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年首次擔任
福建三明市港澳特邀
政協委員的陳信傑表
示，「當時第一次參
會有點緊張，也很興
奮，在做好本職工作
的同時，還要代表各
自的界別履行政治協
商、民主監督、參政
議政的職責，感覺任
重道遠，很榮幸有機
會為大家服務。」

「三明山清水秀，地傑人靈，習近平總書記說綠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三明應該保護好這一方水
土，良好的生態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陳
信傑十分青睞三明的綠水青山，今年三明市兩會期
間他就與其他兩位港澳政協委員一同撰寫聯名提案
《關於加快高鐵高速路沿線生態公益林建設的建
議》，建議三明市在改善交通環境之時，注意恢復
沿線植被，營造青山綠水的生態環境。陳信傑表
示，「兩會是港澳政協委員增進對三明了解，加深
與三明聯繫的良機，我會通過兩會平台積極建言獻
策，為三明發展獻計出力。」
三明泰寧的美景如詩如畫，讓陳信傑讚不絕口，

大金湖的峽谷與曲流相得益彰，船行其間，兩岸奇
石異洞，曾讓他目不暇接。「有一種風景在記憶深
處，我去過幾次泰寧，印象非常深刻，泰寧的旅遊
生態資源豐富，旅遊轉型可以向養生養老項目發
展。」他亦建議內地新僑鄉的三明，可以利用僑務
資源吸引華僑回國養老，迎合海外華僑華人落葉歸
根的心理訴求。

從香港城市大學中國商業管理專業畢
業後，陳信傑赴英國新特蘭大學深

造。2014年陳信傑接過父親重任，在家族
旅遊企業任董事總經理，主要承接兩岸青
少年交流活動項目。「2015年台灣青少年
『大陸尋根之旅』三明夏令營營員49人，
2016年是163人，2017年86人，今年40
人。」作為活動台灣承辦方兼團長的陳信
傑對這一組數據如數家珍，「『尋根之
旅』夏令營是台灣青少年認識三明、了解
三明的重要平台，對台灣青少年而言確實
意義非凡，我希望把更多台灣學子帶來認
識大陸。這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應有更為

深刻的認知，比如關於文化、關於歷史、
關於未來。」

盼兩岸學子互有更深認識
此次三明「尋根之旅」，陳信傑亦帶

來了團員、台灣無臂小畫家林育夙，他
以足代手彩繪生命，曾榮膺全球熱愛生
命獎。首赴大陸，林育夙在夏令營學習
書法藝術、剪紙藝術等傳統文化課程，
帶給大陸學子極大的震撼。「林育夙對
生活的態度是我們的學習榜樣，我也希
望把台灣正能量傳遞到大陸，兩岸關係
的未來在廣大青年，兩岸充滿了互相溝

通和了解的渴望，兩岸學子也會身體力
行去感知對方，證明兩岸是一家，同胞
心連心。」陳信傑表示。

團員轉飲茶品味祖國文化
「每次帶團都責任重大」，陳信傑表
示，團隊的營員安全排在首位。「我任團
長期間緊繃安全弦，還要把安全教育融入
活動中，讓孩子們參與其中學到不少安全
知識，保證夏令營的順利進行。」回憶起
去年7月夏令營活動，有個台灣小學生天
熱中暑，陳信傑從三明永安桃源洞曲折的
山路中小心翼翼地背着他下山，夏日炎炎

熱得他滿頭大汗甚至中暑。
讓陳信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台灣

青少年「尋根之旅」夏令營福建安溪營
的活動，零距離接觸、系統地體驗安溪
鐵觀音的傳統手工製作工藝和製作過程
之旅。港台很多學子從小都是飲汽水長
大，從那次活動後不少青少年朋友開始
嘗試去喝茶，了解中國茶文化，這亦讓
陳信傑覺得頗有成就感。「那次活動
後，我慢慢嘗試尋找不同的泡茶方法，
到現在自己喜歡飲茶，研究茶道，了解
了不同季節飲不同茶，不同茶功效不一
樣。」陳信傑道。

做兩岸交流使者做兩岸交流使者
港青收穫豐富港青收穫豐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台灣中華華夏青年關懷總會會長、2018年台灣青少年

「大陸尋根之旅」夏令營福建三明營團長、港人陳信傑，日前剛剛率團結束此次行程。他深有感

慨地說：「很榮幸能再次帶領40位台灣青少年學生來到山清水秀的三明進行為期十天的夏令營活

動，希望台灣青少年朋

友能在短暫的交流中留下

美好的記憶，真正感受中

華歷史與文化的無窮魅

力。」陳信傑稱，他會努

力進一步推動三明台灣青

少年交流深入發展，雙向

互動，做兩岸相互交流

的友好使者。

首任政協委員
用心履職獻策

■陳信傑表示，他會通
過兩會平台積極建言獻
策，為三明發展獻計出
力。 受訪者供圖

■■陳信傑和台灣無臂小畫家林育夙在一起陳信傑和台灣無臂小畫家林育夙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18年台灣青少年「大陸尋根之旅」夏令營
合影留念（前排右三為陳信傑）。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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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港人在內地銀行開戶需提供內地地址證明要求；

取消銀行櫃員機跨境提款手續費；

放寬攜帶現金出入境限額及匯款金額上限；

簡化港人使用回鄉證在內地辦理各種事務的手續；

提供港人長者內地乘車優惠待遇；

容許港人自願加入內地信貸評級資料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整理

便利港人內地出行 工聯會提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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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回鄉養老
享受灣區便利

粵港人新福利政策一覽

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理念下，粵港兩地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人在

內地生活的政策，使得在灣區生活的港人深感「國民待遇」時代正在來

臨。在香港工聯會的幫助下，香港文匯報記者聯繫到了三位在廣州居住多

年的港歸長者，他們用親身的經歷和體驗，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敘說了這些

年來在內地養老的點點滴滴——新潮的電子支付、方便的長者食堂等等。

尤其近一年間，粵港兩地政府為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作出了許多努力，每

一個以小見大的變化都體現了國家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東報道

體驗 冀獲更多「國民待遇」

對於常年在內地生活的港歸長者
們來說，醫療報銷和社保福利仍然
是最為關注的兩大問題。今年72歲
的港歸長者劉仲強，已在內地生活
了十幾個年頭。隨着年紀的增長，
他感到身體的病痛也相應頻繁，因
而解決看病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以前身體好生病少，偶爾感冒發燒這類小病都
是直接在內地醫院自費買藥，開銷也不大，也不用
排隊很久，相對方便。」劉仲強表示，隨着年紀增
長，對大病的擔憂日益增加，對醫療券的依賴也就
更大。「在內地生活的港人每年能獲得2,000港幣
的醫療券，但目前適用範圍僅限於香港的醫院和港
大深圳醫院。」他認為，對於腿腳不便的長者來
說，每次生病都要回港或到深圳，不僅路途不便，
路費的開銷也可能多過看病的費用。

冀增醫療券試點醫院
對此，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表示，港

大深圳醫院試行長者醫療券計劃已有兩年多時間，
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醫院周邊的港歸長者，試點成效
也證明這一嘗試的可行性。而生活在內地不同地區
的港歸長者們對開放更多醫療券試點醫院的呼聲越
來越高，加上內地設備和醫療水平完善的三甲醫院
不斷增多，「通過我們的考察，香港政府與內地醫
院合作開放更多試點是完全可行的。」邵建波說。
除此之外，劉仲強還就一些生活開銷的細節提出

了建議。「內地長者達到一定年齡後，可以享受免
費公交乘車和半價長者食堂等福利，這些福利的金
額雖然不多，但更多體現了政府的一種關懷。」他
表示，這些小額花費雖然不會對日常生活造成困
擾，但同為長者，他不希望自己被「區別對待」。
對於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港歸長者們和工聯會

都期待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後能夠有所改善，
「國民待遇一直是港人在內地生活期待獲得的權
利，如果能趁着大灣區提出實現，對未來香港人才
的流動也會有很大幫助。」邵建波稱。

在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的會議
室，三位年紀均在七旬上下的

老人一邊喝着茶水一邊用純正的港式
粵語交談着。不同於年輕人，長者們
對互聯網的使用並不熟悉，每當政府
有涉及港人福利相關的政策出台，工
聯會就成為了他們獲得最新信息的重
要渠道。最近的菜價如何，哪家醫院
條件好，生果金是否準時發放，哪家
銀行兌換港幣方便……他們關心的都
是最貼近日常生活的話題。

熟悉內地生活 回鄉證得認可
今年68歲的關阿姨，把自己比作半
個老廣州。早在1985年，就職於香港
一家進出口貿易公司的她，就已經多
次隨五礦交易團參加廣交會，直到上
世紀90年代末退休，她連續參展了近
30屆。「這些年我一直來往於內地和
香港之間，對內地的生活狀況也比較

熟悉，退休之後就留在廣州做起了生
意。」關阿姨表示，在自己的影響
下，她的子女也都留在內地發展。雖
然熟悉內地生活，但回鄉證與內地身
份證的差異，仍給她造成了一些不
便。「2002年我到北京通州出差，在
辦理住宿時發現大部分賓館的身份錄
入系統都無法識別港人回鄉證，最後
借用朋友身份證才解決。現在這個問
題已經基本解決了。」關阿姨說。
從去年開始，廣州市民政局推出了

服務長者飲食的長者食堂，當地長者
可憑身份證到食堂以半價吃到安全健
康的一日三餐。關阿姨的居住地附近
正好也有一個長者食堂服務點，與內
地長者們一樣，憑着回鄉證上的年
齡，她也可以享受到長者食堂的服
務。「唯一的不同是，由於沒有內地
身份證，我享受不了半價的福利。」
關阿姨說，雖然價格上有差異，但長

者食堂對回鄉證的認可，正是內地政
府為港歸長者在內地生活便利作出的
改變。
作為一名與時俱進的長者，關阿姨一

直有使用智能手機的習慣，「這兩年手
機支付功能普及率很高，香港許多店舖
也開始接受這一支付方式。」關阿姨沒
有落後，去年她通過在內地的家人身份
證申請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功能。關
阿姨表示，手機支付很方便，香港之所
以有許多人不願嘗試，一部分原因是香
港身份證和回鄉證很難申請支付寶，
「如果能解決這一問題，相信大家的積
極性會更高。」

「廣東計劃」重啟 放寬申請限制
對於生活在廣東的港歸長者群體來

說，過去一年最大的變化當屬停滯一
年多的「廣東計劃」再度重啟。據了
解，社會福利署（社署）於2017年7

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在
「廣東計劃」下再次推行為期一年的
一次性特別安排，讓已移居廣東並符
合所有其他申請資格（包括年齡、適
用於65至69歲申請人的入息和資產規
定等），但未能符合申請前連續居港
一年規定的長者，無須先回港居住一
年亦能受惠於「廣東計劃」，惟申請
人必須在緊接申請日期前已連續在廣
東居住最少一年。
這一項目的重啟，使

得兩年前因年齡限制未
達標以及信息獲取不及
時而錯過申請的港歸長
者們重新獲得了機會。
據工聯會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今年4月底，
已通過「廣東計劃」成
功申領津貼的長者總人
數達16,9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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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東計劃」二期啟動，在廣東省內居住並滿足條件
的港歸長者可不用回港居住直接申領長者津貼；

廣州部分區域已取消外籍人士（含港澳台）居住
和工作證明滿一年的限制，港人只需提供相關學
習、工作、居住證明，明確在廣州無住房，且經
過審核，即可購買1套自住住宅；

廣東省公安廳擬取消港人在內地換領駕駛證需提
供在內地居住證明的要求，在內地無物業港人也
可換領內地駕駛證（擬下半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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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
邵建波邵建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關阿姨關阿姨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從去年開始從去年開始，，廣州市民政局推出廣州市民政局推出
了服務長者飲食的長者食堂了服務長者飲食的長者食堂，，當地當地
長者可憑身份證或回鄉證在食堂吃長者可憑身份證或回鄉證在食堂吃
到物美價廉的餐食到物美價廉的餐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電子支付長者食堂

■■劉仲強劉仲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