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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柏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一覺醒來，你
可能會先去

公園晨運，再到茶
樓嘆一盅兩件，展開新一天。你有
沒有想過，世界各地老友記的生活
如何？早餐愛吃什麼？外出有沒有
乘車優惠？每月有沒有定期發放的
生活津貼？

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節目全新環節「地球村長」請來各地
專家，以香港為軸心，聯繫世界各
地包括內地、馬來西亞、美國、日
本、英國和澳洲等專家，建立「第
三齡國際資訊網」，每周放眼世界，

探討各地長者生活的情況，包括福
利政策、基建設施、消閑娛樂、醫
療制度、生活習慣、銀髮市場等作
參考對照，讓長者與時並進，進一
步了解個人的福利。此外，還會製
作一分鐘快訊，逢周一至五向聽眾
傳達長者資訊。希望能藉著有關環
節引起社會關注，制定合適的老人
福利政策，積極面對全球人口老化
問題。「地球村長」的「村長」陣容
鼎盛，當中各地代表包括：香港的
陳章明教授、中國的曹婷博士、日
本的黎安國教授、馬來西亞的王華
新教授、英國的黃婉明、澳洲的陳

發鈞，以及美國的林一星教授。
八月份的「地球村長」會探討

全球老齡化的問題，剖析長者退休
生活，如日本大部分男士退休後，
都會投入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義務工作
繼續貢獻社會，此舉讓人敬佩；長
者日活動，原來澳洲沒有長者日，
但有規模更盛大的長者周，求同存
異，各「村長」都認為老齡化為社會
帶來的機遇比問題多！至於九月份
的「地球村長」則會帶大家四處玩
樂，為鼓勵「老友記」外出，不少地
方特設交通優惠，香港長者有兩元
乘車優惠，而馬來西亞則有長者半

價機票優惠；部分香港長者愛唱粵
曲，美國長者則喜到社區中心大合
唱，雖然各國文化背景不同，但「老
友記」每一天都活得精彩。 

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
《有你同行》全新環節「地球村長」

主持︰李仁傑、程穎琳
時間︰逢星期三
   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
頻道︰ 香港電台第五台（AM783 / 

FM92.3 天水圍 / FM95.2
跑馬地、銅鑼灣 / FM99.4 
將軍澳 / FM106.8 屯門、
元朗 / 數碼廣播 35 台）

*  港台網站（http://radio5.rthk.
hk）同步播出及提供節目重溫。

關懷社區關懷社區
◆ 程穎琳

常常有機會接觸到
一些退休人士，

他們退下職場的日子有
的是三、四年，有的
已經是十
多年了，
與他們談
及退休的
生活，發
現差不多
個個都有
一個共通
點，就是
從職場跳到退休階段，
他 們 都 經 過「 迷 茫
期」。 

「迷茫期」不是在
退休初期出現，他們
告訴我，當退休時已
打算做一些從前因工作
忙碌而未能抽身去做的
事，如去一個較遠程
的旅行、上一些跟工

作無關但很有興趣的
課、探訪久未見面的
親戚朋友等等。如是
者生活依然很充實，
但隨著日子的過去，
他們擁有愈來愈大量從
前 沒 法 得 到 的「 時
間」，反過來卻不知如
何好？！這段日子我
稱之為退休人士「迷茫
期」，「迷茫期」終結，

則視乎他們有沒有充夠
資訊，幫助他們何時
找到新生活的秩序，
調節管理自己生命的方
法，編造一個適合自
己的時間表。

要順利及成功踏
上人生新的軌跡，他
們告知我一個很重要的
事，就是必須掌握與

自己階段適切相關的資
訊。他們坦言自己是
踏入長者之齡，尤為
著重健康生活，所以
他們渴求長者健康飲
食、保健之道、運動
及自我照顧等資訊，
同時由於失去固定收
入，投資理財的知識
及技巧有機會減輕他們
經濟壓力，當然心理

上輔導有
助他們順
利進入老
齡期。

作為
《 松 柏 之
聲 》總編
輯，聽到
他們真實

的分享，再次深深感
到這份免費長者報紙對
大家是如此重要，願
意大家繼續把《松柏之
聲》分享開去，把一眾
專業人士的熱心、愛
心和專業資訊傳遞給更
多有需要人士，助他
們同樣有個豐盛的黃金
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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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中風突然來，毫無徵兆，右肢乏力，
行動困難。」向來健康的陳
寶珠說：「中風後出院，我

常常在家哭，感到無助難
受。」行動未完全如常之
際，仍要如常般打理家務，
丈夫又未能幫忙，寶珠因

而倍感情
緒低落，
像活在黑
暗無明天
的 人 生
中。

「 中
風可說是
火 山 爆
發，突然
而 來 之
外，更令
我爆發出

抑鬱症來。」在旁人看來，
寶珠可說是禍不單行。「因
為此次已是第二次中風了，
故我特別憂心；若再爆發，
我可能會變成癱瘓，需長期
睡床，沒有人可照顧我的。
兒子工作又忙，我不能影響
他的工作。」回憶當日留院
期間，兒子頻撲往醫院探望
她的情景，已令寶珠痛心非
常。

對一些人來說，在此
雙重不幸事件下，可能會一
蹶不振而終，但在此危機
下，竟為她帶來人生「轉機」
的時刻。「精神科醫生勸我
說，若我有不快樂的時候，

一定要放下，勿讓它纏擾，
應出外散心，否則病情會更
壞。」自覺婚後，一直以
家、工作及街市等三地為生
活中心，寶珠感到生活圈子
狹窄，亦未能跳出不快樂的
枷鎖，此時備受中風之苦的
她頓然堅強起來地對自己
說：「我要愛人，先要愛己，
我要努力勤做康復運動，凡
事學會放下。」在她心中，
兒子是她要盡責照顧的對
象，好讓他安心工作。

「我亦要感恩中風，因
為我可以參加為中風病人而
設的小組。」寶珠說：「因
為小組教我有不開心時，不

要積在心，還要體諒家人。
若不能改變丈夫，便要改變
自己，才可有正面的思維；
若要中風遠離我，我要開
朗、心態好、身體好，自
會沒有病痛。」

在兒子的鼓勵下，寶
珠已將中風繪出一幅「快樂
的圖畫」來。她今天不是探
訪長者，就是去老人中心教
編織或唱歌娛樂老人，空閒
時更與朋友編織頸巾送有需
要的人。「中風後勿有負面
思想，要愛錫自己，身體才
會好、才可幫人！」看她現
在行動無礙，未知是否是行
善積德所致？•	從中風中活出助人能量的寶珠。

短評短評
◆ 徐永德

人物掃描人物掃描
◆ 陳 怡
卸危為機的寶珠

《有你同行》第三齡國際資訊網

立
法
規
定
子
女
探
望

年
老
父
母
的
爭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