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銀髮力量」

「盼盡己所能讓長者安享晚年」
「80後」港青改建廠房開養老院 成上百高齡老人「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肇慶報道）在

廣東肇慶市端州區一家港資養老院的門前，

貼着用毛筆書寫的紅底條幅「出入平安」，

電梯口則貼着「上落平安」。進入養老行業

之後，「人人平安」是這家福壽居頤養院創

辦人彭錫開的最大心願。這位健談開朗的

「80後」港青，亦是一百多名八九十歲高齡

老人的「家長」。走在養老院的走廊裏，彭

錫開與不少老人親切打招呼，不時開開玩

笑，氣氛輕鬆愉快。彭錫開就住在距離養老

院5分鐘車程的地方，這群老人是他無時無

刻的牽掛： 「很多家庭將老人託付給養老

院，我們亦不願辜負這些期望。」中國正在

加速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如何滿足養老新

需求、破解老齡化難題，成為社會的共同關

切。投身養老產業的彭錫開希望，自己也能

在打造多層次養老服務新業態、讓更多長者

安享晚年上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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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勉勵「銀齡行動」老年志願者代表

伴隨着銀髮一族規模日益龐大，近年

來港人北上創業，發掘「銀髮經濟」也

成為其中一個熱門選項。今年國務院一號文就聚焦銀

髮經濟，這是國家出台的首個支持銀髮經濟發展的專

門文件，文件提出要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多個區域，規

劃布局高水平銀髮經濟產業園區。「目前大灣區對於

北上開設養老機構的港人，有不少很好的補助和扶持

政策，我們也感受到國家對於老齡人口的重視。」港

資福壽居頤養院院長彭錫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

為一類特殊的社會福利機構，養老院需要滿足嚴格的

消防安全、建築設計、護理服務等標準，使得行業進

入門檻和成本相對較高。他提醒有意投資養老產業的

香港創業者，這不僅是一個高投入、回報慢的行業，

還要求經營者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不能抱有快速

回本的心態。

「養老產業涵蓋醫療、康復、護理、地產等多個領

域，很多辦事事項涉及多個政府審批監管部門，在缺

乏專門指引平台的情況下，投資者難以全面了解相關

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且經營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因

素。」彭錫開分享自己的創業經歷表示，「雖然我們

的頤養院是2019年開設的，但其實我們籌備工作早在

2017年就開始了。其間因為消防驗收遲遲無法通過，

不得不多次調整設計方案，導致開業推遲了兩年。」

彭錫開表示，將原有廠房改造成養老院，他前前後

後投入了800多萬元人民幣。「從牆壁到天花板都需要

完全鋪蓋防火材料，加上消防改造，將原先打通的廠

房變成一格格的單獨房間，幾乎是重新改造。」

除了基礎設施上的高投入，養老院的運營還離不開

醫護人員的配置。彭錫開說，醫護人員是養老院的重

要支柱，他們不僅需要具備護理、康復和醫療等方面

的專業知識，還要有耐心與責任感，提供全方位的照

護服務。然而，養老行業的從業者流動率較高，如何

留住有責任心和經驗豐富的員工，也是每個養老院經

營者面臨的難題。「遇到優秀的員工，一定要用心對

待，才能讓養老院的服務質量持續保持在高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肇慶報道

特稿

大灣區促進跨境養老相關措施大灣區促進跨境養老相關措施
●港澳服務提供者來粵興辦養老機構，在市場
准入、土地供應、稅費減免、財政補貼、購買
服務等方面與內地機構享受同等待遇。

●進一步擴大「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範
圍」，積極推動香港將「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
劃」擴展至所有大灣區內地城市。

●推進標準化銜接，廣州市老人院主導並會同
港澳養老服務組織共同起草出台《養老機構認
知症老年人生活照顧指南》等4項標準，被納
入首批110項標準「灣區標準」清單。

●加強人才培養：自2012年與港澳地區建立
溝通機制以來，每年定期組織廣東省內養老機
構管理人員及養老護理員赴港實地培訓。

●加強交流：近年廣東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社
會福利署、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相關負責
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參加培訓交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華民族
傳統節日重陽節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給「銀齡行
動」老年志願者代表回信，對他們予以親切勉
勵，向全國的老年人致以誠摯問候。
習近平指出，多年來，大家積極參加志願服
務活動，利用所學所長服務基層、服務群眾，

向社會傳遞正能量，展現了新時代中國老年人
的精神風貌。
習近平強調，老年人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
富。希望廣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驥伏櫪、老當
益壯的健康心態和進取精神，既要老有所
養、老有所樂，又要老有所為，為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貢獻「銀髮力量」。各級黨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視老齡工作，聚焦老年人的急難
愁盼問題，完善政策舉措，營造良好社會環
境，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發揮好、權
益維護好。
「銀齡行動」是由全國老齡委於2003年發

起的老年志願服務活動，主要是組織各領域老
專家、老教授支援欠發達地區。截至目前，全

國參加「銀齡行動」的老年志願者累計有700
餘萬人次，開展援助項目4,000多個，「銀齡
行動」已成為促進老年人老有所為重要平台之
一。近日，「銀齡行動」老年志願者代表給
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參加志願服務情
況，表達繼續發揮專長、回報社會，為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的決心。

重陽節前夕的一個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
走進了位於端州區的福壽居頤養院。院

子裏綠樹成蔭，清涼寧靜，和外面的喧囂忙
碌彷彿是兩個世界。幾名老人在走廊邊上看
電視，也有人在屋內打麻將、「鋤大地」。
不遠處，一個帶屏幕的卡拉OK機播着粵
曲，有老人坐在旁邊不時附和着節拍點點
頭，還有老人在健身設施前鍛煉。在飯堂的
長桌子邊，有幾名老人慢悠悠地喝湯。在這
裏，時間彷彿過得很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節奏。
「養老院的老人基本都在 80 到 90 歲之

間，他們的子女也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了。」彭錫開表示，養老院的前身是父親早
年在內地設立的工廠，隨着勞動密集型產業
的衰落和轉移，他與父親商量後，決定申請
土地用途變更，將廠房改建成養老院。「在
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服務業是國家發展
的未來趨勢，尤其是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
下，享受優質的晚年生活將成為更多老年人

的需求。」

照顧質量比規模增長更重要
福壽居頤養院於2019年開辦，彼時肇慶端
州區只有5家養老院，而到了2024年，這個
數字已增至15家，可見養老需求之大。儘管
市場需求逐年增加，但彭錫開並不着急擴
張。「慢慢經營，養老需求總是在的。」彭
錫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就住在頤養
院 5分鐘車程外的地方。有時院裏出一些
事，就算是凌晨一個電話，我也可以馬上回
來處理。」
這裏的護工人數與老人的比例為1：5.5，遠
高於其他養老機構常見的1：10甚至1：15。對
於彭錫開而言，養老行業不同於其他產業，
照顧的質量遠比規模增長更重要。他說：
「我們最初開辦的時候，在公交車投放過廣
告，在大的屏幕也投放過廣告。但轉化率都
比較低，最後都是靠口碑而穩定下來的。」
入住的長者，人生已經踏入暮年，養老院

也成了生離死別的常見之地。 「我剛開始接
手時，其實並不習慣的。」彭錫開說，自己
是個比較感性的人，有時候白天打招呼、還
聊天的老人家，可能下午就在睡夢中突然走
了。「很恍惚也很難受，每次送走一個老
人，都忍不住流淚，很難過。」彭錫開感
言，這幾年自己也想開了：「只要老人走之
前是開心和舒服的，我就覺得我們已經盡到
了責任，沒有遺憾了。」

憂普通家庭難承擔養老成本
彭錫開的目光不僅停留在當下，他也看到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達到 2.97 億，佔全國總人口的
21.1%，預計到2035年，這一數字將突破4
億，佔比將超過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
段。
「現在來養老院的老人，通常都有四五個

孩子，兄弟姊妹共同分攤費用，每人每個月
負擔數百元（人民幣）。隨着獨生子女一代
的父母進入老年，一個家庭要負擔4個老人
的養老，這個壓力非常大的。」 彭錫開也不
免擔憂，到時這樣高昂的養老成本，普通家
庭能否承擔得起。
「目前大多數老人只有在行動不便時才會

選擇住進養老院，而行動自如時，很多家庭
仍希望老人能在家中養老。」他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這也是為什麼福壽居的老人平均
年紀都在80至90歲。像福壽居頤養院這樣的
小規模、高質量養老院，正逐漸成為解決養
老問題的重要力量。
「壽高多辱」，這個古代的詞道出了長者

在人生暮年的尷尬處境。彭錫開感言， 希望
可以盡己所能，為改變這樣的局面貢獻一份
力量，讓老人家可以安享晚年，有尊嚴和快
樂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彭錫開（站立者）在和打牌的老人家聊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彭錫開為長者分發西瓜。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福壽居頤養院是由廠房改建而成福壽居頤養院是由廠房改建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肇慶報
道）粵港澳共同發布養老服務「灣區標
準」，粵港合作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
劃」納入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養老機
構……近年來，一項項政策措施落地落實，
推動大灣區跨境養老服務合作步伐不斷加
快。 不過，目前北上養老的香港老人群
體，仍面臨着一些實際障礙。「雖有不少
港人表達了到內地養老的意願，但最終
付諸行動的並不多。」香港安老諮詢

委員會總幹事張建韜表示，
這些香港長者很多都感到很

糾結，一方面希望可以在更舒適的環境安享
晚年，但也擔心醫療需求無法滿足。
張建韜指出，「跨境養老」面臨的最大

障礙是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的不可攜帶
性，尤其是粵港澳之間醫療服務和醫保支
付制度存在巨大差異，參保和待遇享受的
條件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統一。
情況正在逐漸改善中。今年，香港特區

政府已經將7家位於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
市的醫療機構納入「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
點計劃」，包括5家綜合醫療服務機構和
2家牙科醫療機構，讓符合資格的香港長

者在大灣區使用醫療券時有
更多的服務點選擇。「隨着
能使用香港長者醫療券的內
地醫院逐漸增多，香港北上
養老的長者看病拿藥就方便
多了，基本不怎麼花錢。」
「下一步，內地和港澳的
醫療系統能否實現信息上的
互聯互通，商業保險公司能
否簡化港澳老人在內地就醫
後支付和理賠的流程等等，這都是老人和
家屬十分關心的話題。」張建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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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核心城市7醫療機構納港長者醫療券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