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啦A夢」 巡
迴特展首站正式登陸
香港，在尖沙咀的付

款展區已經爆滿，而
在大嶼山昂坪市集及昂坪360纜車，都能發現相
關動漫角色擺設，早前維港上空的多啦A夢無人
機匯演，吸引不少本地人及遊客前往觀看，反應
熱烈。

「多啦A夢」 熱潮只是香港多姿多彩的盛事
之一，數目之多，難以保證所有活動都收到相同
效果，部分項目招來的反應參差。近日一些大型
戶外裝置，出現 「水土不服」 情況，事後檢討，
帶給不少啟示。要 「盛事」 引起市民及遊客關注
及參與， 「盛事」 的主題必須是公眾熟悉及受歡
迎的事物，對於本地傳統文化的忌諱，更加要審
慎注意。

事實證明，有好的主題及點子，還需要妥善
的安排去落實，才會事半功倍。中央將會送贈一
對大熊貓來港，國寶熊貓吸引力比起機械貓只有
過之而無不及，焦點集中在海洋公園熊貓展館的
同時，眼光需要放在全港甚至全世界，讓 「熊貓
經濟」 走出海洋公園，招徠環球商機。

內地養老成趨勢
長者津貼應過河

為領生果金 被迫與妻分開返港坐監

為了要取得生果金，我要回港坐生果金監，
晚年與老伴分隔兩地！」 現年70歲的羅先

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沒想到勞碌了大半
生，為社會作出貢獻，繳交了數十年薪俸稅，以
為會獲得安老福利，沒想到申請社會福利署廣東
計劃下的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這個香港長
者應享有的福利、惠民的政策，卻被 「不得離港

超過90日」 的規定難倒，他為達到相關規定，迫
不得已與妻子分隔，回港獨自居住。

立法會議員及學者均認為，未來港人在大灣
區養老將成為趨勢，當局可考慮 「錢跟人走」 、
可以 「過河」 的政策，讓符合資格的長者取得應
有的津貼，毋須長途跋涉回港居住去迎合相關申
請資格。

3內地養老津貼透視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圖、視頻） 許棹傑（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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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先生表示自60歲在港退休
後，便與妻子搬往廣東省惠州居
住。過去十年間，他指兩夫婦喜歡
何時在惠州住就在惠州住，何時在
香港住就在香港住，覺得如此退休
生活甚是寫意及快樂。但意想不到
羅先生今年達到70歲，滿心歡喜以
為終於可以申領政府發放的生果
金，但為要申領該筆每月1620元的
津貼竟令到夫婦 「分離」 。

按社會福利署網頁資料，在
2023至2024年度，社署的開支預
算總額為1122億元，當中758億元
為經濟援助金，佔開支總額近七
成，243億元為提供予非政府機構
的經常資助金，62億元為福利服
務的其他費用，其餘59億元為部
門開支。年滿70歲便可以免資產
審查申領生果金，惟當中卻有一條

件：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須連續居港
最少一年（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
90天，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一年
的規定），即是申請人不能離港超
過90天，羅先生始料未及，感到
無奈及苦惱。

穿梭兩地勞累 心力交瘁
「為了滿足這條件，我只好被

迫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香港居住，俗
稱在香港坐生果金監。」 羅先生進
一步解釋，為領津貼回港居住，惟
太太已習慣及喜歡在惠州的生活，
並在上址交上一群要好的朋友，
「太太是不願意陪我在香港坐生果

金監。」 結果，兩夫婦只能分隔兩
地生活。羅先生指出，他與妻子分
隔兩地，不能像以前一樣互相關懷
及照顧對方，而他為解相思之苦，

有時為了探望妻
子及與惠州的好
友相聚，只好選
擇即日來回香港
及惠州。

羅 先 生 坦
言，已退休一段
時間，儲蓄有限，因而在交通費上
希望盡量能節省開支，來回香港及
惠州是用較經濟的公共交通工具，
即日往返兩地時間相當緊迫，旅途
的勞累更是令他心力交瘁。羅先生
指香港已回歸內地，同屬一國領
土，希望特區政府能體恤他們這班
年過70、曾經貢獻香港數十載，
晚年在內地養老的長者，作出酌情
安排，即使申請前一年在內地生活
超過90日，都可申請領取生果
金。

現年65歲
的余先生也是

土生土長的香港永久居民，在港接
受教育，早年亦在港工作，他從
2000年開始，決定往內地大灣區居
住， 「不知不覺已經24年光陰，在
大灣區裏結交了好多朋友，也習慣
了內地生活。」 他坦言，在其居住
的地區，不少退休的港人朋友反
映，申請相關津貼遇上困難，尤其
在申請手續方面，令不少長者造成
不便。他直言，還記得當年推出生
果金是向為香港付出的長者致敬，

不用審查資產，亦無門檻要求，只
要年滿70歲，並擁有香港永久居民
資格便可領取，惟 「不得離港超過
90日」 的規定卻令不少長者感為
難。

津貼金額在內地「十分好用」
「我不明白為何要設置門檻，

苦了我們在大灣區內退休長者，再
者門檻是申請前的一年，不得離港
超過90日，居住內地、澳門和海外
國家視為離港計算，特區政府不是
一直鼓勵老人家去大灣區內地城市

退休養老嗎？為何政策不一致？政
策應該盡量方便大灣區的退休港人
才對。」

余先生表示，現時生果金及長
者生活津貼每月分別為1620元及
4195元，相關費用在內地養老 「十
分好用」 ，他又指內地生活指數較
香港低，長者運用有關津貼可在內
地安享晚年，部分擁有公屋戶籍的
長者可交出單位給有需要的人士入
住，而政府亦不需負擔長者在港生
活的費用，例如公院醫療及乘車津
貼，是雙贏的方案。

「可以將90日期
限再放寬，在原有政

策下，配合長者北上定居的趨勢來優
化。」 聖方濟各大學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
莊明蓮教授（圖）接受《大公報》訪問表
示，由於社會福利資源有限，政府
部門需善用資源而設下規限，希
望能真正用於港人身上，而相關
規限由以前的56日，去年已放寬
延長至現時的90日，證明部門已
有酌情處理， 「但一年有365日，
90日（寬限期）並非一個長的時間。」 她
又指，社署制定相關規定時，當時並非太
多人往內地定居，所以原本對象並非定居
在內地良久的香港長者，到了今時今日情
況轉變頗大，希望特區政府全面檢討如何
協助已定居內地的長者在內地安享晚年。

為港貢獻良多 應享福利
莊明蓮坦言香港生活指數及環境限

制，為長者在港安享晚年增加難度，內地

居住環境較寬敞，生活指數較低，而長者
領取本港的社會津貼在內地生活較為 「見
使」 ，政府希望透過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
支援香港長者在內地安老，可以鼓勵港人
在計劃下北上定居。她觀察到越來越多在

港貢獻大半生的港人，年屆退休之
齡，約50、60歲便移居內地，與親
友團聚， 「這班人都應該享有香港
的福利。」 她指出，特區政府應就
有關情況作適當修訂，或設定相關

居港最低時限的規定（例如最少居港
十年），即使申請人在申請前一年未能連
續在港居住，亦希望能酌情處理，在釐定
相關申請人的其他資格後給予津貼。

政府便利長者在內地安享晚年，莊明
蓮認為香港回歸祖國27年，相關的津貼如
生果金的申請，不應只限於廣東及福建計
劃可申請，相關津貼可擴至其他省市，
「長者對香港作出不少貢獻，生果金是敬
老的津貼，不只是受薪人士，即使是家庭
主婦的貢獻亦不應被忽視。」

「有這麼多個案
反映跨境安老的趨勢

盛行，是時候檢視相關的法例法規。」 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李世榮（圖）直
言，過往也曾接獲不少類似個案，並向相
關部門反映，希望最終達至 「錢跟人
走」 ，有關津貼可以 「過河」 ，
「希望可以再放寬，先實行部分
建議。」 他指出，對於一些在港
已無居所的港人長者可作酌情處
理，率先讓他們在內地又不需來港
的情況下，毋須要符合 「不得離港超
過90日」 的規定，亦能領取相關津貼。他
又指，將來相關情況會日漸增加，疫情後
恢復通關，內地與香港往來極之頻繁，
「特區政府是時候想一想。」

院舍券不設離港限制
李世榮又提到以往港人回內地養老趨

勢未形成，但在疫情期間，不少長者返回
內地居住，時勢已有變化，因而他認為有
關條例應該要與時並進。此外，他又指當
局的相關政策應統一，例如社署的 「長者
院舍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計劃」 便是採

用 「錢跟人走」 的原則，為有需要的長
者提供一個額外選擇，而相關長者
亦可選擇到深圳的院舍， 「院舍券
無此要求，為何生果金及長者生活
津貼便有這些要求，所以要檢視是

否需要審時度勢，需要更新。」
申請手續方面，李世榮希望特區政府

與內地可加強合作，優化措施，他指非政
府機構（NGO）可協助收集申請人的資
料，便利在內地居住的港人， 「但大前提
需撤銷離港的限制，並可以在內地找到合
適的機構承辦。」 他認為在優化措施下，
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的人士能提供幫
助。

長者：退休政策欠一致
門檻過高

學者：推出多年 應因時制宜調整
全面檢討

議員：在港已無居所長者 應獲酌情
靈活變通

▲社署在屋邨張貼單張介紹多項長者福
利，包括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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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警方於本月10至
11日展開代號 「煙河」 行動，憑翻查全港閉路電視片
段成功瓦解一個本地財務中介詐騙集團，並以 「串謀
詐騙」 罪拘捕7人，包括集團主腦及骨幹成員，涉款約
971萬元。

警方在今年6月中旬接獲報案，在2月至5月期間
收到訛稱各大銀行職員的來電推銷低息貸款，受害人
在表示感興趣後隨即收到涉案中介公司職員來電，聲
稱收到銀行轉介，假中介人再以保證金、資產審查、
需還清受害人舊有債務、提高信貸評級等不同藉口要
求預先大額付款，無法承擔該款項的受害人更被慫慂
借上借，甚至抵押物業。

7人落網 涉款近千萬
騙徒以虛假借貸合約進一步騙取受害人信心，向

他們收取現金或指使他們轉賬至傀儡戶口，當受害人
發現被騙時，騙徒已人去樓空。警方至今共接獲13名
受害人報案，涉款約971萬元，最高損失達190萬元。

警方經翻查全港閉路電視片段及情報分析，迅速
鎖定該團夥7成員身份及藏身地點。灣仔警區刑事部成
功在全港拘捕上述7人，年齡介乎26至72歲，部分人
有黑社會背景，其中兩人仍被扣查。

天眼破假財務中介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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