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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可持續



坊會70周年誌慶

文：謝婉儀、陳靖敏、李德盈

1953年，本會第4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全體理事合照，包括前賢先進方樹泉先生（前排右一）、羅桂祥先生（前排右六）及創會會員
王泰理事長（前排左五）、李景霖先生（前排右五）、張保光先生（中排左三）、鄭妹先生（後排右三）、黎維鑫先生（後排左五）
及羅秩倫先生（後排右二）。

1950年 ...

香港仔坊會（本會）於1950年成立
前稱為「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50年代初，街坊福利會乃市民自發成立的社區組織，顧名思義是保障當區居民民生和福利的機構，

亦是協助港英政府傳達居民意見和聲音，建立官民溝通的橋樑。

 早在1940年，南區已經有一群熱心之地區人士籌備成立街坊會，集資$9,200購買東勝道7號

4樓近千呎的單位作為會址。南區尚未開始發展的時候，本會已一直陪伴南區成長，共同創下一

頁又一頁的歷史。時光飛逝，轉眼本會已與南區共行70載，與南區居民經歷社會各種變遷，而本

會之服務，規模亦有很大的轉變。1976年本會成立社區服務中心，當時員工數目只有8位，發展

至現時，已逾400位，轄下18個單位遍佈黃竹坑、華貴邨、鴨脷洲、石排灣及香港仔等各處。

 今年適逢本會成立70周年，為回顧往事，謹以接下來3期的《南社之音》配以「共創」、

「發展」及「可持續」為主題，帶大家走進時光隧道，探索70年來本會和南區的變遷與足跡。今

期，讓我們在本會永遠會長楊建業先生及本機構前總幹事黎志棠先生分享下，一同回顧50至70

年代的南區面貌及本會與南區的「共創」歷程。

本會早期的社會服務

 50至70年代香港仔歷經多場天災人禍，談到印象

最深刻的，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約而同想起於1960年及

1986年發生的兩次大火和1979年荷貝風災。1960年初

涌尾大火及1986年南區避風塘火災，由於船隻之間以

纜繩相連，微小的火苗很快便演變為一片灼熱的火海，

無情的災害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大火發生後本會的熱

心會員為援助受影響的災民，亦紛紛作出捐獻，以現金

援助解災民燃眉之急。水上艇戶遇上風災也不能幸免，

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禁慨嘆：「那場颱風一瞬間便吹翻了

一整排船艇，一夜間萬人無家可歸，十分淒涼。」幸好

人間有情，除政府的介入外，不少民間組織和居民都踴

躍捐輸，本會亦不甘後人，參與了大大小小的賑災行

動。

 本會深明，突如其來的災害和意外，對手足胼胝卻只

能糊口的窮苦大眾而言是重大的衝擊。黎先生憶述：「荷

貝風災過後，本會開放社區中心禮堂給100多名災民暫住

超 過 3 個 月 ， 並 派 發 毛 墊 和 寒 衣 暖 物 予 無 家 可 歸 的 居

民。」值得一提的是，本會在賑災工作上，亦常獲美國經

援會支持，為水上人提供援助。

 在艱難的時刻，本會一直與南區居民共渡患難，互相

扶持。不僅如此，本會之賑災工作亦不限地域。正所謂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例如在1953年為石硤尾大火籌

募善款，1961年紅磡木屋區大火，本會也進行鮮魚義賣，

更設流動車募捐，獲南區善心人士慷慨解囊，紛紛捐獻食

糧和衣物，救濟紅磡災民。

 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本會在成立後最初的20年，

對社區醫療亦略盡綿力。在1958年，因區內唯一診所「衞

生分局」拆卸，草根坊眾無法負擔私家診所昂貴的醫藥

費 ， 當 屆 理 事 長 羅 桂 祥 先 生 立 刻 向 馬 會 游 說 ， 捐 款

$250,000建立賽馬會診所。不僅如此，本會更提供廉價之

醫療服務，在東勝道11號2樓位置設立西醫診所，診金連

藥費只收取$3，為基層居民除病紓困。

 本會還設有益壽金（即帛金會），這項服務自1951年

起提供，當時漁民生活困難，遇有逝世者極感徬徨，遂有

益壽金會之成立，招收會員、互解所困。益壽金原擬用帛

金會名稱，但由於當時居民思想守舊；遂採用益壽金，意

為長命百歲。參加者按時供款組成基金，主要針對那些因

親友辭世，為殮葬費而煩惱的居民，給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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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

1979年荷貝風災過後，本會開放社區中心安置災民。當時本會會務
發展主任張安德先生（左一）到場巡視。

水陸繁忙 // 羅森攝

昔日漁民生活

 香港仔享有香港「四大漁村之首」的美譽，早在香

港開埠前已聚居了一眾漁民，他們以艇為家，過着逐水

而居的生活。在60年代，香港仔約3萬人口當中，有9

成以上為水上人。楊建業先生談及當年香港仔漁港的盛

況：「香港仔有着美麗的天然港，由於它水深港闊，又

有隔水相望的鴨脷洲作天然屏障，抵擋風浪侵襲，所以

很多漁船會停靠在鴨脷洲與香港仔之間的海面，亦成為

了漁民聚居的地方。」

 當時漁民的居所大致分為兩種，有些漁民選擇浮家

泛宅，在艇上居住；亦有漁民在岸邊搭建棚屋以作居

所。他們在工作捕魚時便會乘船出海，不用工作時則把

漁船停靠在岸邊。在高峰期時，香港仔海面至黃竹坑近

涌尾的水域可以聚集逾千艘船艇，場面相當壯觀。水上

社區活動一點也不比岸上生活遜色，因應水上居民的生

活需求，「水上的士」、「舢舨士多」、「水艇」、

「酒艇」和「粉仔艇」等紛紛出現。談及粉仔艇，楊先

生滔滔不絕地說：「居民可以招手示意艇家划船過來買

湯粉，當中餸菜通常有叉燒、燒鴨。小販會把曬乾了的

大地魚用來熬湯，鮮味十足。」

 初期的坊會成員以做生意的陸上人為主，黎志棠先

生坦言：「當時陸上和水上居民之間是存有隔膜，加上

他們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彼此存在距離；水上人又被

陸上居民稱為『蜑家人』，受到歧視。」為了拉近水上

人與陸上社區的距離，本會在早期便設「水上聯絡主

任」一職，作為本會與水上人溝通的橋樑，打破彼此的

歧異。

本會早期的社會服務

 50至70年代香港仔歷經多場天災人禍，談到印象

最深刻的，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約而同想起於1960年及

1986年發生的兩次大火和1979年荷貝風災。1960年初

涌尾大火及1986年南區避風塘火災，由於船隻之間以

纜繩相連，微小的火苗很快便演變為一片灼熱的火海，

無情的災害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大火發生後本會的熱

心會員為援助受影響的災民，亦紛紛作出捐獻，以現金

援助解災民燃眉之急。水上艇戶遇上風災也不能幸免，

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禁慨嘆：「那場颱風一瞬間便吹翻了

一整排船艇，一夜間萬人無家可歸，十分淒涼。」幸好

人間有情，除政府的介入外，不少民間組織和居民都踴

躍捐輸，本會亦不甘後人，參與了大大小小的賑災行

動。

 本會深明，突如其來的災害和意外，對手足胼胝卻只

能糊口的窮苦大眾而言是重大的衝擊。黎先生憶述：「荷

貝風災過後，本會開放社區中心禮堂給100多名災民暫住

超 過 3 個 月 ， 並 派 發 毛 墊 和 寒 衣 暖 物 予 無 家 可 歸 的 居

民。」值得一提的是，本會在賑災工作上，亦常獲美國經

援會支持，為水上人提供援助。

 在艱難的時刻，本會一直與南區居民共渡患難，互相

扶持。不僅如此，本會之賑災工作亦不限地域。正所謂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例如在1953年為石硤尾大火籌

募善款，1961年紅磡木屋區大火，本會也進行鮮魚義賣，

更設流動車募捐，獲南區善心人士慷慨解囊，紛紛捐獻食

糧和衣物，救濟紅磡災民。

 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本會在成立後最初的20年，

對社區醫療亦略盡綿力。在1958年，因區內唯一診所「衞

生分局」拆卸，草根坊眾無法負擔私家診所昂貴的醫藥

費 ， 當 屆 理 事 長 羅 桂 祥 先 生 立 刻 向 馬 會 游 說 ， 捐 款

$250,000建立賽馬會診所。不僅如此，本會更提供廉價之

醫療服務，在東勝道11號2樓位置設立西醫診所，診金連

藥費只收取$3，為基層居民除病紓困。

 本會還設有益壽金（即帛金會），這項服務自1951年

起提供，當時漁民生活困難，遇有逝世者極感徬徨，遂有

益壽金會之成立，招收會員、互解所困。益壽金原擬用帛

金會名稱，但由於當時居民思想守舊；遂採用益壽金，意

為長命百歲。參加者按時供款組成基金，主要針對那些因

親友辭世，為殮葬費而煩惱的居民，給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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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廿 一 一六九一

水上救火，出自港島西區青少年暑期活動攝影比賽。

本會於1951年組織益壽金，此服務推行至今，自2006年
起，永久豁免向會員收取月費及年費。

本會早期的社會服務

 50至70年代香港仔歷經多場天災人禍，談到印象

最深刻的，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約而同想起於1960年及

1986年發生的兩次大火和1979年荷貝風災。1960年初

涌尾大火及1986年南區避風塘火災，由於船隻之間以

纜繩相連，微小的火苗很快便演變為一片灼熱的火海，

無情的災害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大火發生後本會的熱

心會員為援助受影響的災民，亦紛紛作出捐獻，以現金

援助解災民燃眉之急。水上艇戶遇上風災也不能幸免，

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禁慨嘆：「那場颱風一瞬間便吹翻了

一整排船艇，一夜間萬人無家可歸，十分淒涼。」幸好

人間有情，除政府的介入外，不少民間組織和居民都踴

躍捐輸，本會亦不甘後人，參與了大大小小的賑災行

動。

 本會深明，突如其來的災害和意外，對手足胼胝卻只

能糊口的窮苦大眾而言是重大的衝擊。黎先生憶述：「荷

貝風災過後，本會開放社區中心禮堂給100多名災民暫住

超 過 3 個 月 ， 並 派 發 毛 墊 和 寒 衣 暖 物 予 無 家 可 歸 的 居

民。」值得一提的是，本會在賑災工作上，亦常獲美國經

援會支持，為水上人提供援助。

 在艱難的時刻，本會一直與南區居民共渡患難，互相

扶持。不僅如此，本會之賑災工作亦不限地域。正所謂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例如在1953年為石硤尾大火籌

募善款，1961年紅磡木屋區大火，本會也進行鮮魚義賣，

更設流動車募捐，獲南區善心人士慷慨解囊，紛紛捐獻食

糧和衣物，救濟紅磡災民。

 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本會在成立後最初的20年，

對社區醫療亦略盡綿力。在1958年，因區內唯一診所「衞

生分局」拆卸，草根坊眾無法負擔私家診所昂貴的醫藥

費 ， 當 屆 理 事 長 羅 桂 祥 先 生 立 刻 向 馬 會 游 說 ， 捐 款

$250,000建立賽馬會診所。不僅如此，本會更提供廉價之

醫療服務，在東勝道11號2樓位置設立西醫診所，診金連

藥費只收取$3，為基層居民除病紓困。

 本會還設有益壽金（即帛金會），這項服務自1951年

起提供，當時漁民生活困難，遇有逝世者極感徬徨，遂有

益壽金會之成立，招收會員、互解所困。益壽金原擬用帛

金會名稱，但由於當時居民思想守舊；遂採用益壽金，意

為長命百歲。參加者按時供款組成基金，主要針對那些因

親友辭世，為殮葬費而煩惱的居民，給予援助。

坊會70周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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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二六九一

本會早期的社會服務

 50至70年代香港仔歷經多場天災人禍，談到印象

最深刻的，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約而同想起於1960年及

1986年發生的兩次大火和1979年荷貝風災。1960年初

涌尾大火及1986年南區避風塘火災，由於船隻之間以

纜繩相連，微小的火苗很快便演變為一片灼熱的火海，

無情的災害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大火發生後本會的熱

心會員為援助受影響的災民，亦紛紛作出捐獻，以現金

援助解災民燃眉之急。水上艇戶遇上風災也不能幸免，

楊先生和黎先生不禁慨嘆：「那場颱風一瞬間便吹翻了

一整排船艇，一夜間萬人無家可歸，十分淒涼。」幸好

人間有情，除政府的介入外，不少民間組織和居民都踴

躍捐輸，本會亦不甘後人，參與了大大小小的賑災行

動。

 本會深明，突如其來的災害和意外，對手足胼胝卻只

能糊口的窮苦大眾而言是重大的衝擊。黎先生憶述：「荷

貝風災過後，本會開放社區中心禮堂給100多名災民暫住

超 過 3 個 月 ， 並 派 發 毛 墊 和 寒 衣 暖 物 予 無 家 可 歸 的 居

民。」值得一提的是，本會在賑災工作上，亦常獲美國經

援會支持，為水上人提供援助。

 在艱難的時刻，本會一直與南區居民共渡患難，互相

扶持。不僅如此，本會之賑災工作亦不限地域。正所謂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例如在1953年為石硤尾大火籌

募善款，1961年紅磡木屋區大火，本會也進行鮮魚義賣，

更設流動車募捐，獲南區善心人士慷慨解囊，紛紛捐獻食

糧和衣物，救濟紅磡災民。

 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本會在成立後最初的20年，

對社區醫療亦略盡綿力。在1958年，因區內唯一診所「衞

生分局」拆卸，草根坊眾無法負擔私家診所昂貴的醫藥

費 ， 當 屆 理 事 長 羅 桂 祥 先 生 立 刻 向 馬 會 游 說 ， 捐 款

$250,000建立賽馬會診所。不僅如此，本會更提供廉價之

醫療服務，在東勝道11號2樓位置設立西醫診所，診金連

藥費只收取$3，為基層居民除病紓困。

 本會還設有益壽金（即帛金會），這項服務自1951年

起提供，當時漁民生活困難，遇有逝世者極感徬徨，遂有

益壽金會之成立，招收會員、互解所困。益壽金原擬用帛

金會名稱，但由於當時居民思想守舊；遂採用益壽金，意

為長命百歲。參加者按時供款組成基金，主要針對那些因

親友辭世，為殮葬費而煩惱的居民，給予援助。

共創

水上人的教育

 除了賑災，本會亦致力改善南區其他民生問題。有見漁民

子弟鮮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為了回應社區需要，本會亦有推行

義學服務。本會曾籌集資金開辦學校，惟南區遠離市鎮，地瘠

民窮，雖獲不少熱心人士捐款，但籌得善款仍不足以興建學

校。最後本會決定將善款捐予政府，由政府於1953年在崇文

街興建官立小學，即現在的香島道官立小學。之後，本會繼續

積極推行教育工作，於1956年在香島道官立小學校舍開辦夜

間義學，接收超齡失學的漁民子弟，為超齡人士提供小學教

育，提高本地教育水平。隨着教育逐漸普及，夜校義學服務日

漸式微，本會興辦之夜校也在1987年停辦。

 為配合本會宗旨及街坊會「移風易俗」之信條，本會於開

辦夜校後仍然努力募捐，以便創辦小學，實現辦學心願。後幸

得理事及熱心人士的支持，本會籌得逾$100,000的建校基金；

此外亦透過舉辦粵劇公演籌款，邀請到梁醒波、李香琴等當紅

明星演出。至1964年，本會在田灣邨第12座天台成功開辦正

規小學，由當時的理事長方樹泉先生斥資興辦，命名為「香港

仔街坊會方樹泉小學」，辦學長達26年。後因田灣邨重建，政

府未能於區內另覓土地供本會繼續營辦小學，校舍遂搬遷至粉

嶺，並由方樹福堂基金接辦，易名為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

學。然而本會未有因此放棄繼續推動教育之工作。

 本會屬下社區中心於1978年進行了「香港仔艇戶之社會

服務需求調查」，發現漁民子弟輟學及失學情況嚴重，社區中

心便向東方傳道會商借聖光福音船作水上課室，並在青年實踐

計劃支持下，為他們舉辦康樂活動及提供功課輔導等服務。黎

先生憶述：「此服務當時由社區中心『穎社』義工組義工負

責，一星期三晚為漁民子弟提供義教補習。由於貼合艇戶之需

要，服務甚受歡迎，每逢補習日期，福音船側均泊滿住家艇，

接載學童。」

香港仔街坊會方樹泉小學位於田灣邨第12座天台。

本會永遠會長楊建業先生（左）及
本機構前總幹事黎志棠先生（右）與我們細說當年。
本會永遠會長楊建業先生（左）及
本機構前總幹事黎志棠先生（右）與我們細說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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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水上漂」生活

 50年代初，內地政局變動，大量難民從內地湧入

香港，他們在市區邊緣自行搭建木屋以作容身之所，導

致寮屋數量激增。這些擠逼又簡陋的居所，環境惡劣，

火警頻生。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在聖誕夜發生大火，

超過50,000名居民一夜間失去家園。為了安置災民，港

府隨即興建8幢6層高的徙置大廈安置災民。與鐵皮及木

板搭建的寮屋相比，居住環境大為改善，而公共房屋的

概念亦逐步成形。後來政府推出多個廉租屋邨計劃，設

計備有獨立洗手間和廚房，進一步提升居住環境。不說

不知，於1962年落成的「漁光村」便是南區第一座公

共屋邨。

 公營房屋計劃不但改善陸上居民的住屋環境，更為

漁民提供居所，告別水上漂泊的日子。然而，並非所有

艇戶都願意選擇岸上生活，若干漁民認為艇上的生活更

貼合其工作模式，對艇仔、棚屋抱有深厚感情。可是，

隨著社會急速發展，漁民社區的式微已是勢不可擋，香

港仔作為「四大漁村之首」，亦不能幸免。

 1960年初涌尾大火，更令政府下定決心，清拆南

區的艇棚，大力填海發展市區。楊先生表示：「香港仔

主要的街道，包括西安街、湖北街、湖南街和東勝道，

都呈井字形排列，不會出現彎彎曲曲的路徑，可見這些

都是建在填海得來的土地上，屬於香港仔第一期填海工

程；而第二期的填海工程則在黃埔船塢的位置展開，變

成了現在的香港仔中心。」船塢就是造船及修理船隻的

地方，昔日的香港仔船塢是四大船塢之一，如今已變成

高廈林立的住宅區。當時一連串的填海造地，讓11,000

多名艇民被逼遷徙到新落成的「田灣徙置區」及「石排

灣徙置區」，即現在「田灣邨」和「石排灣邨」的前

身。其後，黃竹坑邨及華富邨亦相繼落成，住家艇、棚

屋在短時間內驟減，香港仔社區人口結構也隨之大變，

這意味着此漁民社區將成為這一代人的珍貴回憶。

50年代的湖南街已經是香港仔海旁。

50年代的黃埔船塢舊貌，即現今香港仔中心。

昔日香港仔避風塘面貌。

坊會70周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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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零七九一

二廿 四 零七九一

共創

 本會配合南區工業化發展，多次組織和參與社區工

作。如1970年，本會曾倡議南區成為工商旅遊業衛星

城，同時向當局提供城市規劃意見；並舉行工業界座談

會，研究香港仔鴨脷洲新城市計劃、香港仔隧道興建，

以及推動工業界在區內設廠。此外，本會亦協助工廠工

人爭取福利，員工更親往廠地與廠商討論，向他們講解

勞工福利的概念。另於1976年，本會有見政府收回涌

尾船廠，遂與當局交涉，為廠員爭取合理安置。至

1979年，本會屬下社區中心正式開展工業社會工作，

為勞工舉辦旅行、同樂日、歌唱晚會等文娛活動。

本會早期的勞工服務

 原本在海上漂泊不定的漁民子弟，逐漸聚集在陸上

生活，社區面貌也隨之改變。南區早期的工業是以造船

業為主，除了四大船塢之一，還有不少中小型船廠設在

香港仔和鴨脷洲北岸的海岸。除造船業以外，亦有工廠

集中在黃竹坑一帶，例如很早期的大成製紙機器廠。黎

先生指出：「它是南區當時最大的印刷廠，香港仔下水

塘的前身也是該廠所私有的水庫。」

 50至60年代，隨着填海擴展土地、漁民上岸和公

屋落成等因素，勞動人口大增，不少廠家紛紛在黃竹坑

買地設廠，引進了不同類型的工業，如食品廠、電子廠

和塑膠製品廠等，變成工廈林立的黃竹坑，英美煙草有

限公司、利美電子廠、香港荳品公司、甄沾記等知名工

廠亦相繼出現。然而，相對觀塘等正在急速發展的工業

區，南區的工業發展尚待起飛。漁民放棄水上生活後，

亦投身工業市場，漁業及造船業逐漸式微。

香港仔造船業 // 楊溢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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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社區服務中心成立初期的外貌。// 攝於1976年

坊會70周年誌慶

知識小檔案

 它是香港傳統的互助組織，第一所街坊福利會於

1949年成立。當時，大量難民從中國逃難來港，政府支

援不足以照顧驟增的人口，故呼籲及推動地方人士成立

街坊福利會，積極參與地區的慈善、福利工作，聯繫區

內成員羣策羣力。各區街坊會早年皆以「守望相助，休

戚相關，患難相扶，移風易俗」4大信條服務坊眾。一

般來說，街坊會初期工作包括贈醫施藥、施棺派米、興

辦義學、賑災救濟及免費留產等濟貧的工作。後期大部

份街坊福利會亦以舉辦文娛活動，提供場地給區內人

士，並協助政府推行公益措施為主。至1954年，當時街

坊會之數目已達20個，為誌其慶，香港街坊會各首長便

商討並議決把首個街坊會—深水埔街坊福利會之成立日

期，即10月23日定為「街坊節」。

街坊福利會的由來
常聽街坊福利會，到底街坊福利會是甚麼？

邁向新里程

 本會與南區居民一起共甘苦、嘗甜樂。50至70

年代的香港急速發展，南區由盛極一時的漁港變成

高廈林立的市區。面對社會環境變遷，本會跟隨社

會的步伐，及時回應居民的需要，從賑災工作到興

辦教育服務，紓緩災民困境，並協助改善水上人文

盲的問題。當漁民轉戰工業勞動市場，本會亦參與

推動工業化的工作，爭取勞工福利，以居民利益為

依歸。在50至70年代的20多年間，本會為南區發展

及坊眾福祉付出不少心血，有見南區漸趨繁榮，社

區事務需求日增，本會在1973年冬展開籌建社區服

務中心大廈的工作，同時向政府申請撥地。在籌募

經費之際，政府、殷商巨賈及各界善長仁翁慷慨捐

輸，甚至美國經援會也出資支持，捐出$50,000美元

作建築費。本會社區服務中心大廈終於在1976年落

成並成立社區服務中心，再奠下新的里程碑。下一

期《南社之音》，我們將探究成立社區服務中心

後，本會所遇到的新挑戰和機遇，回望1980至2000

年本會與南區同行的足跡。

參考資料：

梁炳華 (2009)，《南區風物志》。香港：南區區議會。

黎志邦、黎志棠 (2008)，《從前有個香港仔》。香港：WE Press 香港人出版。

劉智鵬、黃君健 (2015)，《黃竹坑故事：從河谷平原到創協坊》。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仔十五間 其實係邊度？ (2019年9月16日)。《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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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義」成裘

我的義工服務，我設計！

 通常我們參與義工服務，服務內容都是由社福

機構安排，義工角色相對被動；但社會上各行各業

的義工其實潛力無限，當中退休人士更是我們的珍

寶，因為他們不但在社會服務「加多一雙手」，許

多時候更給予不少寶貴意見。因此，尚融坊林基業

中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於2019

年12月正式開展「賽馬會躍動啟航計劃－集『義』

成裘」計劃。計劃顧名思義是集合義工的力量，一

同籌備社會服務。

 計劃招募50+（50歲或以上人士，尤為退休人

士），分成4-5人的義工小組，按著每一屆的服務對

象，在六個月內籌備一個社會服務。透過集「義」

成裘，中心希望為50+人士充權，使他們在社會服

務上更有自主性，並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經驗，

累積社會資本。

 

 第一屆「賽馬會躍動啟航計劃－集『義』成

裘」計劃服務對象為南亞裔人士，3組義工上完兩

天的「設計思維」訓練後，了解到服務使用者所

需，分別構思出3個有趣、創新的社會服務，現正

籌備得如火如荼。義工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在籌

備社會服務可說是「從零開始」，由撰寫計劃書、

預算，至構思活動，再到招募參加者、準備物資都

「一腳踢」，但他們對服務的認真、投入程度令同

事都讚嘆不已！

服務

賽 馬 會 躍 動 啟 航 計 劃

退休生活可以如此富有意義，讓我們集義工之力，服務社會！

參加者在告示紙上寫下對活動的展望，並共同努力實現目標。

第一屆集「義」成裘計劃的參加者與社工討論心得。

參加者在啟動禮中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以籌備社會服務。

參加者在小組討論中，透過趣味互動學習形式，了解「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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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感恩有你．同途支持

同心協力．造福社群
 2019/2020年度對香港人來說是十分艱巨的一年，從

社會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社會彌漫著焦慮不安的氣

氛，讓人喘不過氣。本會的籌款工作亦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

戰，自2019年5月起，本會已積極籌備8項籌款活動，惟受到上述事件

及疫情影響，最終有兩項活動需要取消。猶幸仍有6項活動能順利舉行，在如此艱難的時刻籌備籌款活動，遇到之困

難及考驗多不勝數，而籌款成績亦未能盡如人意，但感恩沿途有你支持。在我們憂心忡忡之際，幸得各界善長、工商

社團、學校、本會理事、會員、義工及坊眾的鼎力支持。他們不但出錢出力，他們的熱誠參與，乃是推動我們積極籌

募善款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服務之原動力。你們的熱心參與，再一次引證到南區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地方！

「感恩，我們能成為合作伙伴！」

 去年夏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們與坊
會首次合作，舉辦了一場募捐書包活動，把同學們
捐出的二手書包，透過坊會送到有需要的孩子手
上，真是意義重大啊！

 我們與坊會的第二次合作是在聖誕節舉行的
賣旗籌款活動，當時連串的社會事件令社會陷入悲
傷和不安之中，雖然民間許多籌款活動都被逼取
消，但我們仍然召集到過百位家長和同學參與是次
活動，身體力行，為南區街坊出一分力，將這個冷
漠的冬天化為「愛的季節」。全因大家都是南區
人，同有一顆南區心。

 盼望在未來日子，我們能繼續合作，把愛傳
給區內有需要的人士。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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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港島區賣旗日小檔案

日期：28/12/2019

協助義工人數：1,495名

籌得善款：逾$750,000

善款用途：籌得之善款將全

數用於為匱乏人士及長期病

患 者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和 服

務、津助本會為有需要學生

所提供之書簿獎勵計劃，以

及津助本會屬下單位服務及

發展經費。



服務

 除上述活動外，在2019年10至11月期間，我們

亦進行了「敬老護老愛心券」售賣活動。我們衷心

感謝一班義工及會員，熱心參與多場售賣活動。上

述各項籌款活動共籌得約$1,200,000善款(截至

29/2/2020)，雖然較預期籌款目標仍有一段差距，

但在這不可預測的社會環境因素下，仍籌得此善款

金額，反映出各界善長、本會理事、會員及義工對

本會的信任和支持。未來的路，希望繼續有你們同

行支持，同心協力，造福社羣！如欲進一步了解本

會籌款項目，歡迎致電3550 5566與本會職員聯絡。

以下是2019/2020年度，支持本會「用心關懷、以心連繫」各項籌款活動的善長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已取消，但仍獲下列善長捐款贊助，支持本會服務。

藍鑽贊助 (贊助$200,000善款) 本會當屆名譽會長兼理事黃文軒先生

鑽石贊助 (贊助$100,000善款) 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

冠名贊助 (贊助$80,000善款) 同利印刷有限公司

金贊助 (贊助$30,000善款) 電能實業(香港電燈)、東羲控股有限公司

銀贊助 (贊助$20,000善款) 萬興金行、林鎮海先生、廖周美娟女士、王祖偉先生、陳理誠工程師JP、周其仲先生

善心贊助 (贊助$5,000善款) 周子軒先生

項目贊助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 (贊助$50,000善款) 鄒華東先生

紅寶石贊助 (贊助$20,000善款) 王祖偉先生、宋子文先生、施春利先生

綠寶石贊助 (贊助$5,000善款) 伍凱誠先生、周子軒先生、林鎮標先生、陳本霖工程師、張志城先生、
許家驊醫生JP、勞榮斌先生、楊建業先生、楊翠珍女士、楊榮基先生、
鄧文傑則師、潘明先生、黎福強先生

藍寶石贊助 (贊助$10,000善款) 林鎮海先生、施明霞女士、陳理誠工程師JP、葉榮鉅先生BBS、廖周美娟女士、
鄭克和先生MH

2019/2020「用心關懷、以心連繫」全年度慈善籌款

冠名贊助 (贊助$60,000善款) 冠忠南區足球會

冠忠南區慈善足球賽(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協辦) 

贊助約$60,000善款 甘詠潮歌班同學會

慈善金曲演唱會(甘詠潮歌班同學會合辦)

贊助約$80,000善款 驕陽學苑粵曲班、悅韻之友

慈善粵曲演唱會(驕陽學苑粵曲班及悅韻之友合辦)

「跨齡 ・ 七十」慈善行2020

贊助$8,000善款 周其仲先生、陳理誠工程師JP、施春利先生

贊助$3,000善款 楊建業先生、楊翠珍女士

項目贊助 南記春卷粉麵有限公司

敬老愛心宴

港島區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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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小檔案

籌款目的：

1.  籌募經費以支援身體受缺損的長者、居住惡劣環境

 之家庭及長期病患者；及

2.  籌募本會屬下社會服務單位不敷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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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南區製造系列 - 4
 維他奶至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承載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成長回憶。

或許你也試過在寒冬裏，放學後與三五知己站在士多門前，拿着一支暖笠笠

的樽裝維他奶細味的日子。不說不知，原來維他奶也是「南區研製」。早在

1930年代，「維他奶之父」羅桂祥博士（本會前理事長及會長）聽了一場有

關大豆的講座，發現大豆的蛋白質含量媲美牛奶。當時正值中日戰爭，香港

人嚴重營養不良，羅博士抱著「國民強身健體」的理想，利用大豆研製出既

廉價又富有蛋白質的豆奶飲品。至1940年，羅博士創立荳品公司，維他奶亦

正式面世。及至1948年，荳品公司購入香港仔黃竹坑的地皮自建現代化廠

房，更是香港率先採用無菌包裝技術的生產集團。當年維他奶以「點止汽水

咁簡單」的口號作招徠，在學校小賣部寄賣，深受學生的喜愛。如今，維他

的產品已遍及全球超過40個市場，更推出不同口味的產品，迎合市場需要。
文：李德盈、陳靖敏

參考資料：維他奶面世70年  窮人牛奶9支變13億支 (2010年3月9日)。《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