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6

電子版
「耆跡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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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社區小遊戲

協助社區上的腦友寶寶（答案）
1) 19 個

2) 例如：有時會迷路、思想簡單直接（詳見 P.10）

3) 友善地提議腦友寶寶先吃完枱上的食物，再決定要不要加菜

4) 告訴寶寶現在是深夜，協助聯絡家人並建議先回家

5) 協助找出「八達通」或車票

6) 把他帶回行人路／協助他安全地橫過馬路 

7) 幫忙計算應付金額

8) 放慢語速／以「選擇題」代替「開放題」

9) 例如：有一顆樂於助人的心、能理解腦退化症人士的需要、觀察力強（詳見 P.11）

10) 電子版「耆跡社區」

謝謝大家伸出援手！

以上只是建議答案，相信大家會有更多貼心的建議。您的援手能為腦友寶寶製造許多歡

愉的記憶。這些情感記憶會更長久地存在他的腦海中！

歡迎您將這個遊戲分享給親友，讓他們也為如何協助腦退化症人士提供更多有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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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關懷卡

有無照顧者遇過類似的情

況？你如何應對？

投其所好， 

安排活動就更容易。

如果您認識腦退化症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 
立即寫下您的關心語句為他們打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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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關懷卡

POSTCARD

POS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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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教育短片

腦退化症冷知識
腦退化症「冷知識篇」短片以街頭訪問形式，了解坊間對腦退化症的

認識及受訪者的一些迷思：

您知道甚麼是腦退化症嗎？

打麻雀對腦退化症有沒有幫助？

有哪些食物可以預防腦退化症？

腦退化症人士失蹤多久，親友才可以報警？

等等……

腦退化症冷知識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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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支援系列

鄰居篇

腦友寶寶走失了

上集

下集

遠親不如近鄰！作為鄰居，只要我們多走一步，就可以成為共建腦退

化症友善社區的「同路人」。如您認識患有腦退化症的鄰居，請多加

慰問和留意，在遇到以下情況時伸出援手：

●	 	傾談時，如果他／她未能清楚表達想法，提供兩至三個可能的答

案讓他／她選擇

●	 	在街上遇到顯得茫然和不知所措的長者鄰居時，主動上前了解情

況和提供協助，盡量別讓其自行離開，因為這可能會增加走失的

風險

●	 	如不清楚鄰居的家人有否注意到其出現了腦退化症的徵狀，尋找

合適的機會提醒其家人，但要避免長者在場，以免他／她感到難

受

●	 	與長者鄰居的家人交換電話號碼，以便遇上緊急情況時，馬上聯

絡對方
感 謝 領 展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及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及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拍 攝 場 地， 並 感 謝 領
展 的 物 業 管 理 職 員 參
與拍攝。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關心愛心滿社區
 全靠您我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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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支援系列

交通篇
公共交通工具是腦退化症人士經常會使用的服務，因此無論您是交通

工具的職員或乘客，遇到以下情況時，都可以主動伸出援手：

●	 	當他們出入閘或拍卡時遇到困難，請給予耐心和協助其找出八達

通或車票

●	 	當他們嘗試求助，但無法清楚告知自己的情況或是目的地時，宜

先安撫其情緒，盡量別讓長者獨自離開，因為這可能會增加走失

的風險

●	 	當長者表現異常疲憊或漫無目的地於車站徘徊時，請上前了解他

們的情況，有需要時應尋求警方的協助

輪椅劍擊運動員
余翠怡
真人真事篇
助耆為樂幫助
腦退化症人士回家

感 謝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拍 攝 場 地， 以
及 余 翠 怡 小 姐 參 與 演
出。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有您幫忙不用愁
 長者外出樂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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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支援系列

購物篇
便利店、超級市場和雜貨店等，均是我們日常購物的地方，無論您是

職員或顧客，當見到腦退化症人士有以下情況時，請伸出援手：

●	 	當他們無法表達想購買甚麼物品時，提供兩至三個可能的答案，

以協助他們作出選擇

●	 	當他們在付款和數算零錢時出現困難，職員可以友善地協助他

們，例如：「不如我同您一齊數，好嗎？」

●	 	萬一他們在店內不斷徘徊，表現焦慮、不安或驚慌，應上前了解

他們的需要。在可行的情況下請其坐下，並嘗試聯絡其家人

●	 	職員和顧客的耐心和理解是對他們最大的幫助

關注腦退化症——
超市篇

耐心提醒說幾遍
 友善社區齊共建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感 謝 百 佳 超 級 市 場 提
供 拍 攝 場 地， 以 及 藝
人 潘 雲 峰（ 糖 兄 ） 參
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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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支援系列

銀行篇
銀行是許多長者存放財產的地方，作為銀行職員，如您發現他們的行

為有異，可多問幾句，避免他們的損失。遇到以下情況，您可以伸出

援手 :	

●	 	當長者客戶短期內重複地提取現金時，可以多問幾句

●	 	當長者客戶提款或過戶時表現驚慌失措，應嘗試了解情況

●	 	當長者客戶使用銀行服務或提款機時出現困難，可以提供適當協助

●	 	當長者言談間說話零碎，無法清楚表達意思，可以提供兩至三個選

擇

關注腦退化症——
銀行篇

長者小本金
 有您守護更安心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感 謝 中 國 銀 行（ 香
港 ） 提 供 拍 攝 場 地 及
安排職員參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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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顧客飽口福
 適時助人好滿足

食肆篇
腦退化症人士會經常光顧食肆如酒樓、快餐店等，無論是食肆職員或

是店內的顧客，都可以主動為腦退化症的顧客提供協助，適時伸出援

手：

●	 	若顧客無法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時，耐心聆聽他的需要

●	 	當顧客在點餐時遇到困難，可給予兩至三個選擇，例如：「您想

要叉燒飯還是海南雞飯？」

●	 	當顧客重複點相同餐點時，可以提醒他們

●	 	如顧客於付款或找續時遇到困難，技巧地提供協助，例如：「不

如我幫您一齊數一數，好嗎？」

關注腦退化症——
茶樓篇

耆跡支援系列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感 謝 煌 府 婚 宴 集 團 提
供拍攝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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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問一句不麻煩
 守護長者「無得彈」

物業管理篇
物業管理人員把守出入大廈的必經之路，亦往往是住戶外出時第一個

遇到的人，當腦退化症的住戶有異常的出入情況而保安員能多問一

句，就可大大減低他們走失的機會。保安員可在以下情況對有腦退化

症的住客伸出援手：

●	 	要多加留意，如該住客獨自外出，嘗試了解情況及提供協助

●	 	盡量別讓長者自行離開，這可能會增加他走失的風險

●	 	當住客表現焦慮、緊張、甚至驚慌時，應先安撫其情緒，協助他

回家或聯絡家人

關注腦退化症——
管理員篇

耆跡支援系列

立即掃描 QR Code
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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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

患有腦退化症的腦友寶寶走失了！充滿愛心的朋友，是時候出動成為

耆跡天使，協助尋回腦友寶寶！

為令更多公眾人士認識腦退化症，以及希望更多有愛心人士成為耆跡

天使，計劃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舉行「耆跡天使招募日」。當天，

腦友寶寶登上了巴士後，便「迷失」於香港、九龍及新界，幸而有大

批願意尋找走失腦退化症人士的熱心人成為耆跡天使，一同協助尋回

腦友寶寶。

巴士巡遊公眾教育活動

●	 	腦友寶寶登上了巴士，等待熱心人成為耆跡天
使。

●	 	透過魔術表演吸引公眾人士了解腦退化症的資
訊。

●	 	小朋友透過參與刮刮畫及填色活動，了解腦退症人士的特徵
和需要。

●	 	襟章製作，寓意時常將耆跡天使的使命「掛在身上」。

●	 	一起成為耆跡天使，是一項絕佳
的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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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

2018 年 4 月 14 日，腦友寶寶相約一群耆跡天使於旺角進行快閃活

動。耆跡天使製作了大型時鐘並於 4 時響起，提醒公眾每天下午 4

至 6 時是腦退化症人士最容易走失的時間。另外，他們又以拍子舞形

式，呼籲公眾關心身邊家人及朋友，留意腦退化的早期徵狀。

當天亦有派發腦退化症的傳單及紀念品，而腦友寶寶更與在場朋友進

行互動及合照，氣氛熱鬧。

一天快閃
腦友寶寶互動公眾教育活動

●	 	耆跡天使以拍子舞形式，呼籲公眾關心身邊家人及朋友。

●	 	腦友寶寶與一眾耆跡天使於旺角進行快閃活動。

●	 	耆跡天使提醒公眾──每天下午
4 至 6 時是腦退化症人士最容易
走失的時間。

●	 	小朋友與腦友寶寶互動，開心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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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天使

「# 我係耆跡天使」行動
「 只 要 有『 三 心 兩 意 』： 愛 心、 耐 心、 同 理

心、留意和誠意，人人都係耆跡天使」，計劃

推出了「# 我係耆跡天使」行動，發掘社區

中的有心人，隨時支援有需要的腦退化症人

士。

行動甫推出便得到不同界別人士及市民的支

持。大家身體力行拍照上傳到自己的社交平

台及網絡，呼籲親友加入耆跡天使的行列。

而一眾藝人及知名人士更身體力行宣傳關注

腦退化症的訊息，並透過其影響力提升社會

人士對腦退化症的關注。

感謝各位成為耆跡天使，全賴有您的關心和

援手，我們將有一個腦退化症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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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跡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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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為 分 享「 腦 動 耆 跡 」 計 劃 的 成

果， 大 會 於 9 月 11 日 在 荷 里 活

廣 場 舉 行 閉 幕 禮， 主 禮 嘉 賓 包

括：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

（長者及家庭）陳載英女士、勞

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林 正 財 醫

生、賽馬會耆智園總監郭志銳教

授、「榮譽耆跡天使」葉德嫻女

士，以及輪椅劍擊運動員、「耆跡

天使」余翠怡小姐。支持伙伴亦

派出代表一同出席典禮，為計劃

畫上圓滿句號。

賽馬會「腦動耆跡」計劃圓滿閉幕

●	 	( 左起 ) 輪椅劍擊運動員、「耆跡天使」余翠怡小姐、賽馬會耆智園總監郭
志銳教授、「榮譽耆跡天使」葉德嫻女士、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長者
及家庭）陳載英女士、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及安老事務委員
會主席林正財醫生一同主持閉幕儀式。

●	 	一眾主禮嘉賓及支持伙伴代表上台，一同參與簡單而隆重的閉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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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	 	支持伙伴新巴城巴總公眾事務主任尹慧嫻小姐	( 中 )，以及中國銀行（香港）機構業務部總經理陳文先生
( 右 )，暢談參與講座的感受及如何透過支持「腦動耆跡」計劃推動建立腦退化症友善社區。

是日，超過 30 位支持伙伴派出代表參與簡單而隆重的閉幕儀式。眾支持伙伴代表逐一把「愛心」投進貼

上社區地圖的愛心箱，象徵把愛心、耐心以及同理心投入社區，讓愛與支持常伴腦退化症人士左右，一

同共建「腦退化症友善社區」。

●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呼籲大家在生活中多
留意身邊有需要的長者，並主動提供協助。

●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先生希望大家在社區中多
走一步，持續推廣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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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回顧

●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長者及家庭）陳載英女士表示：「馬會重視長者需要，盼將香港建設成為世界衞生組
織認可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

●	 	輪椅劍擊運動員、「耆跡天使」余翠怡小姐，分享自己
真人真事的「耆跡天使」故事，協助走失的腦退化症
婆婆尋回家人。

●	 	「榮譽耆跡天使」葉德嫻女士為公眾介紹「尋耆跡」
APP，呼籲大家加入成為「耆跡天使」，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三心」和「兩意」，讓社區的關愛力量得以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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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回顧

黎耀祥先生 葉德嫻女士

榮譽耆跡天使 

計劃成果

承蒙各界支持，「腦動耆跡」取得超越預期的理想成績：

支持伙伴： 共56間

「耆跡天使」

24,255人

參與講座人數

4,067人

媒體報道

網上及社交平台	93
電視台及電台	27
報紙及雜誌	33

媒體報道：

153個

Facebook 帖子讚好人次

共：5,005人次

受惠人次

39,392人

政府機構 慈善團體 金融及	
銀行業

運輸業

公共事業 餐飲業 教育界 物業
管理業

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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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們與腦友寶寶

一起完成這趟「耆跡」之旅，

我們期待下次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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