。
5. 進行改善工程。

政策： 目的：
1. 為長者業戶提供更多元化服務。
2. 改善環境，從設施協助長者日常起居。
3. 提升設施安全度，減低意外風險。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指引： 軟件要求：
1. 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支持，提供財務支持工程改善項目。

硬件要求：
1. 增設運動遊戲 (Nintendo Switch、相關遊戲軟件、遊玩場所)。
2. 更新大堂梯級斜台 (訂造不銹鋼斜台)。
3. 遊樂場運動區更換無縫地蓆 (地蓆產品需符合 EN1177/ BS7188 測試證書要求) 。
4. 更換 CCTV (能安裝跌倒偵測軟件的DVR、高清鏡頭) 。

資源投入： 人力：物業主管、工程主管、服務處職員2名、社區中心職員 2名、工程部技工2名
財政資源：約 $30萬
設施：各座大堂、社區中心
其他資源：

記錄方法： 1. 法團會議記錄
2. 拍照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預期困難：
1. 未能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支持。

解決方法：
1. 尋求低成本方法，容易獲得法團支持。
2. 强調提升設施安全的重要性，容易獲得法團支持。

預期成果 ： 設施服務人數 : 3,500戶

預計完成日期： 1. 社區中心健身室增設運動遊戲 - 2023年10月實施，持續進行
2. 更新大堂梯級斜台 - 2023年12月完成
3. 遊樂場運動區更換無縫地蓆 - 2023年12月經法團常務會議議決承辦商 - 預計2024年3月完成
4. 更換 CCTV - 2023年10月完成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社區中心健身室增設長者
運動遊戲

• Nintendo Switch 

Sports 運動遊戲

• 內有排球、羽毛球、
保齡球、足球、擊劍、
網球、高爾夫球 7 種
運動

• 以揮動手掣模擬實體
運動

• 輕鬆易玩，又帶來一
定運動量

• 令長者接觸新事物，
開闊眼界

• 適合老幼一同玩樂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更新大堂梯級斜台

• 重新訂造不銹鋼斜台

• 增加斜台長度，從以降低斜度

• 使輪椅使用者更容易上落

• 照顧者推輪椅時亦更為省力

• 提升安全度，避免輪椅使用者
因上斜乏力而向後滑到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遊樂場運動區更換無縫地蓆

• 舊有地蓆為組合式，地蓆
間縫隙容易令長者絆倒受
傷。

• 更換無縫地蓆 ，提升安全
性。

• 議案已獲得法團支持通過，
預算工程於2024年3月完工。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改善項目名稱： 改善項目 2 - 設置健康檢測站、定期探訪，並為有需要的長者加裝個人化設備 (如扶手等)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服務對象 : 

1. 長期病患長者
2. 獨居長者
3. 雙老家庭

具體內容 :

1. 設立自助健康檢查站
2. 每兩週協助身體檢查 (量度 BMI，血壓等)

3. 每兩週電話探訪獨居長者
4. 每月家訪特殊需要長者 (如: 行動不便、失智)

5. 評估家居環境，提供改善建議

實施程序 :

1. 收集長者資料，計劃項目細節。
2. 由服務處同事組成義工隊。
3. 提供「照顧長者知識課程」予同事。
4. 透過每年更新單位聯絡資訊，統計屋苑內獨居長者數目。
5. 透過行動組記錄醫療人員進出，統計屋苑內有長期病患長者。
6. 日常工作中蒐集服務對象，由保安同事主動找尋隱閉長者單位。
7. 在社區中心設自助健康檢查站。
8. 協助長者進行簡單健康檢查。
9. 每兩週以電話探訪獨居長者。
10. 到訪長者單位，評估家居危機，提供改善建議 (如: 加裝扶手) 。



政策： 目的：
1. 宣揚長者健康生活。
2. 提醒長者時刻留意身體狀況，及早求醫。
3. 為獨居長者送上慰問。
4. 留意獨居 / 雙老長者狀況，若不幸發生事故能即時提供協助。
5. 做到公司「用心服務、做到最好」宗旨。

指引： 軟件要求：
1. 同事需接受培訓，以獲取正確照顧長者知識。
2. 同事需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及同理心，需懂得與患有失智的長者溝通。
3. 座頭保安員需要認識住戶，掌握長者住戶的動態。

硬件要求：
1. 健康檢查設備 : 血壓計、血氧計、體重榜。
2. 自助健康檢查站需張貼指引，如: 正常血壓水平。
3. 自助健康檢查站需常設於長者經常使用的場所，如: 閱讀室。

資源投入： 人力：各座保安員、服務處職員 2名、社區中心職員 2名
財政資源：公司提供相關器材
設施：服務處、各座大堂、L4層平台、社區中心
其他資源：參與外間的培訓課程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自助健康檢查站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定期家訪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改善項目名稱： 改善項目 3 - 推廣護老知識及關懷長者文化 - 設立長者健康資訊欄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服務對象 : 

1. 長者業戶
2. 照顧者

具體內容 :

1. 舉辦長者健康講座。
2. 設立長者健康資訊欄。
3. 派發護老資訊刊物。
4. 向學生推廣關懷長者訊息

實施程序 :

1. 聯絡志願團體/社福機構，由專業講者舉行健康講座。
2. 蒐集坊間樂齡資訊。
3. 在各座大堂位置設立長者資訊專區。
4. 安排同事接受專業培訓。
5. 完成培訓的同事向其他同事傳授知識。
6. 服務處同事從日常工作中傳播樂齡資訊。
7. 與幼稚園合作，向學生推廣關懷長者訊息。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政策： 目的：
1. 讓長者了解正確的知識。
2. 改變長者的心態，接受自身生理上的變化。
3. 長者從內到外改變日常生活模式，從而促進身心健康。
4. 讓照顧者掌握正確的照顧技巧 (如: 正確協助行動不便長者上落輪椅)。
5. 改變照顧者的心態，接受家中長者的身心變化。
6. 讓小朋友從小培養關懷長者的習慣。

指引： 軟件要求：
1. 志願團體協助 (如: 香港老年學會、鄰舍輔導會)。
2. 完成課程的同事有基本認識，能提供正確資訊。
3. 幼稚園協助。

硬件要求：
1. 舉辦講座的場地 (如: 住宅平台、社區中心、會議室)。
2. 舉辦講座的設備 (如: 投影機、音響)。
3. 資訊欄的資料需要放大，方便閱讀。
4. 蒐集足夠及實用的資訊，定期更新。
5. 座頭提供放大鏡，方便長者閱讀。

資源投入： 人力：各座保安員、服務處職員 2名、社區中心職員 2名
財政資源：志願團體資助
設施：各座大堂、社區中心
其他資源：投影機、音響、資訊印刷品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記錄方法： 1. 講座出席記錄
2. 照片記錄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預期困難：
1. 業戶參與度不足。
2. 未能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支持。
3. 未能取得幼稚園校方支持。

解決方法：
1. 加强在屋苑宣傳。
2. 講座設派發小禮物環節，容易成為誘因吸引業戶參與。
3. 講座設人數限額，派發限量入場券，加上派發小禮物，較容易提升出席率。
4. 尋求低成本方法，例如由合作機構提供講者及講座物資，免費服務容易獲得法團支持。
5. 請法團委員出席，令他們了解長期服務的需要，從而樂於支持活動。
6. 游說幼稚園校方，講解關懷長者的重要性。

預期成果 ： 講座預期參與人數：每次50人
講座次數：每年兩次
長者資訊欄服務人數 : 全體業戶
到訪幼稚園宣傳：每年一次

預計完成日期： 於2023年成功舉辦講座不小於2個，並持續進行。
於2024年2月設立資訊欄，並持續進行。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設長者健康資訊欄
派發樂齡資訊刊物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鄰舍輔導會講座

主題: 了解認知障礙症

內容:

1. 了解認知障礙症成因
2. 了解認知障礙症預防方法
3. 了解社區支援服務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香港老年學會講座

主題: 長者理想家居設計
及幸福生活

內容:

1. 如何令長者獲得幸福生活?

2. 探問生活的意義，適當追尋人
生的價值。

3. 良好的室內設計，以及適合的
生活配套。

4. 了解家居風險。
5. 派發小禮物

• 傢俱尖角保護套，減低長者碰
撞尖角受傷風險

• 圓角掛勾，減低長者碰撞尖角
受傷風險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改善項目名稱： 改善項目 4 - 加强社區支援服務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服務對象 : 

1. 長者業戶

具體內容 :

1. 尋求志願團體 / 社福機構協辦舉行講座、健康檢查等長者相關服務。
2. 尋求志願團體 / 社福機構提供流動中醫車服務。
3. 與民政事務署轄下「富新關愛隊」協作，新增健康服務站。

實施程序 :

1. 尋找相關協作機構。
2. 聯絡協作機構、構思合作服務。
3. 尋求業主立案法團支持。
4. 落實合作服務，在屋苑推行服務。

政策： 目的：
1. 為長者業戶提供更多元化服務。
2. 令長者業戶認識協作機構，自行參與機構提供的其他服務。

指引： 軟件要求：
1. 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支持，容許其他機構於屋苑內工作。

硬件要求：
1. 能舉辦活動的場地 (如: 住宅平台、社區中心、會議室)。
2. 舉辦活動的設備 (如: 投影機、音響)。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資源投入： 人力：各座保安員、服務處職員 2名、社區中心職員 2名
財政資源：
設施：各座大堂、社區中心
其他資源：投影機、音響、資訊印刷品

記錄方法： 1. 講座出席記錄
2. 拍照

預期困難及解決方法： 預期困難：
1. 業戶參與度不足。
2. 未能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支持。

解決方法：
1. 加强在屋苑宣傳。
2. 講座設派發小禮物環節，容易成為誘因吸引業戶參與。
3. 講座設人數限額，派發限量入場券，加上派發小禮物，較容易提升出席率。
4. 尋求低成本方法，例如由合作機構提供講者及講座物資，免費服務容易獲得法團支持。
5. 邀請法團委員參與其中，令他們了解長者服務的重要性，從而樂於支持活動。

預期成果 ： 1. 與「香港老年學會」協作舉行講座、健康檢查服務。
2. 與「鄰舍輔導會」協作舉行講座、健康檢查服務、家訪。
3. 設「仁愛堂」中醫車服務。
4. 設「惜食堂 」自在食自助提取機。
5. 民政事務署轄下「富新關愛隊」協作，推行社區文娛活動。

每次講座預期參與人數：50人
中醫車服務人數 : 3,500戶

預計完成日期： 由2023年3月實施，持續進行。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鄰舍輔導會

• 提供健康檢查
• 提供家訪服務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惜食堂自在食自助提取機

• 部份獨居長者生活拮据，
需要社福機構支援。

• 屋苑設有「惜食堂」自助
提取機，方便已登記的有
需要長者領取急凍食材包。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仁愛堂中醫車服務

• 以低廉價錢為長者提
供醫療服務。

• 流動中醫車駛至屋苑
平台，方便長者。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屯門區富新關愛隊

• 現時民政事務處與社區組職
成立小區關愛隊，負責社區
支援服務。

• 於早前，經本處的協調下，
富新關愛隊已獲得業主立案
法團同意於屋苑內工作。

B. 介入及服務協議 (改善項目 - 關懷長者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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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架構及管治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啟勝）於1978年成立，是新鴻基地產集團成員之一。近半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秉持母公司「以心建家」的核心價值，陪
伴客戶走過不同人生階段。啟勝團隊上下一心、積極進取的精神，令公司不斷壯大，逐步在業界內穩健成長。至今，啟勝已成為全港最具規模的
物業管理公司之一，負責管理的物業早已遍佈香港及內地重要城市，歷年來獲獎無數，在業界內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公司核心信念

持續進步－不斷提高管理系統的有效性
成本管理－實行嚴格的成本控制系統
創新科技－應用新技術提高管理效率
培育人才－提供訓練有素的管理服務團隊
關注環保－推行環保措施
遵守法規－符合行業的法律和法規要求

管理系統的認証

啟勝是一家獲得ISO 9001品質管理體系認證的物業管理公司，同時在多個管理範疇均取得國際認證，包括環境管理、設施管理、職業安全健康管
理、能源管理及營運持續管理等，足以証明我們在提供設施管理和物業管理服務方面所達到的專業標準。

僱員資料和資格

啟勝為了應付對優質服務與日俱增的需求，我們鼓勵員工積極於不同專業領域（尤其是物業管理及工程方面）的深造。我們擁有很多已考取專業
資格的管理級人員，如註冊專業房屋經理和註冊專業工程師，並加入了專業學會，如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和香港工程師學會等。為了鼓勵員工取得行業內的專業資格，公司一直設立了完善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提供學費資助予員工持續進修。
而我們亦有達九成以上的物業管理經理均持有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出的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或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有關推行改善項目的負責員工： 新屯門中心團隊

服務處
新屯門中心由1名物業及設施經理、1名物業主任、2名助理物業主任、4名物業助理、3名康樂助理、3名文員提供日常管理服務。
物業及設施經理在物業管理行業中工作年資超過20年。物業主任及各助理物業主任的職員在物業管理行業中工作年資亦有5-10年。

行動組
新屯門中心由2名助理客戶服務督導 (保安主管)、2名高級保安員 (副主管) 帶領日夜更共35名保安員負責屋苑日常工作。2名助理客
戶服務督導 (保安主管) 在本苑服務年資超過15年。

工程部
高級工程主任在物業管理工程項目工作年資超過10年，並持有B類電工牌照。3名維修技工各人均持有A類電工牌照，工作年資各
超過5年以上

具有長者服務經驗或認證的員工
1. 物業助理 - 李麗珍 (2020年全港優秀護老者選舉 - 屋苑物業管理員組別-金獎)

2. 保安主管 - 徐鈞波 (2020年全港優秀護老者選舉 - 屋苑物業管理員組別-優異獎)

3. 助理物業主任 - 葉盈頴 (樂齡科技專員證書課程證書、長者安居社區照顧技巧證書)

有關協作伙伴： 新屯門中心長者服務協作伙伴
1. 香港老年學會
2. 鄰舍輔導會
3. 仁愛堂
4. 惜食堂
5. 富新關愛隊

與協作伙伴合作的策略或模式
1. 先了解不同非牟利機構的主要服務，從中揀選出適合改善計劃的機構。
2. 與協作機構表達出彼此有共同的目標，希望取得合作機會。
3. 向協作機構提供具體的合作方案 (如: 長者講座、家訪活動)。
4. 了解協作機構對合作計劃的意見，調整合作方案，務求取得共識。
5. 落實及實踐合作方案。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有關協作伙伴： 協作伙伴的投入度

1. 上述各協作伙伴均是本港的專業團體，態度專業認真。
2. 惜資源有限，難以提供更多服務。

有關生態環境： 長者居民面對的需要/ 困難得到的轉變
1. 心態變化

• 有部份長者行動雖然出現困難，但是礙於面子關係，拒絕使用柺杖等輔助器材。
• 經過一年的推廣教育，樂於使用樂齡科技/輔助器材的長者有所增加。

2. 環境變化
• 長者業戶對改善的設施 如: 大堂梯級斜台表示滿意，長者樂於使用斜台上落。

3. 社區支援配套
• 長者業戶對仁愛堂中醫車服務滿意，現時每次到場均現排隊人龍。
• 經與仁愛堂商討後，現時服務已增加至每星期兩次。

長者居民的社交圈子（例：照顧者、親人、朋友、鄰居等）對改善項目的支持/反對度
1. 照顧者參與度仍然不高，照顧者大多需要工作謀生，在工作繁忙下實難以參與屋苑活動與我們接觸。
2. 在欠缺接觸的情況下，我們實難以將服務向照顧者推廣。

取得長者居民及其社交圈子的支持的策略
1. 免費服務、派發小禮物，容易取得長者居民支持。
2. 活動內容加入懷舊 / 傳統元素 (如: 播放 / 演唱懷舊金曲、傳統節日習俗等)，深得長者居民喜愛。

業主立案法團對改善項目的支持度
1. 新屯門中心現任法團委員大部份是已年過60歲的退休長者，理解改善項目對長者的好處，因此對改善項目普遍支持。
2. 由協作機構提供免費服務，屋苑沒有額外支出，法團樂於支持。



有關長者居民： 接觸長者居民的針對性策略
• 提供「照顧長者知識課程」予同事，讓同事具有相關知識。
• 日常工作中蒐集服務對象，由保安同事主動找尋隱閉長者單位。
• 透過行動組記錄醫療人員進出，統計屋苑內有長期病患長者。
• 透過每年更新單位聯絡資訊，統計屋苑內獨居長者數目。
• 掌握長者業戶資訊後，主動聯絡及提供協助。

吸引長者居民參與改善項目的誘因
• 講座設派發小禮物環節，容易成為誘因吸引業戶參與。
• 講座設人數限額，派發限量入場券，加上派發小禮物，較容易提升出席率。
• 同事耐心解說，令長者業戶了解當中好處。

長者居民參與改善項目的困難
• 60 – 70歲長者需要突破心理關口，接受自已生理上變化。
• 已患有失智、行動不便的長者，缺乏自理能力，需要照顧者配合。

長者居民的參與投入度
• 長者居民對我們的改善項目評價正面，當中以仁愛堂中醫車的投入度最高。

長者居民的照顧者的投入度
• 照顧者投入度較低。

有關改善項目： 改善項目 1 - 健康檢查、定期探訪
• 能針對獨居長者的需要，經服務處的協助下，我們成功協助數宗獨居失智長者跌倒受傷 / 蕩失路個案

改善項目 2 - 推廣護老知識及關懷長者文化
• 從教育做起，持續推廣，一步步改變長者業戶及照顧者的心態。

改善項目 3 - 加强內部提升員工對處理長者的知識及技巧
• 員工掌握正確的知識及心態，才能提供優質的長者服務。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有關改善項目： 改善項目 4 - 發揮助人自助精神
• 退休長者義工投入屋苑服務，擴大長者社交圈子，促進心理健康。
• 現時法團委員每日均會在住宅平台處與一眾休憩的長者居民溝通交流。

改善項目 5 -改善及增加樂齡設施
• 從設施上協助行動不便長者生理需要。

改善項目 6 - 加强社區支援服務
• 加强多元化支援，鼓勵長者使用社區服務。

還有什麼原因導致
改善項目能成功：

• 業主立案法團的支持是最主要的成功因素。
• 設施改善項目，在財務上需要業主立案法團的支持。
• 協作機構在屋苑內工作，需要獲得業主立案法團的同意
• 法團委員身體力行擔當義工，有領頭效果。

結果 ： 實際結果合乎預期。

C. 轉變模型 (轉變過程及成果) 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