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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並非某一地區的事
情，無論是貧或富、先進或

是落後的地區都需要面對。吳漢忠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訪問
時指出，青海省面對人口老化的重大挑
戰。資料顯示，2015年全省總人口將達
600多萬人，65歲以上的人口就佔 42
萬，超過總人口的7%以上，以國際標準
計算，這比例已經表明青海已全面進入
了老齡化社會。

人口老化速 及早正視規劃
他認為，當地人口老化的速度相當驚
人，會影響到醫療、居住等生活必須項
目，將會對青海省在提供養老及老年服
務等帶來巨大挑戰，倘不及早正視及規
劃，問題勢將一發不可收拾。
家族從事醫療服務的吳漢忠認為，香

港社會福利服務雖未達頂尖水平，但在
過去數十年間，透過實踐及與其他國家
及地區交流、學習，已經有一定經驗，
青海省政府可以借鏡。

倡「先行先試」建老年公寓社區
他續說，青海省的養老、護老服務仍
在起步階段，承辦的有關機構數量、規
模等仍然不足，加上服務內容傾向單一
化，根本未能滿足到省內養老需求，故
建議當地政府「先行先試」，興建示範
性的老年公寓社區，選址須交通便利，
方便長者日常活動及家人探訪，而區內
可以提供老年保健、醫療、餐飲、家政
等服務，全面滿足長者的生活需求。
吳漢忠解釋，現代家庭結構已從大家
族變為核心家庭，以大家庭為主的傳統

養老模式逐漸削弱，空巢家庭的比例不
斷上升，養老問題更為突出，而通過建
設新型老年公寓社區，可促進和帶動建
設和完善全省養老機構。

留地建設施 應付養老需求
他又建議，應及早規劃養老設施用

地。目前不少城市的老城區人口密度
大，養老服務需求也大，但原有用地相
當緊絀，難以再加設養老服務如養老日
托所等，政府應在新建的社區中，預留
用地以建設養老設施，及將養老設施用
地納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保障養老設
施合理用地需求。

重軟件育人才 引民資邁產業化
除硬件外，軟件也很重要。吳漢忠

說，青海省目前的養老服務亟需培育人
才。雖然各級政府每年均投入大量資源
在老年福利服務，資源更逐年增加，但
單靠政府增加投入，實在不夠應付實際
需要。
因此，他建議引入民間資本，更好利

用社會力量及市場經濟，鼓勵多元投
資、主體投資，興辦老年公寓、托老所
等福利設施，緩解社會對養老服務的需
求。為鼓勵民辦社會福利機構，吳漢忠
更建議政府在資金資助、土地使用、稅
費繳納、簡化項目審批手續等方面，制
訂更多的優惠扶持政策，實行「民辦公
助」，確保投資福利事業得到基本回
報，並在政府的扶持下走向產業化。這
樣既減輕政府養老投入的負擔，投資者
也獲得應有回報，長者更能享受多元化
的優質養老服務，達致三贏局面。

人口老化是國家於21世紀面臨的挑戰之

一，如何將挑戰轉化為機遇，靠的是智慧及

魄力。從事醫療服務的香港江源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青海省政協委員吳漢忠在接受訪問時指，青海省已進入

老齡化社會，有需要盡早規劃，建議考慮將香港的社會福利概念引進當

地，加入民間參與元素，並發展「銀髮」市場，將人口老化變為推動市

場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聞玉樹地震 速調物資救災
2010年，玉樹發生嚴重地震。儘管2009
年才第一次到青海，但心繫同胞的吳漢忠
在知道這個消息後，感到很擔心和震驚，
並立刻組織了支援行動。

吳漢忠在訪問中指出，知道青海玉樹發生地震後，他
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滿腦子記掛着：「青海的同胞如何
呢？」同時，他也立即行動，先在家族企業投資的私立
醫院內，迅速調配大量應急的醫療物資，馬不停蹄把物
資發送到青海救災。
「青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也聯合本港青年各界籌辦賑

災籌款活動，「大家都希望出一分綿力，為青海的同胞
遙遙送上一點祝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身處中國南端的港人，大概只知西
部的青海就是「世界屋脊」。父親在
青海創業，令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吳漢
忠，與「世界屋脊」結下跨越兩代的
不解之緣。青海的一動一靜，都牽動

着這名年輕的政協委員，希望以自己的知識
及幹勁，為青海出一分力，讓這顆高原明珠
更光更亮。

父輩創業結緣 保育好民風純
「與青海這個美麗的地方結緣，要從父輩

的創業說起。」吳漢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訪問時憶述，他的父親早
於1996年在青海成立了家族企業，其中一間
是中外合資公司。那時，青海已經和他的家
族企業結下了深厚的緣分，「最初對青海的
印象，全部都是來自父親的口述資料，就是
這裡風光明媚，自然生態保護得十分好。」
2009年，吳漢忠加入了青海青聯，擔任常

委一職，才正式踏足青海省。「青海真的很
美。長江、黃河及瀾滄江之源頭都在青海省
內，被稱為中國的水塔，一旦受到污染，全
國的水源都會受到污染，為保護這個重要的
天然資源，省政府沒有進行太多的開發，原
始生態保護得很好，民風又相當之純樸。」
他續說，青海有很多少數民族聚居，「中
國共有56個民族，青海省就佔了54個，屬
於一個大融合的地區，往往在同一飯桌上食
飯，席上就有來自不同的民族，有其本身的
風俗習慣，十分有趣。」

回港搭溝通平台 助青年發展
2009年首次踏足青海，令他更加認識和了
解青海，回到香港後就和一班青海青聯的港
澳委員創立了「青港青年交流促進會」，為
本港和青海的年輕人，搭建互相學習和溝通

的平台，希望為青海的發展盡一分綿力。「自從2009年
開始，每年都會到青海兩三次，與當地人士建立了一份
深厚的感情。」
從青海青聯常委到青海政協委員，吳漢忠形容，自己

全身投入研究和參與青海，心情十分激動也感到十分榮
幸，因為青海文化底蘊深厚而獨特，宗教氛圍濃厚，其
中以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為主，有藏、回、蒙
古、撒拉等多個民族，各自有不同的文化、風俗習慣
等，「能夠服務54個民族，感覺十分特別。」

現高原反應 常「聞雞起舞」
雖然多次到訪青海，身材健碩的吳漢忠透露，自己去

年在出席政協會議時，卻出現了輕微的高原反應，「每
天晚上總要醒很多次，早上就『聞雞起舞』，早上6點
已經起床，在房間內來回走動等待開會的時間，這是近
幾年起床最早的幾天。」他對是次出現高原反應大惑
不解，遂詢問當地的朋友，但朋友只說了一句：「你們
是從平地來，出現高原反應是很正常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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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海青聯常委到青海政協委員，吳漢忠形容，自己
全身投入研究和參與青海，心情十分激動也感到十分榮
幸。

■■吳漢忠表示吳漢忠表示，，青海省已進入青海省已進入
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社會，，有需要盡早規有需要盡早規
劃劃，，發展發展「「銀髮銀髮」」市場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青擁天然資源 港搭世界橋樑
青海省發展速度相比其他省市稍慢。吳

漢忠在訪問中坦言，青海省以「落後」的
生活環境，換取數億人民的食水安全。不
過，他認為青海擁有龐大的天然資源，而
本港作為國家對世界開放的窗口，可發揮

更積極角色，把青海的產品及美麗的風貌向外
推銷，令青海登上另一個新台階。

自然資源豐 盛產養生品
吳漢忠在訪問中表示，青海作為三江（長

江、黃河、瀾滄江）源頭，為數億人民提供飲
用水，為免水源受到污染，放棄工業建設和發
展。雖然青海工業發展受限，但省內具有得天
獨厚的自然資源，「青海擁有中國最大的內陸
高原鹹水湖（青海湖），也是旅客前往西部旅
遊時的必經之地，更是登山者的樂園。」
他續說，除了西藏那曲盛產冬蟲夏草，青海

玉樹也是產量豐富的地方，對於喜歡進補的港
人，無疑是一個寶藏；除了冬蟲夏草之外，青
稞類的產品、黑枸杞、野菊花、牦牛肉等也是

廣為人知的保健食品，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融資促發展 合作空間大
內地改革開放不經不覺已經30多年。吳漢忠

指出，青海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尤其在東部
更是發展神速，獲得了巨大成功，說明只有越
開放才會獲得越大的發展。所以，他建議青海
的未來發展，應主力對外開放，只有面向全
國，才能把青海的獨特魅力展示人前。香港作
為國家對世界開放的窗口，同時也是連接世界
的橋樑，通過香港，青海的發展將會登上另一
個台階。
吳漢忠強調，本港具有大量的國外社會資金和

自由的融資平台，可以給青海的企業提供發展動
力，青海也可以通過香港，獲得更多國外資本，
為青海發展帶來新契機。他認為，香港和青海將
會有更大的合作空間，除旅遊業外，對外貿易、
高原農畜產品出口和加工也是突破口，香港應把
青海這片神奇而又美麗的地方向世界展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青海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並作為三江（長江、黃河、
瀾滄江）源頭，為數億人民提供飲用水。圖為流經青海省甘德
縣的黃河。 資料圖片

負笈清華 睹內地「菁英雲集」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當年還是中學生的吳漢忠，較他人早着
先機，中學畢業後進入了清華大學，身體力
行為貢獻國家做好準備。在負笈清華期間，
他深切體會到內地人才鼎盛，年輕一代學習

能力強，對新事物又抱濃厚興趣，深信國家未來欣
欣向榮。

讚清華生「厲害」勤奮智商高
生於香港，吳漢忠從小學到中學都是接受英式教
育，從小到大都聽到「香港學生很叻」的訊息。回
歸翌年，正值內地高校首次在港招收港、澳、台學
生，他把握了這個機遇，到清華大學修讀人文社會
科學，成為最早回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之一。
在與內地學生一同學習期間，吳漢忠衷心認為，
以「厲害」一詞形容內地學生一點也不為過，因每
個清華同學都勤奮、智商高、記憶力強，都是出類
拔萃之才，絕非「死讀書」的書呆子，「他們很厲

害！……內地學生的水平，不下於香港學生，甚至
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笑說，「當然，能夠踏入清華大學的校園，全

部都是來自各省名列前茅的學生，為人群中的塔
尖……在這種環境下，沒有人敢說自己很聰明、很
勤力，因為身邊總會有一個較自己勤力及聰明的同
學。」因此，校園內形成了謙虛、努力學習的文
化。

留學外國急增 勉港生目光放遠
過去10多年，國家無論是國力、經濟等方面的發

展速度都十分迅速，內地學生出國留學，也從過去
「很想去」變成「必定會去」，令海外留學生數目
不斷上升。吳漢忠指出，他所接觸到的新一代內地
大學生，腦筋都相當靈活，領導才能一流，學生會
工作也做得有聲有色，現在更具備了豐富的國際視
野。香港學生也應該將眼光放遠些，接受更多新事
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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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
生全是來自各
省名列前茅的
菁英，因此，
校園內形成了
謙虛、努力學
習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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