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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李家超展示將於今日發表的《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及《行政長官
2023年施政報告政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免返港求醫勞頓 幫補就地治病診費 可用於安老院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今天
上午11時在立法會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李家超昨日在出席行
政會議前見傳媒時表示，「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拚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添幸福』。我會繼續以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
須』、『四點希望』和『青年興，則香港興』作為施政藍圖，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至於施政報告的封面沿用綠色，李家超表示，綠色代表希望、生命
力以及和諧，「我希望用綠色來象徵香港由治及興，邁向欣欣向榮的
景象，而且沿用綠色亦代表香港的活力一年又一年地延續。」
根據日程表，李家超今天的行程非常緊密，除了早上宣讀施政報告
外，還要出席下午的記者會以及晚上的電視論壇節目解答有關施政報
告的內容。

製作措施篇章 方便市民參考
李家超表示，近日看到很多關於施政報告的報道，知道大家很關
心，亦很想了解施政報告的內容。他在施政報告內公布了很多政策措
施，亦製作了一本政策措施篇章。這份政策措施篇章羅列政府大大小
小政策方面的一些內容，方便市民參考。
他又指，為了準備這份施政報告，他用了約三個月舉辦了40多場諮詢

會，亦走進社區與市民直接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又從不同渠道，包
括電郵和社交媒體，收到很多意見，總共收到8,700多份意見。他感謝每
一位提供意見的市民，因為可以幫助他制訂政策的重點和優次。
過往政府總部的演講廳主席台後的電子屏幕是一幅以平視角度，由
九龍望向港島的維港景色，昨日則換上一幅從高空拍攝、能看到維港
兩岸甚至遠及新界景色的照片。對此，李家超主動表示，很多人看到
維港就會想起香港，所以這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維多利亞港
亦展示香港人的努力不懈，多年來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
而且照片亦連結香港、九龍和新界三個地方，代表我們團結一致，一
起建立更美好的香港。」

註：施政報告文本及相關刊物會於行政長官完成發言

後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

特首今天日程安排

今年70歲的港人鄭先生，在廣州番禺定居
20多年，2016年曾試過心臟病病發，被

送往省人民醫院接受手術，在心血管裏安裝3
個支架：「手術連治療花費十幾萬（人民
幣），當時救命，幾多錢都要畀，無辦法！
如果可以返香港醫，政府有補貼，慳返好
多。」大病救命要緊，也顧不了費用高低，
他希望即使生小病也能在內地享用價廉的醫
療服務，故贊成醫療券擴充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兩千元都好有用，起碼夠年年驗身，
睇吓小病。」

鼓勵長者內地養老 節省港社會資源
除了醫療服務，他亦希望其他在港的社會
福利也擴大至廣東省，「醫療福利是每個香
港人的福利，如果老人家一病就回香港醫
治，起不到減少社會資源的作用。如果能將
福利，如老人院買位服務也轉移到廣東省，

能鼓勵更多長者回內地養老，也大大節省香
港的社會資源。」
66歲的李先生長期在內地經商，1994年在廣
州番禺祈福新邨置業定居。他日前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支持將醫療券擴至大灣區內地三甲醫
院也適用：「以前使用醫療券只能回香港，或
者去深圳港大醫院，山長水遠很不方便。我們
這裏很多退休香港人定居，如果在番禺就能使
用醫療券，真的可以節約不少醫療費。」

先於灣區內適用 再擴至內地各省市
他身邊也有不少北上養老的朋友長途跋涉
回港覆診，「有個朋友患慢性病，只能經常
回香港覆診，政府既然鼓勵港人回內地退
休，節約社會成本，就應該把應有醫療福利
轉移到大灣區，以免我們一生病就要回香港
看醫生，既令定居內地港人很辛苦，亦不能
緩解香港公共醫療壓力。」他希望將長者醫

療券擴大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是第一步，日後
港人到內地任何省市看病，亦享有香港醫療
福利。
73歲的周先生20多年前在廣州南沙購房，以

便定期返內地度假，後來疫情爆發未能免檢疫
返港，索性就定居南沙。他表示在內地退休有
很多好處，空氣很好，夜晚很寧靜，居住環境
和香港比更是「天同地比」。他還在房子前空
地上種植木瓜、龍眼、芒果，過着愜意的田園
生活，「唔使全程自己種，清潔、綠化工人會
主動代為打理，有收成就分給他們，自己根本
吃不了。他們也將自己種的蔬菜送給我，這裏
的人都好有人情味。」
內地退休好處多，但周先生最擔心的就是醫

療服務：「雖然我現在沒病沒痛，但難保將來
不生病，一病只能回香港。如果能在廣東省享
用香港醫療福利，肯定方便得多。醫療券能在
大灣區用是很好的嘗試，一步步來。」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李家超：香港由治及興邁向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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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今日出

爐，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有意

將長者醫療券擴大至大灣區

內地三甲醫院亦適用，便利居住廣東省的港人。香港文匯報追訪

多名在內地退休的港人，他們均表示北上養老好處多多，惟醫療

服務是最大後顧之憂，更有人在內地期間心臟病發送院「通波

仔」，醫療費十幾萬元人民幣，「如果返香港醫慳好多錢，但情

況危急無得揀。」有人認為，若醫療券適用於廣東省，小病痛也

無須舟車勞頓返港求醫。「兩千元（醫療券）都好有用，起碼夠

年年驗身，睇吓小病。」北上退休是大勢所趨，他們希望除了醫

療福利，下一步將老人院宿位補貼進一步擴展到內地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1:00
赴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

15:30
舉行施政報告記者會

19:00
出席施政報告電視論壇

醫療券倡擴內地
解北上養老煩憂

◆在內地，現時僅港大深圳醫院接受香港醫療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有消息指，施政
報告將推出鼓勵生育措施，只要新生嬰兒的父
母任何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該家庭即可獲派
2萬元。有市民認為，相關措施對生育率有一
定促進作用，資助父母購買嬰兒用品等。但與
妻子合共月入逾十萬元的李先生，兩人結婚逾
5年，又已置業，卻遲遲未有生育意慾，他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2萬元對比養
育子女至成年所有費用，屬杯水車薪，而且相
比起「派錢」，他更看重未來的經濟前景，只

要政府搞好經濟，市民才有信心傳宗接代。

稅務優惠較派錢更實際
33歲的李先生自言是「不富裕的中產階
級」，經營一間會所，疫情期間收入有所減
少，儘管現時情況已有所好轉，但他對未來的
預期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要生小朋友，我
考慮最多的是能不能給他一個很好的生活環
境。比如我們夫妻現在置業了，但是還是要供
樓，如果維持我們目前的生活水平，還能投資

多少在小朋友的教育上面，這些都要計算。」
對於政府或向新生兒家庭派發2萬元，李

先生表示，「不缺這2萬元！」反而建議政
府推出更長遠的扶助中產措施，例如提高養
育子女免稅額等。「生育是一件很複雜的
事，不只是生出來就結束，政府單純推出鼓
勵生育的政策，對於中產的誘因未必足夠，
我們夫妻每年繳稅額都不少，提高免稅額對
我們更為實際。」他希望政府在鼓勵生育的
同時，應更注重改善整體的經濟環境。

月入十萬夫妻：暫無意生育 更看重整體經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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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特區政府凝心聚力改善
民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鄭先生鄭先生

◆◆李先生李先生

◆◆周先生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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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弦）工聯會社會事務
委員會昨午到政府總部請
願，多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郭偉强、陸頌雄、梁子穎、
陳穎欣及一眾社區幹事拉起
橫額及舉起標語，高呼「施
政報告樹新風、凝心聚力解
難題」等口號，促請特區政
府搞活經濟改善民生，盡快
定義「劣質劏房」、擴闊醫
療券使用範圍至大灣區內地
城市、制定鼓勵生育持續性
政策等措施。

鼓勵生育需持續性政策
對於有消息指施政報告
會推出措施向初生嬰兒父
母派發現金鼓勵生育，郭
偉强認為對有意生育的港
人屬好事，形容「多一封
大利是幫補家計」，但相
信有關政策沒法打動沒有
計劃生育的港人，「這些
人士需要的是持續性政
策，而非一次性政策，例
如託兒服務、家庭教育及
父母培訓，政府應在這方
面花點心思。」
郭偉强又指，政府因應社
會勞工短缺輸入外勞，再加
上內地專才計劃，已引入不
少人士來港，他期望政府可

以在施政報告有更多實際措施，包括如
何做好把關、監察及追蹤，特別是內地
專才的去向，並要適時評估對本地年輕
人的就業會否造成直接衝擊和影響。
郭偉强亦認為政府有責任確保建造
業、運輸及航運界的外勞的有關僱傭受
到保障，避免出現「搶爛市」的行為，
間接保障本地工友薪金水平及待遇，認
為需建立一個即時快捷的舉報制度。

倡多輸入內地綠色能源
陸頌雄表示醫療券跨境使用的限制
較多，希望使用範圍可以擴展至內地
的三甲醫院，相信可以給予在內地的
香港退休人士一個優質的多元化選
擇，亦可以減輕本港的醫療壓力。陸
頌雄亦指今年底政府將與兩電公司談
判，他認為應該商議如何更快輸入內
地更多綠色能源，並告知香港的電力
政策未來方向。
梁子穎、陳穎欣則分別提出首次置業免
息貸款計劃幫助年輕人置業、改革藥物
註冊制度以落實「國藥港用」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