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關心南區的你     #想了解南區的你

第127期

12/2023

之結合

社會
服務

過
渡
性
房
屋
計
劃

與



南區聚焦 過渡
房屋

香港地小人多，處理居住問題向來是項艱鉅的挑戰。根據房屋署截至2023年6月數據，一

般申請者輪候公屋時間平均為5.3年，長者也需時3.9年，大眾安居樂業的願望難以在短期

內滿足。本會早於2018年8月已投放資源提供過渡性房屋，先在華富閣設立為期3年的「友

里居」；另於2023年再在赤柱營辦「尚晉坊」，目的為減輕有需要人士的居住困難，以及

協助受助人規劃新生活。

過渡房屋倡導互助　華富經驗承傳赤柱
本會首度參與的過渡性房屋為華富閣的「友里居」，該項目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的「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下進行，從2018年8月起為期3年。根據社聯的簡介1，社會房屋旨在為低收入和急需社
區支援的個人或家庭提供住宿及支援服務，並期望受助人從中建立社區互助網絡。社會房屋不只舒緩基層
人士的住屋困難，也協助他們建立個人與社會聯繫，累積「社會資本」。

在「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社聯負責承租和翻新單位，本會則主力營運和為住戶提供支援服務。為了構
建有需要人士與社會之間的連結，「友里居」提倡「友心有情」、「戶里互利」及「區內居安」3大理
念，從而鼓勵住戶提升社交能力，促進鄰里互助精神，以及倡導積極的社區參與。「倡互助，共襄鄰里」
是本會三大使命之一，在批核入住申請時，除了考慮申請人的居住需要外，也會留意其社區參與的意向及
積極程度。

營運初期，社會房屋概念在社福界仍是新事物，本會難免會遇上困難，包括租務管理問題、向大眾破除對
共住理念的誤解等。3年間，本會從「友里居」累積營運過渡性房屋的寶貴經驗；而社會房屋也為住戶帶
來莫大裨益，例如家庭爭執與住戶情緒問題因環境提升而得到改善，居民能建立網絡共享資訊等。雖然

「友里居」計劃經已完結，但其營運模式為其後赤柱「尚晉坊」奠定基礎，令社區各界對本
會營運的過渡性房屋更具信心。

連繫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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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人士

廢校活化重視意見　善用空間構建社群
剛於本年4月啟用的「尚晉坊」座落於赤柱佳美道5號，前身為聖公會赤柱小學校舍。即使該校早於2001年
遭「殺校」，許多赤柱街坊仍對學校有深厚感情，期待舊校舍能夠活化，再度恢復生氣，所以該校校友、
前校長等對校舍能用作過渡性房屋持開放態度，期待活化後再度有益大眾。

「尚晉坊」項目是從房屋局「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
項目的資助計劃」下獲得撥款，由本會自行營運。然而，即使
本會累積了營運「友里居」的經驗，也需要面對各項新挑戰。
譬如說，「尚晉坊」前身為校舍，不像華富閣般屬住宅單位，
加上荒廢多時，需先改建喉管、電線及消防設備等，以符合居
住之標準。此外，施工期間會增加大型車輛出入，本會在修建
期間需與鄰近居民組織及商戶商討對策，減少對周邊社區影響
的同時，也增加了地區人士對計劃的信任。

經歷了半年多的改建工程，「尚晉坊」於2023年上旬投入服務，項目提供40個單位予有需要人士（主要為
已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人士或家庭，以及現居於不適切住房或有迫切需要援助改善住房環境的人士及其
家庭成員）申請，租金由1人單位$2,515至5人單位$6,695不等，租期最多4年。本會籌備「尚晉坊」期間
幸獲多個機構資助，各單位內基本電器齊備，可減輕受助家庭的經濟負擔。

將校舍改建成住宅雖是挑戰，但也是構建社區連結的契機。「尚晉坊」將校舍充裕的露天空間闢設遊樂設
施、多用途運動場及有機農圃，方便孩童在遊戲中與其他家庭打成一片，而成人則可在看顧子女或種植蔬
菜期間談天交流，從而自然地形成社區網絡，延續「友里居」的精神。

另外，本會明白校友對活化舊校
的期盼，翻新期間刻意保留學校
啟用紀念碑、黑板和舊窗花等，
保存學校特色，也讓住戶得以一
窺50年代本港校舍的模樣。「尚
晉坊」項目致力聽取各方意見，
務求達致多方共贏局面，在滿足
有需要人士居住需求的同時，也
構建社區聯繫，連結過去與現
在。

多方
改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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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及2.  https://www.socialhousing.hkcss.org.hk/zh-hant/node/74 

社福界多方面關懷　構建和諧友善社區
傳統社會服務在大眾眼中多為補救性服務，但實質是同時涉獵補救、預防、支援及發展多個範疇。以過渡
性房屋為例，社福機構全方位介入各個住戶生活範疇，從改善居住環境開始，關顧他們的精神健康、家庭
關係，提供社交平台讓眾人聯繫，鼓勵弱勢社群鄰里互助，構建和諧社區。

根據社聯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由2018年11月起進行為期3年的研究，90.9%入住社會房屋的
受訪者表示認識了更多新朋友，當中包括鄰居和社工等，其平均生活開支跌幅接近四分之一，反之居住空
間則增加接近一倍。再者，大部份受訪者均表示，入住社會房屋後，家庭關係獲得改善（65.3%），個人
心境更樂觀快樂（59.6%），以及個人解難能力有所提升（57.1%）等2。各項數據顯示，即使社會房屋或
過渡性房屋屬於臨時性質，對受助人生活各層面皆帶來正面效果。

本會相信個人是構成社區的重要元素，即使籌備過渡性房屋的過程不無困難，也會繼續尋求更多可能，讓
更多有需要人士獲得暫時安身之所，並從中感受到社會關懷，繼而發揮互助互愛精神，共建友善社區。

90.9%

認識了更多

新朋友

-25%

生活開支

跌幅

+200%

居住空間

65.3%

家庭關係獲得

改善 59.6%

個人心境

更樂觀快樂
57.1%
個人解難能力有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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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尚晉坊赤柱過渡性房屋計劃

與社會服務之結合

發掘住戶興趣 提升潛能強項
「尚晉坊」以個人及家庭為主導，並提供合適的環境和發展機會，讓住戶積極發揮他們的興趣及潛能，並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以「取長補短」的形式互惠互助，進行知識及資源的共享，增強他們在社區獨立生活
的信心。

下表展示「尚晉坊」如何針對住戶強項，透過善用居住環境舉辦合適的活動，再配以一系列之技能培訓課
程，從而提升住戶的優勢。

能力為本與社會資本實踐的整合
為全面照顧住戶的需要，計劃針對不同年齡住戶的潛能，籌
辦各式活動及技能提升課程，例如「運動『晉』行式－擲出
地壺球」、「樓長訓練」和「家居維修齊『晉』步」等。通
過觀察住戶在活動日的表現，計劃社工從中識別有相關潛能
的住戶，並培訓他們在有關行業的知識和技能以提升競爭
力。完成培訓後，住戶可學以致用，期望能朝相關的就業方
向持續發展，逐步邁向自給自足的生活。

一眾住戶在社區教室認真學習地壺球運動。

由本會營運之「尚晉坊」赤柱過渡性房屋計劃，獲房屋局撥款支持，並得到嘉道理慈善

基金、嘉里集團及施永青基金贊助家具設備及活動費用等。由2023年4月起，「尚晉

坊」為公屋輪候者及居住條件惡劣的基層市民提供4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和附屬設施，幫

助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尚晉坊」亦着重建立具人情味的社區。計劃致力建立

和實踐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社區網絡，透過活動和培訓發掘住戶的強項，建構平台

讓住戶為社區貢獻技能，達致共享經濟(Share Economy)和共享社區(Share Community)。

住戶組合

青少年/
新婚夫婦或
未有孩子的夫婦

☆科技
☆運動
☆藝術/創意

☆清潔
☆種植
☆烹飪
☆手工藝

單親家庭

住戶強項 居住環境 技能培訓課程
在社群媒體上推廣社區市
集和其他活動
於休憩設施進行體育活動
規劃社區市集甚至發展個
人品牌

擔任花園管理員/樓長/  
清潔工
於休憩設施種植
教授其他住戶烹飪技巧
在社區市集售賣手工藝品

網路行銷培訓
新興運動教練課程 
藝術/創意培訓

物業管理課程/
衞生清潔管理課程
園藝課程
烹飪課程
商業及電子商務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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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鄰里及社區網絡
「尚晉坊」着重為住戶積聚社會資本，鼓勵居民互助及彼此扶持，讓社區成為承托他們的安全網。為此，
計劃舉辦不同的社交活動，例如鄰里會議、節日活動等，培養住戶的歸屬感和社區支援網絡。透過定期活
動，住戶之間漸漸養成交流社區資訊和尋求支援的習慣，貢獻自己的強項服務社區，共同參與及決策社區
事務，實踐鄰里互助的精神。而早前參加了技能培訓的住戶亦不吝分享學習成果，協助其他住戶解決水電
維修、種植和科技疑難，共享知識和資源。

為增進過渡性房屋住戶與赤柱社區的連結，計劃邀請了赤柱居民協辦「帶你遊赤柱」活動，增加住戶對社
區的認識和歸屬感，協助他們適應和融入，進一步促進鄰里關係。更重要的是，計劃期望住戶能從受助者
轉化成施助者。「尚晉坊」將組織住戶義工隊協助後期入住的住戶適應赤柱的生活，一同參與區內事務，
如住戶支援和長者探訪服務等，幫助區內有需要人士，為赤柱的福祉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富「人情味」的
社區。

可持續發展及綠色生活
「尚晉坊」除了為住戶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和
社會服務支援外，計劃將舉辦一連串的可持續
發展教育及環境保護活動、環保生活方式培訓
和社區園圃計劃等，藉此向住戶宣揚生態環保
理念，提升住戶的環保意識。期望從微小的生
活習慣開始，讓綠色生活在社區紮根。

本年9月，「尚晉坊」舉辦「中秋
『尚』月市集」，提供平台讓住戶
在社區中展現專長，包括製作節慶
手工藝品、食品、遊戲攤位等，達致
資源共享。市集亦邀請區內人士包括

南亞裔街坊、婦女、兒童等協助籌備，
推動住戶與社區人士的互動，從而使社區鄰

里網絡更緊密，建立鄰舍互惠互助的氛圍。是次市
集參與人次達1,850，住戶從中累積零售與服務的經驗，對於有意建立個人品牌
與業務的住戶而言甚有得着。住戶通過市集賺取收入的同時，亦能肯定自己的
強項；日後可透過定期參加週末市集整合個人優勢和進行針對性培訓，提升其
就業競爭力。

計劃安排於本會轄下社區中心舉辦
中秋「尚」月市集，讓住戶展現專
長之餘，更讓地區人士認識過渡性
房屋項目。

一眾住戶透過「鄰里會議」表達
感受，分享意見。

透過節日活動，讓住戶互相交誼及
增加歸屬感。

在「家居維修齊『晉』步」活動
中，住戶可學習簡單維修及保養
裝置等知識。

「尚晉坊」為住戶提供了一個平台，為個人、
鄰里和社區建立更大影響力：

個人和家庭：住戶的實力、能力和社會地
位都得以提升。

鄰里：住戶間在身、心、社各方面建立更
緊密的聯繫。

社區：建立具「人情味」的社區，發揮住
戶在赤柱社區的社會影響力。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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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赤柱重用廢校　項目獲得多方支持
本會獲邀營運過渡性房屋時，曾有兩個候選位置，一則香港仔，二則赤柱。「香港仔選址為聖伯多祿中學
舊校舍，但我們視察後發現唯一公眾通道設於貝璐道行山徑旁，不便居民出入，因而選址在赤柱小學廢置
校舍設立過渡性房屋。」劉姑娘表示，赤柱雖感覺遙遠，但該校位置接近巴士及小巴站，方便居民出行。
「巴士及小巴可直達香港仔、銅鑼灣和筲箕灣等地。居民只須步行1分鐘，已可使用區內的社區設施，包
括市政大廈、體育館、海濱長廊和公共圖書館。居民亦可到附近的赤柱廣場、超級市場採購生活用品及食
物，相信可滿足入住者各方面所需。」

赤柱小學於1953年創校，建築已有70年歷史，修葺工作頗具挑戰。「接收校舍時，不少地方出現水泥剝
落、漏水等情況；而當年的《消防條例》與現時有一定差距，翻新時亦需顧及。」本會行政人員陳海晴小
姐指出，初時2樓八成面積有水泥剝落，樓梯也不符合現今消防條例的要求，多得各方人員的努力，才能
讓校舍變成安樂窩。劉姑娘亦藉此感謝各贊助機構、多個赤柱居民組織等，令過渡性房屋得以融入社區。

政府在2020年設立「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廣邀機構協助營

運臨時房屋。本會「尚晉坊」於2023年上旬正式營運，提供4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予公屋輪

候者及居住條件惡劣的基層市民。負責「尚晉坊」項目的劉燕琼姑娘期望，除了改善住戶

居住環境外，亦能構建互助網絡，一同成長。

廢校變身安樂窩
尚晉坊眾共成長

改善居住空間環境　閒暇追求個人目標
入住「尚晉坊」前，我居於深水埗的板間房，年輕時曾在香港仔生活，感
激坊會社工家訪，協助我遞交入住申請。以前空間狹窄，廁所對着灶頭，
煲飯要放在馬桶上面，所以通常都出街買外賣。搬到「尚晉坊」後，空間
變得寬闊，可以每日在家煮飯，節省生活開支。另外，我熱愛種植，有時
會協助修剪「尚晉坊」公眾地方的花草，希望往後能習得園藝技能，當一
個園藝師。

惠敏

Winarti（右一)

鄰里友善關係和諧　身心平和珍惜每刻
我和家人之前在堅尼地城的劏房居住，輪候公屋至今已有7年，獲社工建
議申請過渡性房屋。過往與鄰居關係欠佳，生活倍添壓力，所以取得「尚
晉坊」單位鑰匙當日就立即遷入。這裏的住戶知道我是印尼人，對我很
好，都是我的朋友。由於生活質素有所改善，連我的體重也有所增加，面
對小朋友亦較以前心平氣和。雖然女兒曾說往後不想再搬，但我明白這裏
是臨時的，所以會加倍珍惜在這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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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陸續投入使用　期望臨屋連繫大眾
「尚晉坊」內的遊樂設施、有機農圃和運動場等將於2023年底前完成。「我們的孩子正期待遊樂場落成，
屆時他們可以一起玩耍，我們大人則可在旁談天，交流育兒心得。」盧小姐認為，未來設施有助住戶更融
入「尚晉坊」社群中，也稱讚本會對住戶十分貼心。劉姑娘透露，12月中旬將會舉行入伙禮，讓大眾參觀
「尚晉坊」各類設施。

入伙禮以「嚮往．家」為主題，其中「嚮」代表共「享」、發揮專長；「往」代表向前往、並肩前進；
「家」代表住戶生活質素提升、鄰舍共融關係和社區持份者的支持。劉姑娘指
出，「樓長」制度期望住戶能助人自助，另設有「耆職隊」讓退休工程
人員擔任維修義工，從而令內外人士也能在「尚晉坊」貢獻所長。
至於「尚晉坊」保留的校舍設施，則讓赤柱小學的舊生得以懷緬校
園時光，連繫了不同年代使用者的生活與情懷。

重拾昔日街坊情懷　大人小孩共同成長
入住「尚晉坊」之前，我也曾到其他過渡性房屋了解，但環境卻感覺不適合，連負責
社工也呼籲避免與鄰居溝通，或因為品流複雜吧。「尚晉坊」很不同，環境清幽，住
戶不會「各家自掃門前雪」，節日更會聚在一起辦活動。之前中秋節，我們各家各戶
分工準備食物，打開門讓小孩子四處走，好像回到過往的屋邨生活，感覺很溫暖。另
外，坊會曾讓我們在社區中心辦市集，我從中學到了宣傳、採購和銷售等技能，相信
對往後都有用。

入住「尚晉坊」後，家庭關係較過往融洽，小孩學習更主動，成績也有進步。我期望
這裏的孩子們有共同目標成長，有動力去了解世界更多。

安全環境住得放心　角色轉化協助他人

我以前在香港仔某劏房居住，一房三戶，附近公園的「道友」
每逢下雨就會走到大廈樓梯「大字型」躺下來歇息，阻礙出入
通道，常嚇倒小孩和其他女住客，有時我的孩子會致電給我求
救。有天，我發現「尚晉坊」海報後，就立刻到坊會社區中心
報名申請。

入住後，我擔任「樓長」工作，在當值時間負責巡邏，如發現
大樓有任何問題，便會在居民及坊會的WhatsApp群通報。早前
有新聞報道兩名自閉症人士在家中餓死，我相信「樓長」可避
免這類悲劇發生，也讓鄰居了解周邊獨居長者、有需要照顧人
士的需要。 

盧小姐

羅先生

「尚晉坊」住戶期盼遊樂場儘快落成，讓
孩子們可以一起玩耍，大人則可互相交流
育兒心得。

(由左至右)負責項目的劉姑娘正與Winarti、惠
敏及羅先生商討社區園圃的未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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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居住在

不適切住房的

家庭或人士

拓展本會

健康服務

籌款
目的

支援低收入
或失業人士及

有特別需要之家庭

籌
款
目

標
：90萬元

慈善籌款

敬老護老
愛心券

「才」來自有「坊」
慈善滙演

慈善粵曲
演唱會

冠忠南區
慈善足球賽

用心關懷 以心連繫
南區慈善步行籌款

敬老護老
愛心券

「才」來自有「坊」
慈善滙演

慈善粵曲
演唱會

冠忠南區
慈善足球賽

用心關懷 以心連繫
南區慈善步行籌款

由「冠忠南區足球會」
冠名贊助

28/10/2023至
3/12/2023

4及11/11/2023

19及24/3/2024
1-3/2024
(日子待定)

17/3/2024

28/10/2023至
3/12/2023

4及11/11/2023

10及24/3/2024
1-3/2024
(日子待定)

17/3/2024

28/10/2023至
3/12/2023

4及11/11/2023

10及24/3/2024
1-3/2024
(日子待定)

17/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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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高血壓/
血糖偏高

沒有糖尿病/
高血壓/血糖偏高

醫生繼續跟進

篩查階段 治療階段

參加者

參加者成為康健中心會員，
同意使用醫健通

配對家庭醫生

篩查診症及轉介至
醫務化驗所進行化驗

醫生解釋化驗報告和診斷結果

南區地區康健中心

◇ 制定健康管理目標
◇ 健康管理小組活動

健康管理小組活動

◇ 治療診症
◇ 處方藥物

視乎需要，轉介至醫務
化驗所進行合適的化驗

視乎需要，轉介至跟進服務
◇ 護士診所
◇ 專職醫療 (視光師、足病診療師、  
                      營養師和物理治療師)

家庭醫生

一圖看清「慢病共治計劃」
流程

糖尿病及高 血 壓 篩 查糖尿病及高 血 壓 篩 查

立即掃描二維碼
了解計劃詳情

服務

根據衞生署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作推算，在45歲至84歲的人口當中，約有17%為糖尿病或高血壓隱
藏患者。為鼓勵巿民及早預防和管理慢性疾病，醫務衞生局於2023年11月中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
計劃」（「慢病共治計劃」）。所有4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如未有已知的糖尿病或高血壓病歷，便符合資
格參加；而南區地區康健中心則是區內巿民參加「慢病共治計劃」的第一接觸點。合資格市民登記成為中
心會員，並同意使用醫健通後，會由中心協助他們配對家庭醫生，並在政府資助下的私營醫療巿場進行糖
尿病和高血壓篩查、醫生診症和化驗。經篩查後確認未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等情況的參加者，可獲中心協助
制定健康管理目標，以及按需要安排參加有助改善生活方式的活動等，以保持其健康體魄。至於診斷為血
糖偏高或罹患糖尿病/高血壓的參加者，則由家庭醫生繼續為其診治和長期跟進，以
及按個人健康狀況接受中心護士診所和專職醫療服務跟進。「慢病共治計劃」以共付
模式運作，政府在篩查階段和治療階段均會提供資助，而參加者作為自己健康的第一
責任人亦須支付一定的共付額。

如欲了解及參與計劃可掃描右邊二維碼或致電 3575 7000與職員聯絡。

參考資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2023年9月25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10時45分)〈醫衞局公布「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詳情〉。
取自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09/25/P2023092500475.htm

有關南區地區康健中心
南區地區康健中心由醫務衞生局成立、本會營運，是政府倡導的嶄新基層醫療服務，以公私合營、醫社合
作及地區為本為原則，為區內居民提供健康推廣、諮詢及慢性疾病管理服務。中心於2022年10月17日正
式投入服務，主中心位於黃竹坑，四個分別設於香港仔、赤柱、利東及置富的附屬中心及位於鴨脷洲邨的
「健康存取庫」亦陸續於2023年4月至8月啟用，期望建立一個由地區醫護人員組成的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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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徵狀1。面對生活壓
力、身體機能衰退、社交活動能力減少、喪偶等問題，長者較
易受到情緒困擾，增加患上抑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風險。有
見及此，本會轄下兩所長者地區中心推行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資助的「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結合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和長者地區中心的服務，聯繫有抑鬱風險的長者，透過
輔導、小組及朋輩支援等服務，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同時，
透過培訓較年輕的長者成為「樂齡友里」義工及「樂齡之
友」，協助支援有抑鬱徵狀及情緒困擾的長者，以同行者身份
協助有需要的長者復元及擴展社區網絡，共同步過晚年的高山
低谷。

服務對象

了解更多

聯絡我們

服務內容

60歲或以上，有抑鬱風險或抑鬱徵狀的南區居民。 (於2024年1月開始，服務對象擴展至45歲或以上人士。)

項目 服務詳情

社工個案評估及跟
進、治療小組活動等

由社工進行個案評估及按長者需要作出跟進；提供心理衞生教育小組、治療小
組等活動。

「樂齡友里」
證書培訓課程

增加社區人士對長者精神健康的認識，設有義工培訓課程，讓50歲或以上有意
成為「樂齡友里」的義工認識長者在生活上的種種挑戰，掌握改善長者精神健
康的實務知識和技巧。

「樂齡之友」
「樂齡之友」是計劃強而有力的夥伴，與受抑鬱困擾的長者建立平等互信關
係，促進彼此成長，同行心理健康的旅程。

社區教育活動
透過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增加社區人士對長者精神健康的認識，有效地支援有
抑鬱風險的長者、推廣及預防老年抑鬱。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情緒健康問卷 (PHQ9)

參加者學習填寫心情日記，識別情緒與事
件如何互相影響。

南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黃竹坑深灣道3號南濤閣地下1至3室
電話：2553 6333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香港華富邨華美樓地下419至434室
電話：2554 4002 / 2554 4062

參考資料：
1. Sun, W. J., Xu, L., Chan, W. M., Lam, T. H., & Schooling, C. M. 

(2012).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e in 56,000 older 
Chinese: a Hong Kong cohort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7(4), 505-514

參加者在「深心呼吸」靜觀認知
行為治療小組中進行治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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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赤柱佳美道5號的聖公會赤柱小學校舍建於1954年，由被譽為「二戰前唯一可
以和西方同行相比的華人事務所」、第一代香港華人建築師，並具「學校設計專
家」之稱的周耀年、李禮之的建築事務所設計。

該校舍為聖公會赤柱小學第二間校舍。初代校舍可追溯於1881年，當時校舍位於赤
柱村道78號，原名為赤柱義學，隨後被聖公會納入，當時校舍只能容納65人。

為了慶祝聖士提反學校建校50周年，聖士提反舊生會於1951年發起演劇籌款，共籌
募$65,000用作興建聖公會赤柱小學第二間校舍。整座校舍建築及設備費為
$170,000，餘下費用由政府教育司署贊助，並由該署撥出佳美道5號作為校址。新建
校舍樓高兩層，共6間課室，設有辦公室、飯堂，可容納240人，能滿足當時區內求
學者眾之需要。其後校舍於1956年加建第三層，維持至今。至2001年該學因收生不
足而停辦，並輾轉成為赤柱藝展。現則改建成為南區首個過渡性房屋「尚晉坊」，
繼續為區內提供社會服務。

相片來源：赤柱村小學舊生會

南區歷史知多少

香港仔大道180號B 3550 5566 2580 3871 aka.org.hk

central@aka.org.hk (一般事宜)          LSG@aka.org.hk (整筆撥款津助事宜)

 出版： 香港仔坊會
 督印人： 吳綺薇
 編輯委員： 梁碧鈿、謝婉儀、梁凱文、鄧巧妙

資料來源：1953年3月28日華僑日報《聖士提反舊生會在赤柱建鄉校》

聖公會赤柱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