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歲會計：仍想返工，仲有好多嘢未做！
打工70載 養生秘訣：熱愛工作

根據
特區政府

數據，本港財政儲備自2019年最高峰
時的1.1萬多億元持續下跌，預計將連

續三個財政年度錄得千億赤字。去年財政預算案預
測，到2025年3月底政府財政儲備將只剩餘約6800
億元，下跌至2011/12財政年度的水平，即幾年間香
港已經花去了近一半儲備。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將
發表，如何解決財赤引發各界關注。

「解決財赤已不能停留在討論階段，必須立刻
採取措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解決財赤必
須以開源為主，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及人才，提升香
港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 義昊

「疫情後所有國家的經濟復甦都遇到了
不同程度的阻礙，因此財赤並非只是特區政
府所面臨的問題。」 在梁美芬看來，香港面
臨的困境並非個別例子，然而，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貿易中心，解決這一問題時必須確
保平穩，避免對市民及投資者造成極大影
響。顯然一些國家通過增加稅收緩解國庫緊
張的方式並不適用於香港，因為低稅率及簡
單稅制亦是 「一國兩制」 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區政府應結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
心的定位思考解決方案。

建議增加港投公司投資額
梁美芬表示，當前本地經濟和地產正處

於低迷周期，特區政府必須正視香港商業地
產的系統性與結構性風險，建議借鑒內地與
國際經驗，成立香港特殊資產管理公司

（AMC），作為香港商業地產的最終增信方
或收購方。 「AMC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協
助香港企業和商業地產項目，應對迫在眉睫
的流動性和債券到期挑戰，穩定市場預期，
令到地產及金融系統可以恢復正常投融資功
能，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香港北部都會
區、河套合作區等大型發展項目都需要工商
界投資，設立AMC協助企業融通資金，有助
企業更積極投入香港發展，增強發展動
能。」

梁美芬亦呼籲特區政府增加投資額，截
至去年10月，特區政府全資持有的香港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的資金規模為620億港元，而新
加坡政府全資持有的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
司去年3月的資金規模為3890億新加坡元
（2.3萬億港元）。她形容特區政府目前仍然
有些 「縛手縛腳」 ，應當更為進取，其中發

債便是有效手段之一。她同時建議特區政府
邀請國際頂級金融機構負責人、分析師等考
察香港實際情況推銷香港，相信對於吸引外
資將發揮重要作用。而金融界來港考察，還
可以帶動酒店、餐飲等行業增加營業額，對
全港的經濟復甦都大有好處。

打造世界級企業重組中心
梁美芬還建議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級企

業重組中心。她說，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制
度、法律人才和素養，法治優勢與建設成績
亦有目共睹。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以中英雙
語為法定語文的普通法地區，又是全國唯一
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國際投資、融資和商
貿等範疇的法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接軌。相
信建設世界級企業重組中心，香港將大有可
為。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李慕之

北都融資 倡設特殊資產管理公司
梁美芬建議吸引國際資金人才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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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據檢視長者乘車優惠
開源節

流最近是公
眾非常關注

的議題，長者乘車優惠成為焦點
之一。近年特區政府在長者乘車
優惠支出大幅增加，主要是香港
人口老化加劇導致，加上降低了
受惠年齡至60歲。受惠基數大，支
出自然增加。

有輿論將長者乘車優惠支出
增加，歸咎於個別人士 「長車短
搭」 。這情況到底有多嚴重？必
須有足夠數據才能作出這個指
控。

乘車優惠支出大幅增加，除
了因為受惠人數大幅增加外，還
有一個必須正視的就是通貨膨脹

因素。長者2元乘車優惠於2012年6
月推出，先是惠及65歲以上長者，
2元乘車優惠12年來從沒有調整。
2012年至2024年的年通脹率平均維
持在2.46%左右。2012年的2元，至
今已持續被通脹蠶食少於2元價
值。然而，政府對每程車費津貼，
卻是不斷隨着車費增加。以北角至
蘇屋過海隧巴112線收費為例，2012
年全程收費9.3元，今年1月全程收費
已調整至12.2元。當年政府給巴士
公司每程補貼7.3元，今年已升至
10.2元，升幅達39.7%。

處理長者乘車優惠，需以數
據服眾，按通脹適當調高2元收
費，是其中一個值得考慮的方
向。

透視鏡
蔡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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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千億財赤的沉重壓力，社會
各界紛紛提出開源節流建議，長者2
元乘車優惠計劃應否調整是其中一個

討論焦點。對此，梁美芬表示，相關安排已實施
10多年，認為當局應根據通脹或其他因素作出調
整，如根據通脹調整優惠金額，並每年進行檢
討。她還認為，目前安排備受爭議是因為存在有
市民濫用情況，因此有關部門應嚴打濫用，或限
制每日使用次數、時段，可搭乘路線範圍等。

倡引入智能化辦公 精簡架構
至於公務員是否應當減薪，梁美芬認為，相

對於薪酬調整，特區政府更應想辦法提升行政效
率，建議引入智能化辦公，取代一部分公務員崗
位以精簡架構，從而減少支出。

資助大學學費今年起連續三年提高，身為教
育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梁美芬表示，特區政府制訂
財政紀律時，大學學費的收入應佔整體教育支出
18%，現時只佔13%，特區政府循序漸進增加
5%至9%的幅度是合理做法。特區政府亦應追討
相關貸款，過往有學生就業後不償還貸款，亦有
學生虛報自己無業，特區政府長期未能討回貸
款，會造成巨大赤字。她表示每年增幅為2000元
至3000元，相信大部分家庭可以負擔，但認為要
向學生和大學管理層解釋，因為相關人士未必清
楚教育政策。

▲梁美芬表示，解決財赤必須以開源為主，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及人才，
提升香港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
道：近日有多個團體趁着農曆新年
前往政府總部請願，就2025-26年
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不同建議。公屋
聯會提出五項建議，包括延長輪候
公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放寬資助
出售房屋業主樓換樓，以及進一步
提升資助出售房屋單位面積等，認
為政府應盡量避免削減基層市民的
經濟扶助措施。

放寬資助出售屋業主樓換樓
公屋聯會建議延長 「現金津貼

試行計劃」 。他們表示，截至去年9
月底，雖然一般公屋申請者平均輪
候時間下降至5.5年，但輪候公屋的
時間仍然處於較高
水平，故建議應繼
續延長試行計劃，
紓緩基層市民的經
濟負擔。

他們亦建議放
寬資助出售房屋業
主樓換樓，認為可
充實年長業主的退
休經濟、激活居二
市場的流轉、有助

於政府增加印花稅的收益。他們認
為政府及房委會可先在綠置居項目
中，進一步增加較大單位面積的數
目及比例，吸引綠表住戶申購，以
加快公屋單位的流轉。同時，亦可
因應未來有更多大單位的供應下，
研究引入更多按揭貸款的產品，協
助市民成功置業。

舊屋邨推深度遊產品
他們又認為公共屋邨也可以配

合 「無處不旅遊」 概念，指舊有公
共屋邨可吸引本地市民及訪港遊客
參觀，例如彩虹邨等，政府可考慮
結合舊屋邨及傳統文化的特點，整
合及推出更多深度遊的旅遊產品。

公屋聯會提五建議
倡延長輪候現金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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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年，又要返工了，有些打工仔
難免會有 「年初四咁嘅樣」 。但香港卻

有一位敬業樂業的老前輩，105歲高齡仍
在工作，直到去年末才退休，她叫龐敬嫻，人稱龐姑
娘。同事們對她的印象，總是第一個上班，又是最後一
個走。勞碌大半生，甚至侄子至今也只有幾回成功邀請
她去旅遊。一問到還想不想上班，龐姑娘眼裏立刻泛
光， 「想啊！仲有好多嘢未做。」 香港人那種不怕辛苦
的 「獅子山精神」 ，在她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龐姑娘本是一家地產商的員工，68年前機緣巧合
下，認識了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之後便隨他到了美
心集團從事會計工作。開荒牛不容易，由美心第一間餐
廳開業起，她就當餐廳 「管數」 。當時剛起步的美心仍
未建立寫字樓，龐姑娘的工作枱就設於餐廳廚房背後的
一個小倉庫內。科技不發達，計算工作要由人手打算
盤，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每天上午九點上班，一直幹
到凌晨三點，要到四點才到家。 「因為當時並不是那麼
多人讀過書，不會算數的員工總會在夜晚下班後來找我
教他們計錢。」

美心開荒牛 日日加班不言倦
「她總是第一個上班，然後最後一個走。」 曾與她

一起共事的莫先生對龐姑娘的刻苦耐勞尤為印象深刻，
「80年代末時，老闆知道她總是熬夜加班，就跟會計部

的同事說，誰能讓龐姑娘晚上七點準時下班，就獎勵
5000元，結果至今都沒有人拿到獎金。」 亦有同事表
示，龐姑娘雖年紀大，但工作指示卻非常清晰，要求也
很高，但卻一點也不苛刻，她的工作態度也讓人很自然
地就會尊敬她。

也許是忙碌慣了，龐姑娘並沒有太多心思享樂，對
工作的熱情更是年勝一年。龐姑娘沒有結婚，一直與弟
弟同住，所以與兩個侄兒的關係非常密切。 「一早就叫
她退休了，但她不聽。莫說退休，連放兩天假都不
肯。」 她的侄子阿熙指，有時候想跟她去旅行，但才出
門幾天，她就惦記着工作，總覺得自己離開太
久了，沒幾天就想回港工作了。至今也只去過
幾個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即便是疫
情期間，她亦不畏懼， 「戴個口罩，她又照返
工了。」

「她受的教育不多，很多東西都是自己
學回來的。但她一直堅持，一方面睇住頭家，
一方面工作，很值得敬佩。」 由於舊時代教育
並不普及，好學的龐姑娘自小就讀俗稱 「卜卜

齋」 的私塾，因此總喜歡言談間就嘮叨幾句古文。 「恩
塑表於人間，鼓春回於碗底。」 她看旁人聽不懂，便解
釋， 「意思即是你的恩德施於人間，要記錄起來，讓後
代的人能夠以此為鑒，鼓勵恩德。」

工作中找樂趣 敬業樂業典範
除了喜歡念叨古文，年輕時的龐姑娘還喜歡穿旗

袍。另一侄子阿達回憶小時候，姑姐閒時在中午12點飲
完茶，下午就到花布街買布。 「有個上海師傅會上門，
因為龐姑娘很忙，所以師傅就上門度身，大概一個月來
一次。」 阿達又認為，姑姐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 「即
便是我父親去世時，她很傷心，但也沒有大哭大叫，處
之泰然地幫忙處理身後事，印象很深刻。」

「我支持她返工，因為她的同事很照顧她，她自己
本身也喜歡工作，這樣比較開心。」 阿達認為，龐姑娘
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是敬業樂業的典範。那龐姑娘本人
還想不想返工？ 「想啊！仲有好多嘢未做！」 一說到返
工，她的雙眼就放光，這種神氣並非一般的百年老人能
綻放的。

但由於身體原因，去年年末龐姑娘還是選擇離開崗
位，退休了。反觀她的大半生，她從美心只是一間小餐
館，一路貢獻到如今成為全港連鎖大集團，在她身上反
映的，正正是老一輩的老香港，不怕辛苦的 「獅子山精
神」 。在他們以生命作燃料，不斷燃燒貢獻下，才有了
今日的香港，這種美德在龐姑娘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龐敬嫻服務美心70載，一直難忘工
作期間的點點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