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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免稅額擴大 各界促做好配套
代表委員：爭取恢復一周多行及擴展一簽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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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希望
未來能出台更
便利的赴港簽
注措施，例如
逐步恢復 「一
周多行」 。

現屆政府上任兩周年，推出多項
新政改善民生，推動深化大灣

區融合發展。房屋政策是政府施政重
中之重，簡約公屋由提出至今兩年
內，已有首批單位接受申請，有輪候
公屋多年的劏房戶表示，簡約公屋

為她帶來希望。有車主表示，去年實施的港車北
上，令兩地更加融合，港人北上不論是探
親、經商或旅遊都更便捷。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人物故事

長者學苑獲額外注資 供15000人學習

長者學樂器剪片 燃亮我的銀髮歲月

劏房蚊叮蟲咬 婦盼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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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曉昇藉着 「港車北上」 政策，到一些從
未到過的地方，了解國家的發展。

開自己的車北上 探親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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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急市民所急 香港越來越好
市民：簡約公屋改善生活 港車北上加強兩地融合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踏入老年，不
少長者都擔憂與社會脫節而選擇閉門深鎖。行政長
官去年在施政報告宣布，向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額外注資8000萬元，支持計劃持續發展，鼓勵長
者終身學習和投入社區。長者學苑計劃在今年度內
提供約15000個學習名額，有長者表示，以往自己
只懂在廚房煮飯，透過長者學苑課程學會中樂器，
並參與大大小小的演出，獲得成就感， 「感覺燃亮
了我的銀髮歲月！」

73歲的王玉玲參與長者學苑的課程已有10
年，主要學習柳琴和剪紙。她是家庭主婦，照顧兒
女與孫子，大半生在廚房度過。一次偶然機會，她
接觸到長者學苑計劃，看到樂器課程種類豐富，因
為覺得古箏看來特別優美，想報名學習，但自己五
音不全，學起來實在困難，最後在導師鼓勵下，選
擇了柳琴。長者從零開始學習，並不容易，簡單的
樂譜，她怎麼看都看不懂，只能用數手指的方法將
琴譜記下來， 「彈了一段時間，好像沒什麼進步，

也有想過放棄。」 但找回一些簡單樂譜彈一下，音
符確實好聽，又讓玉玲有了繼續下去的動力。

大半生在廚房 主婦走上舞台
一次學苑活動，長者與小學生組成中樂團演

出，玉玲擔任柳琴手，但遇上困難， 「老人家的手
始終沒有小朋友的靈活，他們學得快。」 但一眾小
朋友很照顧玉玲，一起討論、學習後，最終完成表
演，讓她終生難忘， 「其實不同年齡的人，生活經
驗和價值觀不同，容易產生代溝，但通過學習和活
動，互相了解，消除很多誤解和偏見，這是我在長
者學苑對長幼共融最深的體會。」 學苑又時常安排
到老人院、社區中心演出，玉玲拿着柳琴，踏上了
中環大會堂、屯門大會堂等的舞台表演，收穫成就
感， 「沒想到這個年齡，還能活得多姿多彩，簡直
是燃亮了我的銀髮歲月！」

73歲的李玉英在長者學苑修讀資訊科技相關課
程，過去一年，上課逾200小時，從最簡單的學習

上網看視頻、聽音樂，到進階的拍攝、剪片、後期
製作等，由昔日的電腦白痴，變成今天的電腦達
人， 「還記得第一次製作關於太極扇的視頻，連我
孫子都驚嘆，這居然是奶奶做出來的！」 玉英一邊
說，一邊向記者展示作品，視頻畫面添加了標題和
字幕，比不少年輕人還厲害， 「剛完成時候可興奮
了，一天看十幾二十遍都看不膩！」

玉英在學苑除了學習，還發揮所長，組成一支
太極義工小隊，她完成義工領袖課程，帶着義工到
處表演。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實體課取消，她將太
極扇招式拍攝製作視頻，分享到網上，讓更多長者
在家能強身健體。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國棟表示，希望長者學
苑計劃讓長者擴大社交圈子，同時服務社區，實踐
老有所為概念。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陳美
潔表示，計劃今年踏入第17年，全港現有超過200
間長者學苑，未來希望與更多合作機構、辦學團體
及非政府機構合作。

▲中央擴大內地旅客免稅額有助帶旺消費，旅遊業和零售業界等紛紛叫
好。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前夕，中央宣布
再向香港送大禮，由7月1日起，內地
居民旅客行李物品免稅額度增至人民
幣12000元，連同口岸進境免稅店商
品上限，合共人民幣15000元。有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表
示，相信有關措施對本港的零售、旅
遊業是直接利好，也有望間接帶動其
他服務業，香港要積極做好配套，提
升形象和競爭力。下一步，他們將爭
取逐步恢復 「一周多行」 以及將 「一
簽多行」 擴大到更多大灣區內地城
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昨日
表示，本次免稅額以倍數級上升是很
難得，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各界的關
心和支持。她會繼續與不同界別溝

通，留意措施落實情況。她希望未來
能出台更加便利的赴港簽注措施，逐
步恢復 「一周多行」 ，以及將 「一簽
多行」 擴大到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

料推出更多售價約12000元產品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陳文洲認為，

本次提高免稅額，有利於提升旅客在
香港的購物消費額，對零售業、旅遊
業是直接利好，也有望間接帶動眾多
服務業。香港要積極做好旅遊配套、
提升服務質素，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
和旅遊城市競爭力，提升遊客的消費
體驗。他指出，有關提議是由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全
國兩會上提出，國家有關部門加快辦
理、落實的。這體現我國人大、政協
制度的優越性，以及港區人大、政協

委員們認真履職，發揮作用。
多位業界代表亦歡迎提高購物免

稅額，表示會用好措施。香港零售管
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在一個電台節目
表示，免稅額度增幅已是很大進步，
如果旅客每月都來香港旅遊，累計數
額可達12萬元。她說，本港零售業界
很靈活，預計會推出更多售價與
12000元額度相若的產品。她相信新
措施有助藥物、化妝品及電子產品等
的銷售，業界會觀察新安排下的情
況。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形容，
業界對新措施是喜出望外，是中央給
香港的一件大禮物。他認為有空間繼
續爭取進一步提高免稅額度，但現在
應先做好配套措施。他也會繼續爭取
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市。

年逾60的何女士住在油麻地新填地街一個劏
房，房間面積不足百方呎，放下一張床和櫃，基本
就沒有空間了。家徒四壁，沒有一點多餘的雜物，
最亮眼的，就是用繩子穿起、掛在床頭的幾條裙
子， 「我愛打扮，這幾條裙子我很喜歡。」 房間沒
有空調，炎炎夏日，她要開兩部風扇，窗戶打開通
風，室內才稍微涼快一點，但記者稍微坐了一會，
腿上就全是蚊子咬的包。單位內有四戶人家一起
住，廁所是共用的，沒有熱水器。洗澡要自己燒水
來兌涼水，夏天尚可，但冬天寒冷時，才燒開第二
壺水，剛到洗澡盆裏的水就涼了。

何女士過去與丈夫靠着自己打拚，租住私樓單
位，但丈夫離世後，她不幸腿上長了腫瘤，手術後
行走不便，沒辦法工作賺錢。七年前，她無奈搬進
劏房，居住環境轉差，看到潮濕又悶熱的房間，加
上一年四季不曾歇息的蚊叮蟲咬，她常慨嘆， 「香
港怎麼會有這種地方呢？」 但也只能習慣。

四年前，她在社工幫助下，申請輪候公屋，但
公屋供不應求，她未曾收過任何上樓通知，住得舒
適一點的願望，看似遙遙無期。 「每次有房屋相關
的新聞我都會看，但每次都會感到很奇怪，為什麼
每次新聞都說將會建多少千多少萬個單位，我卻好
像怎麼也輪不到呢？」

近兩年，政府除了大力推進過渡性房屋，並推

出簡約公屋，上周開始接受申請，社區連日來舉辦
簡約公屋介紹會，並安排居民實地參觀樣板單位。
何女士參與聽過簡約公屋的介紹，非常欣喜，最讓
她感到高興的，是能夠一邊輪候傳統公屋，一邊住
在簡約公屋，公屋輪候時間不受影響。

「住在牛頭角比較方便看醫生，在元朗就空氣
好…」 剛遞交了簡約公屋申請，何女士就憧憬着未
來改善生活環境， 「那些房子很乾淨，又明亮，誰
不喜歡呢？」 跟記者說話時眉開眼笑，她認為，這
次有4000多個簡約公屋單位，數量不少，加上自己
輪候已久，相信有機會抽中， 「這次真的有盼頭
了！回歸以來，香港越來越好，政府急民所急，還
有中央支持。我們見到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一座
座陸續興建，不是空話。」

「港車北上」 政策自去年七月落地實施
以來，已有逾6萬輛香港單牌私家車完成申
請，持有有效許可證經港珠澳大橋出行。施
曉昇是眾多北上港車的其中一員，去年7月，
措施剛出台，他就立刻申請了，至今已經使
用一年。 「剛申請成功的時候特別雀躍，一
個月要開車北上好幾次，開着自己的車北
上，體驗很神奇。」 本來就喜歡到處探索的
他，立刻就到江門市開平參觀碉樓。

港車北上，雖然道路方向與司機座駕位
置不同，但實際開起來並沒有太大分別，他
很快便適應了。閒時只要有空，施曉昇就喜
歡駕車北上，從港珠澳大橋到內地城市探
索，去一些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或是一些
歷史景點、博物館等去看看，了解國家的歷
史發展。

母親的家鄉在台山，農曆新年時，他駕
車帶着母親回鄉探親，車上裝滿了糖果禮
品，回到老家村子裏送給鄉親父老，熱熱鬧
鬧。 「以往到台山，要先到羅湖坐大巴，車
程差不多要三四個小時。而且手拿的禮品數
量有限，過時過節，禮物常常不夠分，中國
人嘛，回鄉總想帶點東西，衣錦還鄉。」 現
在，他駕車經港珠澳大橋然後直上高速公
路，一小時左右就到了。

不單止探親遊玩，施曉昇在工作上有與
內地合作的項目，港車北上讓他更便利地到
達灣區內的其他城市， 「身邊也有不少車主
朋友，以往是不怎麼到內地的，但有港車北
上後，便愛到內地尋幽探秘，現在經常開車
到珠海玩樂。」 他認為，無論是港車北上、
或是高鐵最近開通的香港直達京滬卧鋪列
車，跨境交通更便捷，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本地方面，他認為政府設立三隧分流及
易通行後，出行方便許多， 「以往上下班高
峰期時，紅隧及大老山隧道經常塞車，曾經
塞車近一小時，現在基本不會出現這種問題
了，這些都是惠民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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