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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的需要頭條頭條
◆ 蘇潔燕　陳鑑銘
老人權益促進會執委

疫情中
對護老者而言，照顧長者是一項

年終無休的責任和堅持；而對
在職護老者來說，時間的限制更見
明顯，在疫情期間所面對的壓力更
不斷加重。 事實上，除了時間及經
濟上的壓力外，面對醫療及長者服
務的停頓、防疫物資的搶購、長者
未能正確使用防疫工具、協調照顧
繁亂、緊急支援難尋、醫社資訊不
足、在處理情緒和壓力上求助無門
⋯⋯確實為護老者增添了很多孤單
與無力感。筆者希望分享作為護老
者的心聲，反映現時制度及服務上
的不足，以及提供改善的建議。

疫情下護老者壓力倍增

疫情期間護老者最大的焦慮與
恐懼，莫過於每天見到確診數字不
斷增加、影響範圍不斷擴展、擔心
在自己居住的大廈有確診者，乃至
購買防護用品及藥物，也擔心缺貨
和不足；買外賣或到街市又擔心被
傳染，一旦被傳染，那就沒有人
照顧長者⋯⋯越想越恐懼，也就
越焦慮，循環不息。事實上，在是
次疫情中，受感染及傷亡的長者眾
多，所以政府及市民都要着力關顧
長者；但在同一時段，更加不可忽
略是護老者個人的身體狀態和心理
健康，所以更要提醒及支持照顧者
要照顧好自己，才可繼續有力量照
顧家中的長者。

宜建立支援平台
發放緊急津貼

疫情對在職的護老者而言，影
響更甚，護老者過往在照顧長者方
面，雖然時間長及繁重，但一般經
過編排及努力，已熟習各項程序。
但在疫情期間，感受最深的是各樣
日常生活程序編排突然被打亂了；
加上不少長者服務停止運作，甚至
到醫院覆診取藥也未能如期進行，

影響不少護老者支援服務以致照顧
者壓力激增。另一方面，因長者多
留在家，護老者喘息空間減少，照
顧工作更為吃力，而與其他人或同
行者傾訴苦況的機會亦減少了，結
果不少情緒積壓在心。遇有與長者
意見不同，或言語間有衝突，情緒
反應一觸即發，破壞彼此關係之
餘，亦難以修補。面對以上種種身
體及精神健康的重大壓力，護老者
能即時得到幫助更加重要，建議馬
上建立電話支援熱線或網上互助溝
通平台，相信有助防止問題惡化，
緩減護老者的壓力。此外，僱主亦
可就在職護老者在疫情期間的緊急
需要，提供彈性工作安排，以助其
平衡工作及長者照顧，長遠可參考
英國的 《僱傭權利法》（Employment 
Right Act 1996），以立法形式保障
在職護老者。

經濟方面，不少護老者為了照
顧家中體弱長者，不惜放棄部份或
整份工作，以致減少，甚至無收
入。但現時補貼護老者生活開支的

「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
試驗計劃」（下稱「護老者津貼」），
其申請限制相當多，而成功申請者
每月亦只可獲發放約 2,400 元津
貼，可以說現時香港的「護老者津
貼」只是象徵式表達對護老者們付
出的肯定和尊重，所以建議有豐富
經濟儲備的香港特區政府盡快提供
高額「護老者津貼」以支援有需要
的護老者，以肯定他們的付出。面
對疫情，政府可考慮特事特辦，在
抗疫期間為長者及護老者盡快提供
緊急經濟支援，發放護老者防疫及
照顧津貼，有助增加照顧資源及減
輕護老者的照顧負擔，從而長者亦
可以繼續享受護老者的關顧。

增強外傭防疫意識

另外，若家中有聘用外傭協助
照顧長者，疫情期間就要多關顧及
提醒家傭的起居及放假時的社交衞

生情況，以防交差感染。其實社署
可考慮在現有的「外傭護老培訓先
導計劃」中，加插外傭面對疫情的
處理技巧與知識，而協作機構的衞
生署也應拍攝培訓短片，在疫情尚
未平定期間盡快推出，當中內容更
可包括如何運用手機溝通或儲存照
顧資料，方便外傭查閱及重溫，減
輕在職護老者的龐大壓力。也建議
社署或服務機構成立專為護老者而
設的資訊平台，當中可邀請護老者
參與，以用家角度，分享照顧經驗
或有用資訊，而工作員可協助聯繫
或統籌各方面資訊以便護老者查閱
和使用。

護老者服務發展政策
屬起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本年
三月進行《護老者服務發展策略
行動方案》的諮詢，這只是起步
點，距離有具體的政策及服務上
的轉變，仍有待跟進。因此，
護老者需要團結起來，為長者及
護老者的權益向政府及有關當局
反映意見，爭取全面改善護老政
策及服務，當中包括政府及社會
整體確認護老者對家人及社會的
貢獻，確立其角色和發出身份證
明，並將護老者列為照護系統的
一部分，相信這是對護老者的基
本尊重及實際支持。

總結而言，無論在疫情期
間及往後，護老者都會面對照
顧的壓力，故必須保障護老者
獲取資訊、訓練、服務及緊急
經濟支援的權利。另外，更長
遠實質有效的措施包括︰增加
長期護老者津貼。最後再提醒
要關注護老者自身的健康與生活
質素，特別是雙老及年邁護老
者，營造護老者友善的環境，
達到關己護人，愛心有力，繼
續前行！

◆巧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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