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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上流   共創明Teen
——專訪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陳麗珠

期望學員在個人發展
訂立正向思維方面進步

“你們最大的‘寶’就是你們的友師。你們能夠學到多少，在

於你們發問多少。”陳國基曾經在出席活動時對學員說過，“你們

的父母可能工作繁忙，未必有太多時間和你們討論未來、讀書、

工作和香港需要甚麼，我希望你們多向友師發問，學習更多。”

陳國基的話，引入了這個計劃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一個組

成部分：友師。

在該計劃中，每位學員都會獲得一名友師“一對一”的幫扶，

而這些友師須至少21歲，且要安排學員切實看到香港職場現狀，

學習職場工作技能。

談及計劃成效時，陳麗珠期望“不少於七成的學員會認為自

己在參加計劃後在個人發展、訂立正向思維方面取得進步＂。她

相信該計劃可以幫助香港改善“跨代貧窮”問題，推動基層青年

向上流動。她說：“當他們看到世界上有更多可能性，看到真正有

機會改變的時候，他們亦會投入100%的精力，去改變自己。”

陳麗珠告訴記者，“這些基層家庭父母的教育水平或許不算

高，又經常忙於生計，令子女參加課外活動或其他社會體驗活動

的機會相對較少，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最初與學員見面的時候，

發現他們的溝通技巧，或者社交能力，都比較弱，自信心亦較低，

未必會主動和他人接觸，有時更會顯得害羞和沉默寡言。”

但是通過與友師的交往，以及參加過不同的團體活動和訓

練後，學員都成長不少，不但增強自信心，亦會主動發問，“有學

員出席活動時甚至會主動向司長（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索取名

片，說會寫電郵給他分享生活點滴，可見學員改變不少。”

最後，陳麗珠談及計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時，提到會為完成第

一期計劃的學員成立“校友會”，希望延續他們的發展成果和社

交網絡，更期望他們未來可成為計劃下的友師，扶持師弟、師妹，

貫徹薪火相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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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扶貧”檔案

●香港“扶貧”已有多年，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前身為於1971年4月1日設立的公共

援助計劃，於1993年更改為現時的計劃，是香

港社會福利中的一項入息補助。作為經濟上

無辦法自給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會福利安全

網，由香港社會福利署負責統籌。截至2015

年4月，申領綜援個案有250436宗，受助人數

有376990人。香港政府在2010/2011年度的綜

援總開支為184.8億港元。

●此外，香港政府還於2012年成立了扶

貧委員會，一直協助政府收集各界意見、凝聚

共識，在推動扶貧工作上出謀獻策，積極參與

制訂及推動扶助弱勢社群措施，涵蓋範疇廣

泛，惠及多個有需要的群組。委員會及其轄下

的專責小組亦不遺餘力持續推動關愛基金和

社會創新的工作。

●新一屆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於2022

年上任後，《施政報告》中宣布重組扶貧委員

會，研究和識別其他精準扶貧的目標群組。政

府亦推出“共創明Teen計劃”，以來自弱勢社

群尤其是居於劏房的中一至中三學生為對象，

期望推動參與計劃的學員開闊眼界、加強自

信、建立正向人生觀、為自己未來定下目標、

力爭上游。

●截止2023年10月，這一計劃實行一年

有餘，已幫助了2800餘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於9月30日表示，政府考慮增加下年度共創明

Teen計劃名額，並會成立校友會為現有學員繼

續舉辦活動。

掃碼看視頻掃碼閱讀原文

3554-封面專題-無窮之路(18-27).indd   233554-封面專題-無窮之路(18-27).indd   23 2023/10/13   下午 01:49:142023/10/13   下午 01:4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