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立法會 CB(2)222/07-08(08)號文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為天水圍高危家庭提供福利服務意見書 

 

天水圍接二連三發生令人震驚的家庭慘劇, 再度教我們深刻反思社會發展狀況, 

對家庭所帶來的嚴峻衝擊, 更深痛悲劇中兒童生存權利的扼殺, 帶來無辜及無可

挽救的傷害。  

 

天水圍區內居民主要居於公屋，普遍面對低學歷、低技術所造成收入偏低；更由

於位置偏遠，跨區昂貴的交通費用往往令居民孤立留守於區內。區內家庭面對低

收入或失業等經濟困境, 新來港及單親家庭等亦削弱家庭的支援網絡及其對社

區環境的適應能力，若再加上家庭成員中患有長期病患、精神病、情緒困擾及發

展障礙等，令家庭其他成員壓力更加沉重。 

 

本會一直以「兒童為本」的理念為基礎；尊重兒童作為獨立的主體。亦深知家庭

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重要影響。考慮到天水圍社區內家庭所遇的困境，我們需

要更仔細掌握及主動接觸區內有潛在危機的家庭，朝向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更適

時和有效的支援。本會提出推行下列支援措施之建議 : 

 

甲.  支援弱勢 ，走出困境 
 

(一) 積極推動及拓展區內就業機會 

- 尤其針對低學歷及低技術居民人口特性, 再善用天水圍特有社區資源, 

如鄰近濕地公園及可開發使用的土地資源(如利用區內空置停車場), 發展 

具天水圍特色的環保工業, 締造社區成為香港的環保城市. 

- 提供就業培訓, 提升區內勞動人口的生活技能及個人社會競爭力. 

 

(二) 家庭壓力舒緩措施 

- 為低學歷／低收入／雙職家庭提供子女留校課後活動及學習輔導計劃.  

- 針對特殊弱勢社群的需要而設立社區互助小組, 包括: 中年失業男士、新

來港婦女、發展障礙兒童(例如讀寫障礙,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 自

閉症等) 及其家庭、精神病患及情緒困擾等, 減輕有關社群的孤獨感和

無助感, 小組可透過同路人的經驗及同行者的支援, 理解服務對象的獨

特狀況, 給予他們面對及克服困境的正面信念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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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強化居民的互助意識及有需要時求助的動機 

- 針對社區需要, 以社區發展服務模式,主動接觸區內有需要居民, 專責協

調社區跨專業的外展服務, 協助該座互助委員會組織及訓練社區自願性

的互助隊伍, 分座分層地建立互助聯網, 加強社區無私互助精神, 同時

能發揮「及早識別、及早預防」的角色, 透過及早介入, 令身處家庭危機

的兒童及其家庭, 及早取得專業支援. 

- 亦透過定時於每座互助委員會接觸居民, 提供社區服務資訊及轉介, 了

解居民需要, 建立與街坊親和關係, 有助減輕有需要之求助者的陌生及

恐懼感, 為有需要但不主動尋求服務的居民提供有效的接觸面. 

 

(四) 透過其他服務渠道，如支援弱勢社群的兒童服務計劃，作為吸引較被動的家

長之介入點, 為著子女的需要而嘗試接觸社區服務, 從中社工得以進一步

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 發掘潛藏的需要，及早提供適切的協助。 

 

乙. 汲取教訓，改善服務 

 

(一) 儘快啟動「兒童死亡個案檢討機制」，汲取教訓，並盡快推行相應的政策或

行動以改善機制中不足的地方，以防止慘劇再次發生，防止再有任何兒童

受到傷害。 
 
(二) 加強精神健康服務，釐定個案客觀危機指標(risk factors)加以分類 

- 從家長求診的經驗顯示，公立醫院的精神科醫療服務嚴重不足，輪候時

間越來越長，個案亦大多數需要較長期的治療及康復。實在有需要連繫

地區團體或非政府機構，建立跨界別的地區支援系統，推展以配合病人

在社區內需要的支援服務。 

- 界內釐定統一的個案危機指標 ;高危個案由資深社工負責跟進、落實個

案經理的分工指引及假期互補機制，協調不同協作伙伴，釐定合理的工

作量及培訓機制，讓社工有足夠空間更仔細及深入跟進高危家庭個案。 

 

(三) 加強跨專業(包括政府、學校及非政府部門)協作機制及培訓工作，以回應複

雜的家庭需要和所面對的問題。 

 

丙. 持續監察，固本培元 
 

(一) 建立天水圍中央數據中心 

- 縱使政府自二零零四年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報告後，已增撥資源以

支援區內的問題，為使更有效運用有限的資源，我們需要對區內的境況

有清楚的掌握，以便定期檢視及制定有效的支援系統，作出適時調整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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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方向 

- 構思中的「天水圍中央數據中心」匯聚及定期公開區內之有關統計數據

及研究調查, 例如: 區內人口包括就業及失業, 單親, 新來港, 少數族裔

綜緩, 精神病患(個案及輪候人數), 長期病患, 發展障礙兒童等人數, 公

屋/居屋/私人屋苑數目, 每季區內新增職位空缺(類別/對象/工時/薪酬), 

平均工作時數, 家庭平均收入, 家庭教育水平, 家庭暴力個案類別/數字, 

青少年犯罪/濫藥-輟學數字, 自殺, 社區罪案, 電腦及互聯網應用, 社區

需要及相關研究調查結果.....等, 以便社會及早覺察和定期了解社區客觀

動態, 以作為政策方向及資源調配檢討之參考數據. 

 

(二) 提升社區資本 

- 改善社區設計及環境，引進多元化的人口及生產行業，給市民製造更多

的希望和機會。 

- 積極引進各方社會資源, 加強跨界別及跨專業支援的協作平台, 讓有關

服務機構在天水圍設立新服務單位時不致困難重重. 

- 於區內建立中央義工網絡及管理系統, 以「自強」(empowerment)概念, 透

過服務培訓及推行, 改善居民自我能力感和解難能力, 亦以過來人經驗, 

容易讓其他受助者感知前路是有希望和有更多選擇, 並有助居民進一步

建立社區利他互助的價值信念. 同時, 能有系統地引入及善用區外有心

人的義工資源, 加強社區轉化的動力. 

 

(三) 家庭支援及培育 

- 重整家庭照顧和培育的概念, 推展家庭教育及親職管教技巧的服務, 以

促進家長親職質素和信心. 

- 積極推動社會及商界團體參與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 平衡工作

與家庭的需要, 以促進家庭的凝聚力及建立和諧的社會. 

 

 

 

30.10.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