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下稱：基金會）於 1984 年成立，並在

2001 年與當時另一職能相近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

會”合併，成為現今澳門特區政府一個以實現社會公益

為目的綜合性公共基金。2024 年，基金會迎來成立四十

週年，在這期間，基金會經歷多次功能變化和角色轉換，

始終堅守服務社會的初心，配合政府施政方針，與社會

各界合力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砥礪前行四十

載，基金會工作碩果累累，筆者將從不同領域社會賢達

及學者的視角，探尋澳門基金會與蓮花寶地共成長、伴

同行的故事。

鼓勵社服項目創新求變

過去四十年來，基金會通過發放資助或合作等方式，

開展不同領域的社會性公益活動，達至政府與民間社會

澳門基金會四十周年系列報導（三）：

務實惠民資源到位
項目規劃與時俱進

澳門論壇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受訪者提供

基金會每年與社團合作開展多項惠民項目，包括與澳門聾人協會合

作開展“聽·語·愛關懷計劃”以及與鏡湖慈善會開展“護腦行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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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互補、通力協作，共同提升居民福祉，推動澳門社會不斷進

步，讓公共資源精準地投放到符合社會需求的項目上，增進澳

門的發展動力、活力和競爭力，項目涵蓋社區關懷、敬老扶幼、

幫扶弱勢各類服務。

基金會由 2011 年起，與 20 多個基層社團合作向弱勢社群

致送節日福包；2013 年與澳門聾人協會合作開展“聽·語·愛關

懷計劃”，免費為幼兒進行聽力及語言篩查，並透過“聽覺輔具

支援服務”，減輕聽障人士使用聽覺輔具所帶來的經濟負擔；

2014 年與街坊總會合作推出“樂在晚霞─獨居長者服務計劃”，

提升長者對生死教育的認識，為獨居長者提供適切支援，在更

全面關顧的社區環境下安享晚年；2019 年與澳門明愛合作啟動

“澳門基金會明愛上落出行服務”，透過樓梯機協助居於唐樓或

無法自行上落樓梯的長者或嚴重殘障人士外出就醫，同時增加

他們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此外，澳基會自 2015 年起開展“澳

門社區工作者陝西體驗式研修計劃”，組織本地社會服務界到

陝西學習研修，提高社區工作的綜合能力，為推動澳門社服工

作開創新思路。

與基金會合作多年的澳門聾人協會總幹事劉雪雯說：“澳

門基金會不僅是資源提供者，在開展早期療育服務的路上，基

金會與我們並肩同行，鼓勵我們在服務上敢於創新。”澳門聾人協會總幹事劉雪雯。

基金會每年與社團合作開展多項惠民項目，包括與澳門聾人協會合

作開展“聽·語·愛關懷計劃”以及與鏡湖慈善會開展“護腦行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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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話

◇記者：2013 年基金會與澳門聾人

協會合作開展“聽·語·愛關懷計劃”，項目

多年來促進幼兒聽力及語言發展的早療

工作，如何逐步推動公眾重視聽力、語言

和溝通障礙的服務？

◆劉雪雯：“聽·語·愛關懷計劃”第一

階段推出時，我們已篩查出逾百宗個案，

一方面反映社會有不少隱藏個案，另一方

面我們思考如何給予家長信心面對，理解

早期介入治療的黃金時機，我們希望以個

案為本，與家長同行，直到第二及第三階

段，開始有個案主動接觸我們，亦有幼稚

園聯繫我們關注服務內容，因此，踏入第

四階段時，篩查對象已覆蓋至幼稚園幼

兒，結合各項成果，社會漸漸認識和接納

早期療育。2015 年起，澳門正式設立新生

兒聽力篩查，每名新生兒可免費接受篩查

評估，我們十分欣喜早期療育相關服務獲

得政府關注和重視。

◇記者：“聽·語·愛關懷計劃”推動完

善本澳聽語早療和輔具支援措施，澳門聾

人協會如何透過科技手段，提升評估工具

的標準化和認受性？

◆劉雪雯：語言受到地區及文化的影

響，篩查時若使用其他地區的工具，未必

能完全反映本澳兒童之語言狀況，故本計

劃開展了澳門本地標準化語言篩查工具

的編製工作，也助力了機構在語言評量工

具的科研發展。2016 年，我們推出澳門首

套標準化語言篩查工具———《澳門粵語學

前語言篩查測驗》，此工具適用於兩歲至

三歲五個月大的幼兒，可由語言治療師、

語言訓練教師及幼兒服務經驗的社工進

行操作，經篩查後的懷疑個案可轉介作詳

細評估。此工具推出之時，鄰近地區的學

者亦提出可考慮以此為基礎，再重新修訂

為符合當地適用版本的工具。

◇記者：基金會多次組織本澳慈善團

體代表參與“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

會”(下稱“慈展會”)觀摩學習，這對促進

本澳公益事業可持續發展有何正面作用？

◆劉雪雯：“慈展會”是十分具規模的展覽，在成果展示、資源對

接、文化傳播等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我們作為參展團體可說是大開

眼界，不同參展單位互相交流社服方面最新資訊和發展動態外，亦有

內地媒體報導訪問，發揮了各地區慈善事業的交流橋樑作用，內地同

業對澳門聽語服務十分感興趣，我們也能見識到內地社服單位如何在

科技應用上拓展嶄新服務模式，為我們工作注入創新思維與動力。

◇記者：基金會經常鼓勵社團朝向專業化發展，讓惠民項目不斷

澳門論壇

“聽·語·愛關懷計劃”助力團體研發澳門首套標準化
語言篩查工具——《澳門粵語學前語言篩查測驗》。

“聽·語·愛關懷計劃”有助社服人員累積早療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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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達至國際水平，讓本澳居民能獲得高品質的醫

療服務。

本澳非公立醫療機構中，由鏡湖醫院慈善會運作

的鏡湖醫院承擔了本地逾半的醫療服務，2006 年基

金會參與資助興建“霍英東專科醫療大樓”，每年資助

院方配置高端醫療設備，包括建立放射治療中心、腦

卒中病房及重症醫學病房等，購置多項放射治療和心

血管診療設備、智能康復設備及水中訓練系統等，本

澳居民能以低於鄰近地區的價錢在本地接受優質醫

療服務，提升疾病預防和治療的成效。2012 年，基金

會與鏡湖醫院慈善會合作開展《澳門地區缺血性腦卒

中高危人群抽樣篩查》臨床研究，填補澳門相關醫療

研究領域的空白，2014 年，基金會推出第一期“護腦

行動”，進一步深化和延續篩查研究成果，針對腦卒中

的高危因素加以干預治療，資助有需要的病人進行治

療，減輕病人治療的經濟負擔，亦透過社區活動普及

大眾對腦血管疾病的認知，保持腦中風的防治意識，

現已拓展至第三階段。第一及第二期“護腦行動”共篩

查約 1700 位高危人士，並為檢驗出腦血管疾病的患

者提供及時、高質量的診療。

“每年我院購置醫療設備都向澳門基金會作詳盡

介紹，務求令更多市民受益。我所認識的基金會，回歸

後在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工作做得十分出

創新與進步，澳門聾人協會在服務創新和專業化方

面如何適應社會發展，與時俱進？

◆劉雪雯：“聽·語·愛關懷計劃”走訪了本澳不

同機構團體及學校等，在眾多個案跟進經驗中，我

們建立了人員培訓機制，此計劃讓社服人員從零走

到創新，從嘗試與累積中發揮潛能和成長，我們秉

持的原則是創設平台空間造就人才專業成長，讓社

會服務得以傳承。社會服務的價值不可量化，我認

為，“聽·語·愛關懷計劃”的經驗讓我們機構邁向專

業化，包括從篩查流程上的優化、工作標準化，以及

探尋其他地區的服務如何適切應用在澳門等，我們

團隊常常都記得基金會領導的勉勵：" 幫得一個家

庭得一個家庭，功德無量。"

助力醫療服務與時俱進

健康是澳門居民重要福祉，基金會多年來支持

澳門的非公立醫療機構、醫護團體、學術單位等開

展醫學知識社區普及、培訓、論壇、研究、醫學雜誌

出版、購置先進醫療設備，並先後支持鏡湖醫院及

科大醫院增設大型先進醫療設備，持續推進本地醫
鏡湖醫院院長吳培娟

澳門聾人協會代表參與“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

E-mail：amyk3388@sina.com 澳門月刊 2024 年第 9期 / 總第 332期 27



澳門論壇

色。”澳門鏡湖醫院院長吳培娟如此說道。

對 話

◇記者：1990 年代鏡湖醫院已有意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基金會

的資助如何舒緩患者就醫困難？

◆吳培娟：當時不少癌症患者需要到香港或內地接受電療，療程

長達一個月，每星期連續五天，每次治療數分鐘，患者舟車勞頓之餘，

家人亦要放下澳門的事務陪伴前往，鏡湖慈善會認為正是時機，向基

金會提出申請設立放射治療中心。醫療設

備方面，澳基會對院方的幫助很大，例如

早期購入的高場強磁共振機、複合式單光

子電腦斷層掃描機，以至近十年購入的

PET/CT(正電子及電腦雙融掃描機)，癌症

病人可得到及時和適切的治療，提升了存

活率和生命質量。

◇記者：基金會參與資助興建的“霍

英東專科醫療大樓”於 2009年落成啟用，

為居民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大樓配備高

科技醫療設備及舒適就醫環境，院方當時

如何推進此一重大項目？

◆吳培娟：籌建專科醫療大樓前，鏡

湖醫院尚未設立專科，2002 年中山大學附

屬第二醫院院長張旭明來澳擔任鏡湖醫

院院長，開始陸續籌備設立專科，安排本

澳醫生到北京、上海等地三甲級醫院培

訓，當時在國家衛計委的支持下，內地專

業醫生來澳帶教授課、助診，鏡湖醫院逐

步設立眼科、老人科、心臟科及內分泌科

等。考慮到部分科系的患者治療後需要逗

留在院內的時間較長，故專科醫療大樓在

候診環境設計上盡量柔和舒適，營造放鬆

的氛圍。專科的發展需要有先進醫療設備

2014年“護腦行動”簽約儀式暨新聞發佈會。

澳門基金會資助鏡湖醫院引入奧地利Tyromotion
上肢康復機械人治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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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方可及時和精確地救治患者，基金會在醫療設

備購置上提供很大支持，亦促進了院方重症監護醫療

系統（ICU、CCU 及 NICU）以及眼科飛秒無刀手術等

專科項目，體現了特區政府對居民生活的關顧和重

視，致力令更多居民得到健康保障。

◇記者：護腦行動由 2014 年啟動至今，如何提升

居民對相關疾病防治意識，以及為經濟困難的患者提

供全面幫助？

◆吳培娟：腦卒中(腦中風)對患者以至整個家庭

帶來極大影響，2014 年鏡湖醫院開展的“護腦行動”在

基金會的支持下，幫助超過 470 名尚未發病的患者及

時排查出罹患腦血管疾病及腦腫瘤。項目至今已踏入

第三期，昔日居民對於輕微症狀(手腳麻痺、嘴角歪斜

等)不以為然，現在大眾相關意識提升，會主動提出檢

查。在黃金 60 分鐘內，透過核磁共振及時進行檢查，

有需要的病人可獲資助進行治療，以減輕其治療的經

濟負擔。我們團隊亦走進社區，介紹如何預防三高（血

壓、血糖、血脂），提升廣大居民對腦血管疾病的認知

水平及重視，降低腦卒中的風險。鏡湖醫院的腦卒中

病房團隊，由急診、神經外科、康復科及五官科等組成，

陪伴患者走過康復之路，我最深刻的是腦卒中患者完

成治療，終於能走路步出醫院回家時，家人滿臉感動的

情景。

◇記者：老齡化社會令醫護服務面對一定挑戰，鏡

湖醫院如何善用智能科技強化治療質量？

◆吳培娟：2015 年起，鏡湖醫院已陸續加強老人

科領域的醫護培訓及外展工作，讓醫療服務更適切高

齡病患的需要。近年成立的外展隊，為經濟困難的病患

提供上門診療服務，如更換尿管、胃管，並指導家屬如

何為插喉的病人進行在家護理等，還有到長者院舍提

供協助。 在基金會的支持下，康復科近年引進多套先

進的智能化康復設備，如奧地利 Tyromotion 上肢康復

機械人及瑞士 Erigo Pro 下肢康復機械人等，其中

Tyromotion 康復機械人採用電腦化治療模式，患者可

透過虛擬實境遊戲治療系統，進行趣味性的上肢功能

訓練，對於柏金遜症患者的治療效果顯著。國際上智能

康復設備不斷推陳出新，康復機械人的引入，使得治療

過程更加精準、數據化、智能化，亦令患者能得到精準

和優質的現代康復治療。

“護腦行動”提升廣大居民對腦血管疾病的認知水平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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