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光少年
千言萬語大抵也說不盡民生福利的訴求和願景，更何況，

福利政策執行起來在在需財，資源需求浩瀚不菲。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Chris）主理的兩大政策範疇，「含

金量」十足，單是福利項目開支每年已達1,100億港元，

佔去政府經常性開支約兩成。他說，「資源越多，代表對

局長的工作要求也越高。」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時，孫

玉菡除了睡覺就是工作，「腦袋總在上班」。

這一天，孫玉菡接受馬會刊物《駿步人生》封面訪問，主

持人是曾任職政府的前同事、現任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

監譚志源，兩人的話題固然涵蓋「重量級」的勞福政策，

同時觸及生活中不能避免的「輕」。

孫玉菡認為，「『勞』是好的，勞即是活動自如，還是生

龍活虎、還是健康的。」他每天早上六時起床，上班前一

定抽空在寓所附近散步半小時，「這是我唯一可以分配出

來的時間，但效果不錯，人會精神很多。」他天天堅持，

即使下雨也會設法完成。

「我都可以好 鬼 馬 」
一天辛勞工作後，孫玉菡晚上

回家，與 13 歲女兒和 11 歲兒

子 天 南 地 北， 談 談 情、 搞 搞

笑，是他的減壓特效藥。他說

自己從來沒有擺出父親架子，

「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我已經

把他們當作朋友，我永遠都會

問他們想要甚麼。」兩名子女

性格各異，他會聆聽，之後放手讓小孩做決定；每晚睡

前則盡可能與孩子傾偈，內容圍繞歷史、文化相關的事

物，並以有趣生動，甚至搞笑的形式演繹，「我都可以好

鬼馬的。」

現今孩子比較早熟，譚志源笑問假如Chris的兒子有對象

想「追女仔」，他會怎麼反應？「其實是好事！他（因此）

會整理儀容、爭取表現自己，這是成熟的表現。」孫玉菡

笑言不反對兒子追求心儀的女性，但方法要兒子自行探

索，他教不了。

不少家長會讓子女留學出去看世界，Chris也同意到內地

或海外升學是一種試煉，「當你離開舒適區來到一個天天

都要考慮怎樣生活的地方，便有機會反躬自省。」不過，

他的孩子「都很愛香港」，他會把選擇權交給他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每天早上

六時起床，到寓所附近散步半小時

後，開始一天的日程。局長自言是

一個「阿勞」，「除了睡覺就是工作」；

從日到夜，腦袋都在思考一個字 ─ 

主理老弱的福祉，這個「福」字，筆

劃很多。孫玉菡說，領袖要有承擔，

敢開創格局，團結社會向前走。他

說，基層少年應該擴濶社交圈子，

增加上游機會；老年呢，不可怕，

關鍵是有規劃、有準備。

阿勞帶著阿福，從日到夜，由朝陽

初升到晚霞滿天，少年走到白頭，

航向名為「日與夜同樣生活繽紛」的

彼岸。來，了解勞福局局長如何身

體力行勞福這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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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玉菡學生時代已經是四眼仔一名。

圖	 1 	由孫玉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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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玉菡表示，輕輕扶一把，學生的人生

很可能得以改寫。政府已宣布，「共創明

『Teen』計劃」推出第二期，學員名額由

2,800 名增加至 4,000 名，並擴展至涵蓋來

自弱勢社群家庭的中四學生等。局長說：

「第一期是成功的，社會上例如馬會很支

持。」不過，「錢是其次，最重要出人。」

Te
en

       「勞」是好的，
      勞即是活動自如，
            還是生龍活虎、
      還是健康的。

籲基層少年擴 社 交 圈 子
孫玉菡的教子方程式，套用在制定基層兒童福利政策

方面又如何？問他，基層家庭的少年人怎樣可以逆轉

跨代貧窮？他認為視野和眼界同樣重要：「他們需要的

是一個更好的社交生活，擴闊個人社交圈子、提供上

流機會，讓他們對未來生活產生更多的期盼。」

政府 2022 年推出「共創明『Teen』計劃」，為弱勢社

群家庭的初中生配對專屬人生導師，幫助他們擴闊眼

界，建立正向的人生觀和目標。馬會積極推動青年發

展及扶貧工作，作為計劃策略夥伴副主席之一，除透

過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作出支持，過去一年亦邀請

逾900位學員和他們的友師參觀旗下設施，包括馬醫

院、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及大館等。此外，馬會共推薦

25名員工及馬會獎學金得主成為友師，與學員分享人

生經驗。

夕 陽 無限好
孫玉菡掌管包括老齡政策，對年老，自有一番看法。

「『老』本身並不可怕，它既是客觀的東西，也是概念

上的意義。」他舉例「假如昨天是59歲零364天，今天

60歲，你就立刻變成了『長者』嗎？」他意思是，心態

決定境界，年老與否，也視乎你如何看待年齡這東西，

因此社會需要推動觀念改變。不過，要老有所依，有

一件事不可不做。

根據政府統計處推算，香港 65 歲及以上人口在 2028

年將上升至 25.3%，反映安老壓力極大，而應對老

齡化挑戰，是孫玉菡任內兩大任務之一（其二是搶人

才）。關於安老，除了推出政策，同樣重要是打破成

見。「現今社會，65至80歲是young-old（青老），他

們基本上仍然健康有活力；80歲以上才算是old-old（老

老），有可能出現認知障礙等問題，需要照顧。」

剛過了52歲生日的局長說，政府希望年輕有能力的老

人繼續貢獻社會，例如再就業或擔任義工，另會投放

資源照顧「老人」及他們的照顧者需要，當中前瞻性的

規劃十分重要。

「 安 老 服務　馬會先行」
譚志源提及，豐盛耆年及長者服務是馬會五大慈

善策略範疇之一，推出計劃覆蓋早發性腦退化症

支援、樂齡科技等。孫玉菡回應指，馬會多年前

已「先行」，推動樂齡科技讓長者得以居家安老，

對此「多謝馬會」，指政府今年加碼10億港元去

推動。

賽馬會「a 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由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1億6,700萬港元，支持四

間合作夥伴攜手推行，旨在加強市民對樂齡科技

的認識和應用，進而提升長者及照顧者「居家安

老」的信心和能力，促進發展嶄新的服務及資助

模式。

大灣區安老是政府政策大方向之一。局長說，

「在香港領取綜緩只僅僅夠租住安老院舍床位，

在內地卻足夠入住附獨立廁所的雙人房」，形容

北上安老有助提升長者生活品質，但必須先解

決一些問題，包括香港福利在內地是否適用，以

及院舍選擇要多。孫玉菡過去半年到過大灣區兩

次，探討有關方案。「馬會是先行者，目前深圳

及肇慶的兩間頤養院，全靠馬會支援。」他說。

馬會早於二十多年前，因應本港護理安老院宿位

供不應求，加上政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放寬

綜援受助人離港日數限制，遂分別支持香港復康

會及伸手助人協會，在深圳及肇慶設立頤養院，

命名為「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及「香

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為希望回

內地安老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2 	 孫玉菡參與「共創明『Teen』計劃」畢業典
禮。圖左一為馬會主席利子厚。

3 	 孫玉菡與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右）
份屬舊同事，兩人暢談之前，先來喝個茶。

4 	 賽馬會「a	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
協助推動「居家安老」。

5 	 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圖	 5 	由香港復康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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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大權在握，要避免成為「冷氣軍師」，他的策略是「多

聽多講」。他深明智慧在民間，上任即花了不少時間和社

福界溝通，但真正難題卻是下一步，「手上有數十個意見，

但最後只能做一個決定。」

他表示：「香港社會現已由治及興，但國際形勢風起雲湧，

香港身處其中，要運用好自身的優勢；大家要團結一起向

前走，為了長遠發展，當中有些事，需要遷就。」

在行政立法機構的新格局下，他希望能「把握機遇追趕進

度」，推出政策為香港未來的發展鋪路，「但大前題是要有

安全的環境及穩定的社會。」

瀏覽 

訪問短片

打 工 仔
孫 玉 菡 1994 年 7 月 加 入 政 府 成 為 政 務 主 任（AO），

2002 年以 31 歲之齡，獲推薦替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

松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擔任寫手；這份引述《獅子

山下》歌詞的預算案，當年迴響很大。話當年，他說

那年他12月到任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翌年三月就要寫

成一份預算案，壓力很大，「唔夠瞓」。

他記得，第一次到辦公室拜會上司梁錦松，「見面時梁

第一時間說：『過來過來』，然後拉開抽屜，裡面放了

千百種維他命丸，說『你選一些來吃吧！』」之後，梁

叫他去看兩本書，分別是《Tipping Point》 及《Global 

Squeeze》，都是關於面對轉變如何抓緊機遇的名著。

「離開公務員　沒多大 掙 扎」
2022年7月1日他由勞工處處長轉職問責局長，擔任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他表示，離開公務員團隊，沒有多

大掙扎。「人家覺得你有能力，現屆政府又進入了新時

代，在新格局下應可發揮；既有這樣的機遇給你，就

應該好好把握，對自己如是，也可為香港做一點事。」

就任局長，身份轉變，「要做一個領袖，就要開創格

局，要訂目標，也要分優次。」他指局長主要負責對外

事務，而常任秘書長主要執行局長訂下的目標，多在

內部做工夫，兩人是雙劍合壁。「局長未必是最厲害的

人，但你一定要承擔；沒有承擔，大家不會尊重你。」

溝通十分重要，彼此互相理解難處，「大家就會慢慢形

成團隊。」

6

7

勞福局長的訪問安排在下午四時半

開始。踏入秋冬季節，這鐘點對於

拍照著實不妙。攝影師與日光競賽，

在天色尚算明亮之時先搶拍戶外相

片及影片。

秋風習習，當日天氣有點晦暗，可

是當譚孫兩舊同事、AO 師兄弟聚首

一起，隨即炒熱氣氛，像久別重逢

的兄弟，談過不休。因此到了最後，

當暮色已經四合，黑夜來襲，我們

尚有一些問題，譬如局長大學讀工

商管理，他對管理時間有何心得；他

的乒乓球技是如何練成的，都未有

機會「出土」。

天光談到天黑，局長笑說他可以再

由天黑講到天光。實情是，華燈初

上，星期二的快活谷縱使不是賽馬

日，馬場偌大的草地在四周高樓大

廈的萬家燈火映襯下，弧形跑道依

然醒目生輝；人聲取代馬蹄聲，攝影

鏡頭下兩個大男人喋喋不休，四周

空濶但不冷清。

夜未央，繽紛無限，地點不只在馬

場。送局長上車，「趕下場」。譚志源

在訪問開首，問孫玉菡：你覺得自

己勤勞嗎？「算勤力，雖不是超級勤

力。」認為幸福是「知足常樂」的局

長，的確有福。

 要做一個領袖，
      就要開創格局，
        要訂目標，
 也要分優次。

擔
承

6 	 孫玉菡透露每周打一次乒乓球，並由合作
良久的教練指導，怪不得球技了得。

7 	 局長勇於接受挑戰，親身上陣試玩意。

圖	 6 	 7 	由孫玉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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