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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會員通訊 
地址：九龍深水埗保安道 383 號麗寶花園商場上層 

由中心撥出之電話號碼顯示： 

 3990-2110，2729-1211 

 

2020 年 4 月網會時間表 

 (非深水埗區)                        愛禮網 上午 10 時 4 月 1 日 
(星期三)  (深水埗私樓)                         愛信網 下午 2 時 30 分 

 (李鄭屋邨)                           愛善網 上午 10 時 4 月 2 日 
(星期四)  (元州邨 2、4、5 期)                   愛健網 下午 2 時 30 分 

 (蘇屋邨)                             愛德網 上午 10 時 4 月 3 日 
(星期五)  (元州邨 1 及 3 期、幸福邨、長沙灣邨)   愛心網 下午 2 時 30 分 

 

   

明愛知音 

網址：http://www.caritasse.org.hk/ 

 

2020-2021 財政預算案 

各位會員、服務使用者，大家好，中心所有同事都十分掛念您們，大家別來無恙嗎? 在此祝願各位身體

健康、平平安安! 大家切記要注意個人衛生，做好防疫的工作，希望我們的社區、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都

能戰勝今次的病毒。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於 2 月 26 日早上 11 時於立法會宣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在此節錄部份與老友記

相關的預算案內容，請大家留意! 

 
紓解民困 

 

 

 

 

 

 

 

 

發放現金 

 

 

關愛社會 

 

 

 

1. 寬減 2019／20 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二萬元，全港一百

九十五萬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在 2019／20 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 

2. 寬免二零二零／二一年度住宅物業全年差餉，以每戶每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估計惠及

二百九十三萬個住宅物業。政府收入將減少一百三十三億元； 

3.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士發放多一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

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會作出相若安排。政府開支約四十二億二

千五百萬元； 

4.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政府

開支約十八億二千九百萬元 

 

知識傳遞    音訊互達    心意相通 
  

  

1. 向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一萬元，一方面鼓勵及帶動本地消費，另一方面

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預計措施可惠及約七百萬人，涉及約七百一十億元開支。政府會

在立法會撥款後，盡快公布計劃的細節。 

 1. 繼續投放資源加強安老服務。今、明兩年將增加合共三千個為體弱長者提供的家居照顧

服務名額，以及在本財政年度增加一千張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缺損的長者而設的社區

照顧服務券。二零二零／二一年度涉及全年經常開支超過三億元。此外，將增撥七千五

百萬元，資助安老服務單位為有吞嚥困難的長者提供軟餐。 

2. 由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起，向受社會福利署津助並營運日間服務單位的非政府機構提供

額外撥款，以支付其活動區域的冷氣費用，涉及全年經常開支約四千六百萬元，預計一

千一百多個津助服務單位及超過一百萬名服務使用者受惠。 

 



                          
抗疫資訊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社交活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切勿前往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毒廣泛社區傳播的內地湖北省。 

 

 市民如非必要，應避免前赴韓國(特別是大邱及慶北地區)。市民前往其
他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毒活躍社區傳播的國家/地區，包括內地其
他省市、意大利(倫巴第及威內托地區)、日本及新加坡，應避免與發燒
或有呼吸道病徵的人士有密切接觸。如果不可避免與他們接觸，應戴
上外科口罩，並繼續佩戴直至回港後 14 天。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診，主動告訴醫生
最近曾到訪的地方及有否接觸動物；並佩戴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避免接觸動物（包括野味）、禽鳥或其糞便。 
o 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o 切勿進食野味及光顧有提供野味的食肆。 

 

 保持良好的個人衞生 
o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正

確佩戴口罩十分重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口罩後保持手部
衞生。 

o 避免觸摸眼晴、口和鼻。 
o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進食前；如廁

後；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
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就近日在香港出現的新型肺炎，政府已將應變級別提升至緊急。 

為減少人群聚集，降低傳播風險及保障各長者安全。 
由即日起至 3 月 14 日(六) 暫停中心所有活動(包括 3 月網會)。 

 
*請各位留意最新公佈*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中心查詢，電話 2729-1211 



o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 20 秒，用水過清並用
抹手紙弄乾。 

o 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含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o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不要隨地吐痰或亂拋垃圾，
痰涎應用紙巾包好，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的垃圾箱內，然後
徹底清潔雙手。 

o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水，以免散播病菌。 
o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學，避

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並盡早向醫生求診。 
o 一般而言，一般市民並不建議於社區中使用 N95 呼吸器，因為正

確佩戴或卸除 N95 呼吸器需接受特別訓練，若使用不當，反而會
因為保護不足和污染而增加感染風險。 

o 如身體不適，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空氣流通情況欠佳的公眾地方。 

 

 保持良好的環境衞生 
o 確保室內空氣流通。 
o 最少每星期徹底清潔家居一次，可使用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

（以 10 毫升 5.25%次氯酸鈉家用漂白水混和於 990 毫升清水內）
清洗非金屬表面，待 15 至 30 分鐘後，再用清水清洗。金屬表面
則可用 70%火酒清潔消毒。 

o 當物品表面或地面被呼吸道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時，應
先用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除可見的污垢，然後再用適當的消毒
劑清潔消毒受污染及其附近地方，非金屬表面可使用 1 比 49 稀
釋家用漂白水（以 10 毫升含 5.25% 次氯酸鈉漂白水混和於 490 
毫升清水內）作清潔消毒，待 15 至 30 分鐘後，用水清洗並抹
乾。金屬表面則可用 70%火酒清潔消毒。 

o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
入每一排水口（U 型隔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保持健康生活模式 
o 增強身體抵抗力及實踐健康生活，包括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

足休息。 
o 不要吸煙及避免飲酒。 

 

資料來源: 衞生署 2019 冠狀病毒專題網站 – 健康指引 



服務質素標準介紹 
為確保公眾獲得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社會福利署和受資助機構推行《服務表現

監察制度》，包括服務質素標準。與服務使用者相關的服務質素標準如下： 

 

標準 1：服 務 資 料 標準 12：知情權的選擇 

我們備有最新的資料手冊、資料單張或

小冊子，說明各服務宗旨、目標、對象、

服務提供方法和申請接受和退出該項
服務的機制。這些資料可隨時供可能需

要接受服務的人士、職員和市民閱覽。 

由於服務或會於特別情況下更改服務

安排，我們會在特定時限內,盡快作出

通知。知會形式包括：通告、通知信、
電話聯絡及明愛知音等，讓服務使用

者知悉服務內容，以便作出選擇及決

定。 

標準 6：計劃評估 及 收集意見 標準 13：私人財產權利 

為維持及提昇服務質素，我們會透過不

同渠道，獲取服務使用者、家人及職員

的意見，例如：服務諮詢日、活動檢討
表、意見箱或職員會議，並參考這些意

見， 以制定及評估我們的年度計劃。 

中心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

利，並以口頭或張貼告示形式提醒留

意個人財物。當需收取與服務相關費
用時會發出正式收據。當有拾獲失物

時，亦按既定失物程序處理。 

標準 10：申請 和 退出服務 標準 14：私隱和保密  
服務使用者有選擇服務權利，可按個人
需要及申請條件作出申請，職員或會邀

請一些有特別需要之服務對象參加服

務。退出方面，服務使用者可按意願及
因應服務需要已獲得滿足而退出服務。 

中心需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穩並將資
料保密。未經服務使用者同意絕不向

其他機構索取、提供或轉交資料。有

關個人資料會以限閱、存放地點上鎖
及電腦檔案加密等方式存放。中心的

閉路電視紀錄亦有存放限期。查閱時

亦需按機制申請。 
 

標準 11：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標準 15：申訴 
我們會透過不同渠道收集服務使用者

的意見及需要，包括：明愛知音、每月
網會、服務諮詢日、服務使用者意見調

查及直接聯絡主管及當值社工等。單位

亦會就不同的服務定期評估服務對象
的需要。 

各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市民可就中心

提供的任何服務提出意見或投訴，並
按中心既定程序處理及回應。大家可

以透過中心每月網會、服務諮詢日、

意見箱及直接向中心職員反映意見。 

 標準 16：免受侵犯 
 中心需確保服務使用者、職員或訪客

身處安全環境，免受一切，包括言語、
身體及性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