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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愛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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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期間，不少
港人都喜到深圳消

費。內地商場亦因應春節推出琳琅滿目的折扣
優惠，這類「滿多少送多少」的優惠名目令不
少在內地購物的港人陷入「霧裡看花」迷陣，
為了換到中意的東西，往往花費更多金錢。港
人陳小姐表示，各大商場的促銷活動，尤其是
「返券」類的活動，讓自己難以摸清門道，不知
道哪種促銷方式才是最優惠，在各大商圈消費
時時需要謹慎挑選。

深圳各大商場現時最流行以返還禮金券和滿
定額送定額的形式促銷，消費者不僅看不清具
體的優惠，比較各個商場也要花一番心思。

網友推出「折扣計算公式」
家住羅湖的顧小姐表示，在東門商圈，同一

個品牌，一家商場是滿200減100，另一家是1元
換2倍禮金券，規則不統一，不知道到底哪個更
便宜。「為了能買到最實惠的衣服，只能先看
中衣服，再轉戰兩個商場比較。」顧小姐說。

記者在多家消費網站論壇上看到，有網友專
為商場活動推出了「折扣計算公式」（見表）。
消費者小周在回帖中則表示，根據滿200減100
的活動，以購買一件899元的外套為例，公式計
算的折扣是5折，而某商場的實際折扣為5.5
折。「『折扣計算公式』不一定和商家的實際優
惠完全一樣，但仍是一個比較好的參考標準。」
還有網友回帖稱，商場送出的券，在第2次消費
時補加的錢越少就越划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山泉社會服務中心和濟南基愛女性關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目前合共聘有
36名社工，每年可以為5,000餘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幫助。服務內容包括老
年公寓、精神衛生中心、殯儀館、家庭關懷等崗位。其中「基愛」成立於
2007年，是濟南市第一家關注家庭的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機構，主要開展面
向智障人士、遭受家庭暴力女性、貧困家庭兒童和單親家庭的社會工作服
務。幫助了不少家庭分擔責任、減輕痛苦。比如家庭暴力，在目前內地社
會中尚屬比較隱晦的私事，很多女性羞於對外啟齒，難以尋求幫助。「基
愛」團隊先後接待來訪300多人次，陪同家庭暴力受害者，一起前往律師
所、法院、居委會等機構，獲取援助和政策支持。
目前「山泉」整個團隊

和「基愛」中老人服務項
目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
方式維持營運，每個崗位
每月由政府支付2,400
元。而「基愛」中其他項
目的員工，由於營運資金
完全由黃智雄個人資助，
工資水平維持在1,600元
左右。黃智雄說他新年願
望之一就是能在今年提高
員工們的待遇，讓做善事
的人們也能得到合理報
酬。

已從商界退下
火線的黃智

雄現只是一名普通的中產人士，他所捐獻的資
金都是從商時及現在投資所得，收入除了留一
部分給家庭作生活保障外，其餘都用於慈善事
業，因為他堅信：「知識分子的財富應該『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
2003年初，經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介紹，

黃智雄來到山東大學，給學生講授「社工實
務」。在參觀了濟南一家智障人士服務機構後，
他發現那裡除了提供一個住的地方之外，根本
談不上專業的技能訓練。黃智雄因此萌生了幫
助當地建立社工組織和團隊的構想。

設兩組織推動人文關懷
8年來，黃智雄個人先後投資400餘萬元，建

立起了山泉社會服務中心和濟南基愛女性關懷
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基愛）兩個社工
組織。談起在山東做社工事業的初衷，黃智雄
動情地說，內地30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就巨大，
但由於文革的戕害以及太過強調物質層面的東
西，使得內地的人文精神斷層嚴重，人際之間

的互助意識薄弱。「我做這件事情，想告訴大
家，人生的價值不光只有錢。我希望我們的國
家變得更好，如果同胞的人文關懷將來變得更
好了，我會很榮耀自己貢獻過一份力量。」

鼓勵捐助氣氛尚未形成
但現實卻不像願望一樣美好，由於內地有關

NGO（非政府組織）設立及管理的相關法規極
不完善，以及政府主管部門對此類組織的審批
較為謹慎，黃智雄創辦社工組織之初常會遭到
不必要的折騰。成立濟南「基愛」的時候，他
耗時年半，先後蓋了16個公章。據他了解，世
界宣明會、樂施會等香港知名慈善組織也頻頻
遭遇這樣的尷尬。同時內地的諸多制度，也沒
有形成鼓勵捐助的社會氣氛，目前除「山泉」
中心是以政府購買崗位的形式運作外，「基愛」
則完全是靠黃智雄的私人投資。他希望內地盡
快完善相關立法，使港人在內地行善有法可
依，並可加速內地社會捐助文化的形成。
他說，相比之下，尤令人感動的是參與項目

的濟南各大高校學生，每年都從高校學生中籌
募萬元左右的善款。記者建議他尋求當地慈善

組織的幫助，但黃智雄說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設計、開展項目。

社會服務缺乏實習培訓
目前任山東大學校董的黃智雄，在濟南的社

工項目，包括山東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都有捐
助合作。但他在數年間的接觸中發現，內地高
校的社工專業課程設計多不能達到國際標準，
除了課程設計有差距外，最缺乏的是社會服務
專業最需要的實習、培訓計劃。黃智雄在內地
項目的合夥人高鑒國教授所在的山東大學哲學
與社會發展學院目前設有社會工作學專業，是
山東省內高校社工課程設置最先進、國際化程
度最高的，每年可保證學生有800小時的實習時
間。但是由於缺乏教師，每年只可培養不到百
名本科及碩士畢業生，滿足不了實際需要。
為了提升社工從業者的素質，黃智雄自2006

年起開始組織人員赴香港參觀學習社工實務。
迄今已經組織300多名社工老師和學生到香港學
習，相關費用由他本人負擔。他還在山大、山
經等8所院校設立關懷基金，組織英國、加拿
大、香港的老師前來講學。

深圳港商10多年前
獲內地法庭裁決欠債

方以3套別墅抵債，詎料欠債方2007年又與另一
家公司發生債務糾紛，並透過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仲裁，結果原作抵債的3套別墅又被判給了對
方。香港廖長城資深大律師辦公室馬恩國大律
師表示，面對這種情況，港商可向香港高等法
院申請禁止令，並通過充足證據證明欠債方是
在做「一女二嫁」的欺詐交易，通過法律程序
扳回自己的權益。

三套別墅抵債 現市值2000萬
深圳港商萬里豐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丘

瑞真說，1997年汕頭市供銷總公司欠萬里豐貨
款未付，後經汕頭法院裁決，汕頭市供銷總公
司將其深圳寶安華石開發公司位於寶安石巖鎮

梅蝦地華石工業區三套別墅房產，面積為525平
方米，作價109萬判決給萬里豐，此後10年丘女
士一直將該房產出租，目前市場價值約2,000萬
元。
她說，至2007年1月20日，寶安華石公司又與

鉅采發生債務糾紛，在未通知萬里豐情況下，
經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把上述3套房產裁定
抵債給鉅采。2009年9月，深圳明金海收購鉅采
後也獲得了上述3套別墅產權。2010年10月中下
旬，明金海採取了停水、停電、封路，還將進
入別墅的路口挖了一條一米深、兩米寬的溝，
將萬里豐的租戶強行趕走。面對產權被侵犯，
丘女士顯得不知所措。
廣東卓盛律師事務所律師丘先生表示，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並未對上述3套存在的糾紛產業進
行核實和了解，便輕易地作了裁決，這是不公

平和不適合內地法律。

應向高等法院申請禁止令
馬恩國大律師則表示，由於香港和內地機制

差異，內地沒有土地註冊制度和文本，鉅采向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申請仲裁時，萬里豐並不知
情，所以導致其產權被判給了鉅采。未來香港
其他企業或個人如果遇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類
似的裁決，他們應立即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訴，
遞交充足的證據，讓高等法院對仲裁結果下達
禁止令，禁止存在糾紛的房產被拍賣、轉讓和
抵押貸款等，這也相當於判決仲裁結果無效。
他們還需隨時知曉對手對該房產處理的一舉一
動，以維護自身權益，通過各種充足的證據向
兩地法院申訴，直至贏得最終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很多人說，香港人善於
學習和改變，但回歸十多年，港人學會了做內地人生意，會說普
通話，「小器」的個性卻始終沒變。發生變化的反而是內地人對
這種「小器」的態度，從反感變成了認可。

利是每封20元 吃飯要AA制
對於許多內地人，過年利是是反映一個人大方與否的標準。內

地人逢年過節，區區20元錢恐怕是不好意思拿出手的，一些較高
收入者過年送紅包，動輒要上千元。而一項調查顯示，七成香港
市民平均每個紅包大約20港元，只有7%的受訪者表示會在每個
紅包裡放50港元或更多。來自海南的黃小姐回憶，05年和香港朋
友在港過春節收到許多「利是」。本以為香港是繁榮大都市，利
是必定豐厚，誰知道拆開都是20、50元港幣左右，當下撇撇嘴覺
得港人未免太過「吝嗇」。
隨後黃小姐在深圳工作，結識越多港人，越覺得港人「小

器」。「出門吃飯要AA制，吃不完要打包，還不如我們鄉下瀟
灑。看報紙說，香港人包二奶每個月給錢都要斤斤計較，有香港
人為了節約成本還專程到內地離婚。」

尊重經濟獨立 助人不遺餘力
但隨㠥理解增進，黃小姐對於港人的「小器」，漸漸有新的看

法，「小器」反而成為港人「獨立、平等」的表現。「AA制，
不必想㠥欠誰的飯局，好聚好散，自由再約，其實更加瀟灑。」
不但飯錢各自獨立，港人更尊重各人生活和人格的獨立，「不會
主動過問別人的隱私，更不會私下議論。此外，港人還特別尊重
個人的意見，哪怕很突兀，他們也不會因此嘲笑你。」
雖然經濟上「小器」，但遇到有人請教，港人往往不吝嗇時間

精力「賜教」。許多內地人感觸頗深，在香港街頭問路，不但會
有人幫忙指路，旁邊也許還會有人幫忙介紹附近的建築物。和港
人做同事的黃小姐也漸漸為港人的「熱心」折服。「遇到問題最
好向香港同事請教，即使平時不熟悉，他們都會很仔細介紹分
析。現在覺得香港人是該『小器』時才『小器』。」

退休中產做北斗星 助魯開拓社工事業

發展社會服務
重塑

兩社工組織 年助5千弱勢者

痛惜內地人文關懷精神的失落，港人黃智雄8年來先後捐資400餘萬，在山東設立兩個社會服務組織，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想告訴大家，人生的價值不光只有錢。「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如果同胞的人文關懷將來變得更好了，我會很榮

耀自己貢獻過一份力量。」黃智雄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港 在山東

■黃智雄十
分重視社會
服務專業的
培訓工作。

內地 看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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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商場打折花樣多 挑選需謹慎

優惠名目 實際折扣 換算公式

1元換3倍禮金券 3.3折 商品原價/3=所付現金

1元換2.3倍禮金券 4.35折 商品原價/2.3=所付現金

1元換2.5倍禮金券 4折 商品原價/2.5=所付現金

1元換2倍禮金券 5折 商品原價/2=所付現金

1元換1.3倍禮金券 7.7折 商品原價/1.3=所付現金

300元換1000元禮金券 3折 300元禮金券可購買1000元面值的物品

300元換900元禮金券 3.3折 300元禮金券可購買900元面值的物品

300元換750元禮金券 4折 300元禮金券可購買750元面值的物品

300元換450元禮金券 6.7折 300元禮金券可購買450元面值的物品

註：在「300元換1,000元禮金券」促銷模式下，各個禮金券之間不能通用，只能在

使用同類禮金券的櫃台中使用一種禮金券。「1元換3倍禮金券」促銷模式則是

在收銀台收款時直接打折，各個禮金券之間互不影響。

資料來源：各商場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深圳商家促銷折扣解碼

別墅抵債「一女二嫁」港商產權被侵
以 說法

生 貼士

■深圳商
場促銷方
式 花 樣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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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制，但在不少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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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外出吃飯習慣採
AA制，但在不少內地人
眼中卻被視為「小器」。

■社工與智障人士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