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屋大心寬物價平
北上養老逐年增

港長者入住灣區內地城市趨升 居穗港翁：國家變得愈來愈好

● 中山、深圳和廣州成為最

受青睞的養老目的地。

中山以其宜人的居住養

老環境、慢節奏生

活、低物價指數和高

生活滿意度受到歡

迎；深圳則交通便捷、

臨近香港便於家人探

訪；廣州也因其便利交

通、適宜的居住空間和高質

量的醫療服務成為熱門選擇。

● 受訪香港長者認為內地安老院舍最大的

好處，依次是院舍空間較大、環境較香

港舒適、綠化多和空氣好適合養老、價

格便宜。

● 香港長者對支付在內地所需醫療費用、

院舍日常支持及院舍距離較遠，交通不

便利親友探訪表示擔憂。

●來源：2023年香港工聯會

《香港長者跨境養老意願與需求》調查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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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雄搭神十八凱旋
在軌突破多個「首次」

台灣民眾力挺華仔
斥民進黨政客小丑

進博會明日上海開幕
全球近3500展商參展

得益於通關便利的正常和

大灣區各地利好政策的出台，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香港長者人數，於

2023 年新冠疫情轉入常態化之後，再

次迎來持續上升趨勢。相應地，來大

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機構諮詢和入住的

香港長者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近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廣州越秀區

大沙頭路，步入北側一座略顯滄桑卻

又不失潔淨的居民樓，剛下樓取完網

購商品的譚國源，正滿面笑容地站在

嶄新的電梯間旁等待來訪的記者。今

年 82歲的香港長者譚國源從求學到工

作再到退休，他用半生往返於粵港兩

地，見證了數十年來祖國內地的蓬勃發

展和粵港之間的深度融合，也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找到了衣食住

行廉宜、 舒適愜意的養

老居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在電梯內，譚國源就迫不及待地稱讚起他所
居住的社區，「你剛才看到我們的樓道多

敞亮吧，上個月社區剛剛找工人免費刷了牆面，
換了扶手，消防設施也全部更新，這些都沒有收
我們住戶一分錢。」譚國源還說，這棟樓因為樓
齡較長，外牆斑駁，去年也由市政統一粉刷了新
漆，現在看起來就像一棟新樓。
2014年，從佛山某建築公司退休後，譚國源就
和老伴一起搬來這裏，正式開始退休生活，而這
套三十多年前僅花2萬元（人民幣，下同）買下
的房子，也成為他們定居廣州的關鍵。譚國源與
這套房的故事，要從1967年前講起。

隻身赴穗求學 與祖國同歷風雨
說起自己的童年，譚國源記得當年父親就職於
香港稅務局，自己出生起便隨父母在香港生活，
直到在香港勞工子弟學校念完小學，「當時家裏
兄弟多，父親在香港無法承擔這麼多孩子的生活
開銷，加上父親一直十分愛國，希望我能夠來內
地接受愛國教育。」就這樣，1957年小學畢業
後，他隻身一人來到廣州，以寄宿的形式就讀於
廣州21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段內地生活。
後來他考取華南農業大學，大學畢業後，先後
在番禺農科所和廣州市自來水公司工作，「很快
改革開放就來了，我們的生活都發生了很大變
化。」
1990年，因照顧父親需要，譚國源決定辭去廣
州市自來水公司的職務，返回香港工作定居。也
許是預感到自己今後還會回來，返港前，他與妻
子花2萬多元買下了此前由自來水公司提供給員
工家庭居住的這套福利房。

時隔30載 回廣州舊居安享晚年
回憶起回港後的居住空間，譚國源笑稱自己每
天的生活都是「三步曲」：每天起床，一步到洗
手間，一步到廚房，又一步回到臥房。「生活得
很侷促，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買不起更大的
房子。」
相比之下，內地生活從居住空間到日常花銷都

寬裕很多。1997年，譚國源再次從香港回到內
地，入職佛山一間地產公司，一直工作到2014
年退休。時隔近30年，譚國源和妻子兜兜轉轉
又回到廣州這套 78平方米兩室一廳的房子居
住。
從1957年獨自離家赴廣州求學，到如今定居

廣州安享晚年，譚國源大半輩子幾度奔波於粵港
兩地，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也許沒有人比他對

這些年兩地民生領域的變化更感同身受。「這些
年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國度，
但這個一天天在變得愈來愈好的國家就是我的祖
國，沒有國哪有家？所以我們無論身在哪裏，都
不要忘記自己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不要忘
記我們的國家。」

學者：內地養老空間環境佔優
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唐詠認
為，相比港澳有限的空間，內地養老機構在硬
件設施、空間環境方面確實有明顯優勢，但她
也指出，香港在安老服務方面的專業能力和經
驗仍然較為突出。「相比之下，深圳的人口老
齡化程度僅為3.22%，與大灣區人口老齡化程
度最高的香港相差16.56%，這種城市間的空間
異質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大灣區養老政策的
協調難度。」

◀經過多年在粵港奔波生活，譚國
源（左）決定回到廣州養老。圖為
他和妻子在廣州家中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譚國源在廣州居住的小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深化醫療體系改革，
特區政府將全面審視不同醫療機構的職能分工。
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示，醫療
機構要各司其職，令整個架構更有效率，其中衞
生署將卸除部分職責，回歸疾病預防控制、健康
促進和監管角色；醫管局則主要服務弱勢社群、
急症、危重及複雜病人等，危重病人若非弱勢社
群，同樣不可免費就醫。政府亦會積極發展基層
醫療，計劃2026年第四季推出「社區藥房」計
劃，初步估計每區設至少五六間「社區藥房」，
配藥費用與醫管局服務相同，如需額外藥物諮詢

會另加收費。
盧寵茂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表示，今年施政報

告提出的醫療改革較以往大，醫管局、衞生署和
新成立基層醫療署會各自重新定位，三個機構各
司其職，減少資源浪費。衞生署以往負責的胸肺
科、皮膚科等服務，將交醫管局和基層醫療署處
理，以做好本身的疾病預防控制、健康促進和監
管角色，「醫管局服務對象定位一直很清晰，主
要面對弱勢社群、無經濟能力的人，以及急症、
危疾、突發性疾病、較複雜需要跨部門合作的病
例。慢病和偶發性的傷風感冒不應去醫管局，而
是留給私營市場家庭醫生。」

非弱勢社群危重病人須付費
他並指出，政府會研究更改目前醫管局對「弱

勢社群」的定義，或簡化申請免費的程序，同時
調整機制讓有經濟能力的市民負擔更多。改革後
到公立醫院求醫的危重病人如非弱勢社群均須付
費，不能完全免費。
談及「社區藥房」，盧寵茂表示其主要服務於

公立醫院、居院舍或慢病共治計劃的病人，普通
傷風感冒病人非服務對象。至於為何要到2026年
才推行，他解釋藥物採購過程複雜，要建立名
冊，同時需要選址，培訓藥劑師相關運作流程，

以及升級電腦系統等，「要做到市民真正會使
用，必須要全港18區覆蓋，同時每區要有一定數
量，初步估計每區至少要有五六間，起碼要有合
理距離，否則部分病人或會選擇距離更近的醫
院。」
「社區藥房」費用方面，盧寵茂指「醫管局一
般病人，純粹以配藥計，費用不會跟醫管局取藥
有差異，若要額外服務如做藥物諮詢，則由服務
提供者，即藥劑師及藥房訂收費。」
他表示，藥劑師業界對「社區藥房」計劃反應
良好，認為不僅可以配藥，還可為市民提供用藥
安全知識及作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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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談醫改：醫管局聚焦服務弱勢社群和危重病人

掃碼睇片

在譚國源看來，即
便是喝早茶，粵港兩
地的食材價格也有着
很大差異。他拿香港
人最喜歡的日常食物
燒肉做了一下對比，
一斤燒肉在香港 145
元，而在廣州只要40
元。「在廣州我們老
兩口一頓早茶70元可
以吃得飽又吃得好，
還有免費 Wi-Fi 可以
用，這些在香港都不
敢想。」
近年內地已全面普及電子支付，譚國源也與時

俱進，讓兒女教會了自己網上購物，「我最常用
的就是拼多多和京東，很多日常用品都不用專門
去超市，比如我有時血糖低要喝可樂，網上促銷
買的可樂平均一塊多一瓶很划算，還能直接送到
樓下。」他坦言，習慣了內地的「一部手機走天
下」，回到香港出門要帶八達通和錢包的日子已
經不太適應。
提及長者們最關注的醫療問題，譚國源亦深

有感觸。早年長者在香港看病優勢明顯，只要

達到 75 歲，在香港公
立醫院無論住院還是做
手術都不用自己花錢。
「內地當年在醫療方面
確實有差距，但這些年
能看到內地醫療福利在
一步一步變好。」
如今，港人辦理了居
住證，就可購買內地醫
保，每年只需繳納 450
元，在內地公立醫院看
病就能報銷 50%。而香
港雖然仍保持了長者免
費醫療的待遇，卻因為

看病人數太多，出現了「看得起等不起」的情
況。
「在香港和內地都生活過這麼久，養老肯定
還是內地舒服。」譚國源坦言，港人回內地養
老，可以享受更大的居住空間和更實惠的日常
消費，「香港長者最關注的醫療問題，這幾年
也看到醫療券在內地試點的擴大和『院舍計
劃』的實施，都在一點一點變好。」對於香港
來說，也減輕了本土老齡人口和年輕人的居住
空間壓力，可謂一舉多得。

細數穗港生活差異 讚內地「一機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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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國源廣州居所樓道剛翻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凌
晨
消
息

文匯
要聞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A1

�����!�7�������
� � 0 � 	 � 	 � 	 ! .

港字第27243 今日出紙2疊7大張 港售10元

2024年11月
星
期
一4 短暫陽光 早晚微雨

氣溫25-28℃ 濕度50-80%

甲辰年十月初四 初七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