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沙田中央郵箱951號  電話：6055 1627  傳真：2645 9292 

網址： www.parents-smh.org   電郵：smhparents@yahoo.com.hk 

第14屆週年大會於2017年9月27日假九龍柯士甸
道8號香港童軍總會會議室1106室舉行，當天共
101名會員及38名嘉賓出席。 

 

1 

2017施政報告列出政府成立專責辦公室，辦
理「特殊需要信託」，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
團擔任受託人。家長是委託人，須先訂立遺
囑，指示於他們離世後成立信任契約和意向
書及其特殊需要子女的照顧計劃。照顧者會
執行家長生前制定的計劃，作為受託人的社
署署長會定期監察計劃的執行情況。 

初步擬訂信託入場費為180萬元現金，分10年
及20年期，不接受分期付款。家長協會認為
入場費過高又要一次過付款，大部份家長未
必應付得來。 

校長、嘉賓和主席及幹事們拍照留念。 

大會以「特殊需要信託」作主題，舉辦研討會，
邀請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及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副教授講解特殊需要信託理念和外國經驗。
與會家長大多認為議題很貼切家長需要，因在尋
找親友可以為他們管理財產時往往遇到困難；至
於成立私人信託的收費又十分高昂，不是大部分
家長可以負擔。 

大會後，家長們享用自助午餐。 

http://www.parents-smh.org/
http://www.parents-smh.org/
http://www.parents-sm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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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於去年7月結束的「盈愛‧笑容」牙科先
導計劃，經過家長、社會人士及立法會議員的
努力爭取下，將會改由衛生署主導統籌，推行
為期三年的計劃，讓非政府機構為成年智障人
士提供免費口腔檢查、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
育服務； 

與此同時政府增加菲臘牙科醫院撥款，為參與
的牙醫和牙科手術助理員提供特別護理培訓。 

協會主席應邀電台訪問。 

協會聯同其他照顧者團體舉辦嘉年華日，攤位
遊戲，以展示照顧者的處境和他們面對的困
難。 

協會特別設計單張和展板，以「有口難言，有
口難嚥」為主題介紹子女的情況，讓市民了
解。當天入場參觀市民有接近400人。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簡稱《方案》）是就
殘疾人士的各種服務需要闡述策略性方向，以
及制訂短、中、長期的措施；其涵蓋主題有住
宿及日間照顧、社區支援、就業、無障礙設
施，以至交通、醫療、教育、體育、藝術等範
疇。自2007年《方案》完成檢討後，康復計
劃已有10多年未作任何檢視。 

民間社會聲音一直促請政府展開新方案，確保
服務的理念與內容與時並進，確保殘疾人士的
需要和權益得到正視。 

其中關注重點是康復計劃必需重新定位，重新
檢視殘疾定義，不再以落後的醫療模式介定殘
疾，應以社會功能模式來介定，不致令殘疾成
為負面標籤。亦建議將《方案》改名為《殘疾
事務方案》。 

政府舉行公眾諮詢及計劃在2019年就新的
《方案》提交報告。 

本會主席獲邀為委員會內「特殊需要小組會」
其中一名專責成員。 

特區政府即將要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提交第二次報告。 

2012年聯合國曾就香港的殘疾人權執行情況
審議結論，並作出批評及建議。然而部分建議
仍未有作出改善，如傷殘津貼方案的資格標準
雖被評為過時，又缺乏統一性，但仍是採用現
有機制。至於落實無障礙環境方面也是無進
展，被評為沒有足够的監測機制評估建築的無
障礙情况，殘疾人在社區中獨立生活的能力仍
是受限制。 

自「康橋事件」及接二連三的虐待院友事件曝
光後，社會人士及家長們強烈要求社署院舍對
條例作出檢討。社署及後成立「檢視院舍實務
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檢視包括人均面積及
人手編制等範疇，期望提昇服務質素。 

小組現正討論人均面積方案。社署自2011年
訂下的人均面積由2002年的8平方米標準下降
至6.5平方米，相等於一張單人床及一牀頭櫃
的空間。當時協會已向社署表示反對。 

就著是次檢討，民間組織建議人均總面積，由
6.5平方米增回至寢室地方有8平方米及連同其
他共用空間8平方米。社署、一眾私營院舍營
辦商代表及非政府機構認為建議不切實際。
「8+8 」的方案至目前為止仍未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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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已於2018年1月1日，實施
「共乘計劃」，凡「4人或以下」用戶預約用
車，復康巴士會將相近用車時間及行程地區之
預約安排共乘。復康巴士承諾編排用戶乘車不
會超過一般雙倍行車時間；車資則會根據電子
地圖計算行程車資後，可享7折優惠。共乘計
劃務求可提高成功租車的機會，特別是在繁忙
時段之治療預約。 

醫院穿梭線增至有：瑪嘉烈醫院、大口環根德
公爵夫人醫院、瑪麗醫院、威爾斯醫院、東區
醫院、伊利沙白醫院、廣華醫院、聯合醫院及
屯門醫院。穿梭線主要在鐵路站接載乘客，毋
須預約。 

週末旅遊線：(一)由東涌站往返大佛及大澳，
(二)鴨脷洲(海怡半島)、惠福道、黃竹坑港鐵
站往返赤柱廣場 (2018年8月26日止) 。週末
旅遊線服務需事前預約。 

1月5日，協會幹事及另一位家長前往澳門，參觀當地智障人士的成人服務
中心及特殊學校，以了解服務的發展和家長自助組織的倡議工作； 

參觀機構有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曉光中心、家長資源中心、特殊學校
及一精神病康復者及中嚴度的智障人士院舍； 

初步了解澳門特殊學校及院舍的情況，覺得院舍和日間中心的服務模式與
香港差不多，但地方和人手編制較香港優勝； 

與有關機構建立關係，期望將來能有更深的切磋及合作的機會，特別是澳
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永久會員有否收過此精緻的會員咭呢？協
會設計此咭供永久會員保存，如未有收到
，請通知我們補寄。至於每年續會會員，
請保存每年收據作為紀錄。 

 



* 數字是指隨時可接受日間服務，並不包括在獲編住宿名額才需要服務的輪候人數902人 

各地區最快獲編配服務者的申請日期： 

成人服務最新消息 (2018年3月社會福利署資料提供) 

 
 

嚴重弱智
人士宿舍 

嚴重殘疾人士
護理院舍 

展能中心 

輪候人數 2521 543 479* 

香港 東九龍 西九龍 荃灣／葵 

涌及青衣 

沙田／大 

埔／北區 

元朗／ 

屯門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1.2002 8.2000 1.2002 7.2001 7.2000 6.2001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1.2013 1.2013 2.2012  2.2013 4.2012 6.2011 

編輯：陳婉芬    督印人：李芝融 
4 

增加2469個資助康復服務名額和購買500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宿位； 
為中度和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殘
疾人士護理院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推行為期4年的試驗計劃，成立以地區為本並包括社工、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等在內的專業團隊，為私營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
的住客提供外展服務，支援他們的社交和康復需要； 
為全港所有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推行外展醫生到診服務， 
把「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顧者先導計劃」恆常化； 
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納入為常規服務；服務名額由約
3 000個於兩年內倍增至7 000個，以達致學前康復服務「零輪候」時
間的政策目標； 
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共約十五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 
改善特殊學校的學校社工編制。 

郵票 

地址 

沙田中央郵政
信箱 951號 

如沒法投遞，請寄回本會通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