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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在內地的馬會肇香港長者在內地的馬會肇
慶護老院做伸展運動慶護老院做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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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刊A8

屠龍隊長曾向台灣人索取軍火
詳刊A20

以封殺半島電視台當地辦事處
詳刊A13

福建恐龍足跡長36厘米冠全球

控方證人、「屠龍小隊」隊
長黃振強昨日繼續作供稱，曾
向接觸「育龍」捐款賬戶的台
灣人要求提供軍火，又要求引
薦有錢人，稱可隨時殺警。黃
否認「20kg」是指煙花爆竹而
非炸彈；至於被質疑「走佬plan」實際只預自己一人，黃稱不肯定是
否打算自行潛逃到台灣。審訊今日繼續。

由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福建
省英良石材自然歷史博物館領銜的
科學家團隊6日宣布，在福建發現的
5個大型恐爪龍類恐龍足跡平均長
36.4厘米、寬16.9厘米，為目前已
發現的世界最大恐爪龍類足跡，並
將新的足跡屬種命名為「英良福建足跡」。該
成果近日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交叉科學》。

以色列政府5月5日宣布，關閉中東
最主要傳媒機構半島電視台在耶路撒
冷的辦事處，特工即日進入該辦事處
搜查。半島電視台批評以色列的做法
屬「犯罪行徑」，外國記者協會等多
個傳媒團體強調，傳媒界陷入「黑暗
的一天」，此舉或意味以色列當局
會繼續阻止記者在加沙地帶的工作。

港老友記返瓊養老港老友記返瓊養老

團體及議員倡推「海南計劃」指可升生活質素

隨着人口日益老化，香港特區政府先後於2013年及2018年推出「廣東計

劃」及「福建計劃」後，讓選擇到兩省養老的香港長者仍可繼續領取特區政府

提供的現金援助，既令他們可享更舒適的居住空間兼無金錢之憂，同時亦減

低香港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及立法會議員黃國昨日聯

合建議將計劃推行至海南省，讓長者多一個選擇。至於選擇留港的長者，有

安老業界建議，特區政府應透過社署或民政事務處牽頭統籌地區資源，提供

更到位的支援；同時亦應鼓勵長者

當義工，以達至老有所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唐文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及黃國議員辦事處昨
日聯合公布「海南籍港人返鄉養老問卷調
查」結果，李文俊（中）、黃國（左）等
建議推行「海南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港人北上養老需求日益增加，香港海南社團總
會及黃國議員辦事處昨日聯合公布「海南

籍港人返鄉養老問卷調查」結果。香港海南社團
總會會長李文俊表示，現時約有40萬名海南籍居
港人士，佔本港總人口5.7%，其中65歲以上的
海南籍長者約有8.5萬人。該會於今年2月17日
至22日間，透過實體和網上問卷形式，成功訪
問了2,826名海南籍在港人士，當中990人正領
取高齡津貼（生果金）或長者生活津貼，佔65歲
以上受訪者的97.5%。

最多受訪者選擇文昌
調查發現，逾 90%受訪者認為海南適合養
老，主因包括空氣質素好、生活休閒、居住面
積大及物價指數低。80%受訪者認為在海南養
老的每月生活開支只需6,000元或以下人民幣。
目前，在「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下，合
資格的港人每月能領取4,195元津貼，故長者生
活津貼金額可以基本應付。調查顯示如將來可

在海南領取生果金或長者生活津貼，逾八成受
訪者有意到海南養老，最多受訪者（29.2%）選
擇在海南文昌市養老。
「海南如今是自由貿易港、也是中國的熱帶瓜
果主要供應地，相信長者能以較低的價格享受到
好的產品。」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王錄
興指，海南有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醫
療設施先進，為長者養老提供良好醫療條件。

議員籲「錢跟人走」
身為工聯會理事長的黃國表示，香港正面臨社

會民生難題，香港人口老化，居住環境擠迫，生
活指數高，醫療資源緊張等，更多長者願意返內
地過退休生活，安享晚年，特區政府需要積極推
動「福利可攜（福利過河）」、「錢跟人走」的
政策措施，便利港人在內地讀書、工作、養老，
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他提到，海南籍在港人士往返香港與海南

省的交通成本較廣東省和福建省高，若能推

行「海南計劃」，相信對他們有很大吸引
力，且受惠人數不少，更具成本效益。他表
示將聯同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一同約見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希望在總結「廣東計劃」和
「福建計劃」的基礎上，盡快推出「海南計
劃」，便利更多港人選擇適合自己養老地
方，讓他們過上更加好的晚年生活。
至於選擇留港的長者，特區政府又如何可以更

好地幫助他們？安老服務業資深從業員、Ever-
care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項目經理盧卓康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析，「以老護
老」、「雙老家庭」甚至「孤獨長者」都是留港
長者的常見現象，社會上亦有不同機構向他們提
供上門護理、外展等服務，但種類繁多、缺乏統
籌。「每間機構、服務單位提供的項目都不一
樣，例如在某個基金撥款下，長者可能參加一個
為期3年的上門護理項目，成為受惠者。然而項
目結束之後，又出現真空期。如政府有一個部
門牽頭，更好地統籌地區資源會更理想。」

八成人盼長津照發八成人盼長津照發

對於有團體建議推出「海南計劃」，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李世榮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認同應尊重市民的
養老選擇，擴大計劃至其他省份。「既然
是香港市民，他們的長者津貼等都已經包
含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繼續發放給他們
並不會造成額外負擔，分別是他們不在港
消費，可能減少了部分本地商戶的裨
益。」惟他指出，市民的消費決定有很強
的自主性，即使設置在港逗留時日等受惠
資格條件，市民仍有機會主要在外地消
費。他續說，香港市民的籍貫組成近年愈
發多樣，來自全國各省都有，與其按照
「由大到細」逐個開放計劃，不如一次過
開放，讓市民的安老選擇更為自由，但強
調移居外國則不適用，「這是底線。」
行政會議成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
席林正財亦表示，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長者
北上養老，特別是幫助長者掃清醫療方面
的障礙，今年2月政府宣布推出「長者醫
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由第三季起，合
資格長者可在新增7間位於大灣區的醫療
機構使用醫療券，希望下一階段試點可擴
展至社區照顧券層面。
他說：「有很多遷居到內地的長者，身
體相對健康，不需入住安老院，但有社區

照顧需求。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社區照顧服務發展得
很好，政府可以與相關團體、服務機構做些研究，
讓遷居長者合理使用當地的有關服務。」

籲擴長者醫療券適用地域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關注現時北區約有31萬人
口，長者佔比接近兩成，惟區內只有兩間資助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及三間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認可服務
單位，僅合共提供160個長者日間中心服務名額，
明顯未能滿足需求。
他指出，其實不少區內長者均有意北上養老，
主因是內地院舍能夠提供大型空間，讓他們能更
好地建立生活與社交圈子，且生活成本較低。他
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可進一步擴展長者醫療券的內地
適用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朱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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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近年不少港人

移居外地，令部分長者在港頓失倚靠兼缺乏傾訴
對象。循道衛理中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
48%受訪長者有子女於過去3年移居外地，多達
75%受訪者現由伴侶或其他年長的親友照顧，出
現「以老護老」現象。受訪長者亦預視數年後身
體情況改變，普遍需要「情緒支援」、「服務轉
介」及「實質陪伴」三方面服務。為支援該批有
子女移居外地的「留港長者」，有機構計劃於港
島東區及灣仔區推出為期一年的「醫家顧計
劃」，以個案管理模式監察他們的身體狀況，同
時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治理，以達至「早發現、早
介入、早支援」，料約300人受惠。

女移居外國 老婦患病感沮喪
循道衛理中心於去年6月至12月間，透過網

上問卷成功訪問了 205名 65歲或以上長者，
48%受訪者至少有一名子女於過去3年移居外
地。他們當中，21.8%受訪者不滿意子女離港後

自己的生活，更有不少出現心理或情緒困擾，
甚至有生理健康問題。受訪長者亦預視數年後
身體情況改變，普遍需要「情緒支援」、「服
務轉介」及「實質陪伴」三方面服務。
現年70歲的鍾婆婆與丈夫育有3名女兒，近

年女兒俱先後於婚後移居外國，只餘夫婦二人
留港相依為命。她昨日在記者會上透過錄音表
示，二人隨年紀增長身體機能日漸變差，尤其
自己的膝蓋在多年前被診斷退化。
她憶述指出，疫情期間接受手術，但康復階

段雙腿出現腫脹，卻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後，無
法去醫院接受物理治療，令病情更加惡化，
「當時女兒都不在身邊，內心其實很恐懼和寂
寞，也很沮喪，只能通過女兒所認識的醫生朋
友來探望我，並為我進行簡單的物理治療。」
其後，她和丈夫在社福機構協助下認識了一班
處境相同的長者，互相傾訴及參加社區活動，
「不要認定我們是『弱老』，我們現在行得走
得，好希望可以繼續自己照顧自己，不用加重

子女的心理和經濟負擔。」
循道衛理中心長者及健康服務經理徐康泓表

示，不少長者在子女移民後感到孤單，甚至出
現社區疏離感，即使會與子女通話也很少回答
實際狀況，未必能及時發現長者出現問題的地
方。他建議打算移民的子女須預留至少半年的
通知期，令年老父母有時間慢慢接受，同時應
妥善為父母留港生活預留足夠資源，包括將來
的醫療開支等。

設3收費模式 有困難研免費
為了支援「留港長者」的身心需求，循道衛理

中心籌備推行「醫家顧計劃」，預計於今年第三
季推出。計劃以個案管理模式，即由一名社工管
理個案並作「代言人」，監察「留港長者」的身
體狀況，提供跨專業共同治理。循道衛理中心長
者及健康服務高級經理周安妮表示，計劃現時有3
個收費模式，會考慮向有困難的家庭提供免費服
務。她指出，計劃的一大亮點是專業社工會以視
像模式與國外子女討論長者狀況，可大大減低
「留港長者」誤以為被子女遺下的失落感。

支援「留港長者」機構設跨專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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