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区 (包括天水围 )地区层面扶贫工作的进度报告  

 

 

扶贫委员会第 8/2005 及 9/2005 号文件指出元朗区 (包括天水围 )的主要挑战  

 

从入息、失业率及年龄组别比率等指标反映区内的主要挑战  

 

I)  失业问题及缺乏原动力  

 

z 二零零三年元朗区的失业率为 12.3%，居全港 18 区的首位。  

 

z 二零零三年元朗区的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数为 12,500 元，位列全港 18 区的

第三低。  

 

z 区内的商业活动及就业机会有限，而来往元朗与市区的交通费用相对高

昂，可能会减低居民的工作意欲。  

 

 

II) 出现跨代贫穷的机会  

 

z 元朗区的人口比较年青，二零零四年 24 岁或以下的青少年占元朗区人口

的 34%。当中不少来自低收入及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 )的家庭。  

 

 

地区层面的工作  

 

I) 促进就业、建立互助网络及鼓励自力更生  

 

跨界别合作的措施  

 

z 元朗区促进和谐自强计划  

— 于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二月期间举行 14 个巡回展览，宣传

社会和谐及自力更生的信息，并提供就业辅导资料和招聘会。  

 

— 元朗商会及劳工处共提供 1,883 个职位空缺，超过 9,500 位市民到场参

观。  

 

— 上述计划由元朗民政事务处与 17 家非政府机构、社会福利署、劳工

处、元朗区议会及元朗商会合办。  

 



— 出版全新的综合就业服务资料小册子，并已派发 13,000 份。  

 

z 天水围邻里互助计划  

— 藉家访、同乐日、讲座及分享会，建立邻里互助网络。  

 

— 逾 4,900 人参与推动该项活动，760 个家庭接受探访 (包括 79 位独居长

者 )。  

 

— 上述计划由元朗民政事务处与 10 家非政府机构、45 个互助委员会及 7

间学校合办。  

 

 

(b) 其它措施  

 

z 新设劳工处就业中心及职位空缺搜寻终端机  

— 新设的就业中心期望可于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在元朗区投入服务。  

 

— 职位空缺搜寻终端机会增设 2 台，令总数增至 6 台。  

 

z 招聘会  

— 劳工处于二零零五年首次在较偏远地区举行招聘会。迄今已有 3 个招

聘会在元朗区举行，合共提供超过 4,500 个职位空缺，吸引 4,000 人到

场。  

 

z 就业辅导  

— 深入就业援助计划  

¾  已举办 14 个计划。  

¾ 超过 1,400 位综援受助人或准综援受助人受惠。  

 

z 促进本土旅游业及本土经济  

¾  举办特色旅行团，招待 300 人免费到元朗区观光，以收推广之效。 

¾  印制 15 万份元朗区旅游信息小册子。  

¾  加强网站的内容，藉以推广元朗区的旅游业。  

¾  利用电台及杂志等媒体推广元朗区的旅游业。  

¾  提供折扣优惠及派发纪念品，以鼓励市民到元朗区消费。  

 

z 再培训课程  

— 开办多个职业再培训课程，包括家务助理、起居照顾员、保安／物业

管理、新来港定居人士求职锦囊、部分时间制计算机及语文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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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6 个培训机构在元朗区 9 个培训中心开办 60 个再培训班，共有 4,293

人接受培训。  

 

z 幼儿服务  

— 课余托管计划  

¾  新设 2 个中心，令总数增至 12 个。  

¾  全费减免名额增加 35 个，令总数增至 87.5 个 (二零零五年四月至

二零零六年三月 )。  

 

— 幼儿中心  —  非政府机构新设立 1 个有 100 个名额的幼儿中心，另外

将有 1 个可提供 14 个名额的互助幼儿中心于二零零六年年中开办。  

 

— 出版全新的元朗区课余托管服务计划及幼儿中心设施综合资料单张，

并已派发 15,000 份。  

 

˙  为青少年而设的「亦师亦友」计划  

— 邀请知名人士及商界专才出席讲座，与青少年分享人生经验及举办参

观活动。  

 

— 已举行 5 场讲座及 5 项参观活动。  

 

— 超过 1,600 位青少年受惠。  

 

— 由元朗民政事务处、香港旭日扶轮社、元朗区校长会及九广铁路有限

公司合办。  

 

z 社区投资共享基金  

— 共有 11 项获基金专为元朗区居民而设的计划。  

 

— 共有 4,770 人受惠。  

 

 

II) 减低出现跨代贫穷的机会  

 

(a) 跨界别合作的措施  

 

z 开放校园设施作社区用途  

－  于二零零六年二月在赛马会毅智书院新辟一个阅览室，供区内居民阅

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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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别合作：扶贫委员会秘书处联系，学校借出校园设施，教育统筹

局拨款 (约 180 万元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外借图书。  

 

z 善用资源辟建社区设施  

－  把天恒一层使用率低的停车场改建成 1 个儿童及青年综合服务中

心、 2 个活动室及 1 个临时康乐场地。  

 

－  元朗民政事务处与社会福利署及房屋署合力筹办。  

 

－  改建工程期望可于二零零六年年底前完成。  

 

z 利用校园提供社区建设活动场地  

－  为天水围北区提供更多康乐及社区建设活动，经联络天水围北区的学

校后，康乐文化事务署及元朗民政事务处分别得到四间学校在部分时

段借出场地以举办康体训练活动（如篮球训练班、乒乓球训练班及武

术训练班），以及九间学校借用场地供举办社区建设活动。  

 

(b) 其它措施  

 

z 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  

－  为有需要的家庭在健康、教育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适当协调。  

 

－  先导计划已于二零零六年一月在天水围推出，直至二零零六年六月结

束，然后由生署评估计划的成效。  

 

z 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  

－  教育统筹局合共拨款 7,500 万元，资助推行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

其中 1,200 万元拨予元朗区。  

 

－  参与学校有 35 间，计划项目有 34 个。  

 

－  受惠学生约有 10,000 人。  

 

z 家长教育  

－  元朗区家长教师会联会  

¾  于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为家长及学生举办活动。  

¾  合共举办 6 项活动，包括家长教育讲座、中学参观活动及亲子活

动。  

¾  受惠家庭超过 4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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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家长教育计划  

¾  元朗区的校本家长教育计划是全港 18 区最先推出的计划，旨在加

强家长教育。  

¾  参加学校有 13 间。  

¾  受惠家庭有 393 个。  

 

－  为元朗区综援单亲家庭提供的综合家庭服务计划 (包括家长教育 )  

¾  共有 2 项新计划由非政府机构及社会福利署举办。  

¾  受惠家庭超过 150 个。  

 

z 为待业待学青少年而设的发展计划  

－  展翅计划及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  

¾  展翅计划专为 15 至 19 岁的离校生提供就业培训，而青少年见习

就业计划则为 15 至 24 岁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工

作技能、工作经验及资历。  

¾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为止，元朗区共有 1,205 位青少年接受展

翅计划的培训。  

¾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为止，元朗区共有 2,300 位青少年接受青

少年见习就业计划的培训。  

 

－  职业培训计划  

¾  职业训练局为元朗及屯门的待业待学青少年推出职业培训计划。  

¾  合共推出 2 个新计划，受惠青少年有 78 人。  

 

－  个人才能发展计划  

¾  共有 5 个新计划由非政府机构举办，受惠青少年有 421 人。  

 

－  专为“隐闭＂青少年而设的计划  

¾  由非政府机构推出全新的外展计划，为“隐闭＂青少年提供个人

辅导服务。  

¾  现正处理区内 19 个“隐闭＂青少年个案。  

 

 

 

工作进展的整体统计  

 

I)  促进就业、建立互助网络及鼓励自力更生  

 

z 提供职位空缺  －  6,38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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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再培训／就业辅导的受惠人数  －  5,693 人。  

 

z 提供促进就业 (例如就业服务、使用幼儿服务 )的资料  －  已派发 28,000 份

资料单张。  

 

z 鼓励自力更生及关怀互爱计划／项目的受惠人数  －  20,770 人。  

 

 

II)   减低出现跨代贫穷的机会  

 

z 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的受惠学生  －  10,000 人。  

 

z 家长教育的受惠家庭  －  943 个。  

 

z 待业待学／隐闭青少年专设计划的受惠人数  －  4,023 人。  

 

 

观察所得要点  

 

z 以地区为本进行扶贫工作，有助找出个别地区值得关注的事项，让部门／

机构藉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个人的跨界别合作，按照现行政

策架构及运用地区资源，调校处理值得关注的事项。  

 

z 中央层面协助处理政策层面的工作 (例如社会企业、交通津贴 )及调拨资源。

以赛马会毅智书院为例，该校最近设立的阅览室，正是扶贫委员会及教育

统筹局提供协助的成果。  

 

 

 

 

委员会秘书处  

（由元朗民政事务处、元朗区福利办事处、教统局、劳工处提供资料 )  

二零零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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