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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冰雪消融，萬物復甦，在聶忠芳總投資近四億人民幣的觀湖生
態頤養中心，記者見到了這位在當地頗有些名氣的企業家。假如不

介紹的話，你會覺得眼前的他是位溫文爾雅的「教書匠」，穿着樸素，目
光含笑，講話不緊不慢，很難在他身上找到商人的影子。也許正是這種敦
厚質樸的性格，使他在商海中行穩致遠，慢慢將自己的事業做實做強。今
天，他再次敏銳抓到國家優先發展養老產業的政策，回報家鄉，投資幹起
養老產業，讓生活在這裡的老人過上更舒服的生活，實現「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的價值回歸。

從「包工頭」到養老院院長
聶忠芳今年已58歲，周圍的老夥計們不是已經退休，就是馬上要退休，
而他人生的又一個新起點才剛剛開始。問他「為什麼選擇婆婆媽媽的養老
產業」，聶忠芳的語氣有點動情：「前幾年，父親突然去世了，感覺陪伴
他的時間太少了，心裡很不好受，覺得是終生的遺憾。從那時起，我在街
人看到每一位老人都感到很親切，都像看到了去世的父親。為讓更多的老
人老有所居、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我心裡就萌發了建養老院的想法，沒
別的。」
周圍很多親朋勸他，這麼大年紀了，別再幹了。甚至當初有人拿高出土

地幾倍的價錢來購買，均被他婉拒。2018年，他懷着內心深處對家鄉的熱
愛，對老人們晚年生活的關心，毅然決然傾囊而出，開始建設總面積約
16,000平方米的養老工程，它也是黑龍江省內規模最大，集養老、醫療、
旅遊、老年綠色食品深加工相融合的現代新型養老服務產業體系。
吃水不忘挖井人。聶忠芳告訴記者，他特別感激這些年來關心、幫助他
的省裡的和市裡的各級領導，沒有他們站得高，看得遠，一切從老百姓的
福祉出發，哪裡可能有今天的這一切呢。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感謝自己賢
內助的理解和默默奉獻。

傾情付出不求回報
不少生意人做事，追求把投資賺個盤滿缽滿。聶忠芳對此坦言，「做養
老，是一項資金回報很慢很慢的產業，會比把錢投到金融機構收益少得

多。但從決定開始做養老產業那天起，我就沒想過要如何掙錢，而是要
把這裡的環境搞好，讓老人住得安心，讓兒女們放心。老人們在這裡交的
伙食費、醫療費用都是交多少用多少，不會在這掙老人一分錢。只有這樣
才能把養老產業做好。」
2011年，聶忠芳又有了新的身份，當選上齊齊哈爾市政協委員，積極為
當地參政議政，每年他拿出的提案都不一樣，今年是旅居養老，而以前都
圍繞在空氣品質、生態環境等問題上。他說，「齊齊哈爾風景秀美，人傑
地靈，就連丹頂鶴都要選擇在這裡棲息繁衍，相信老人們在這裡安度晚
年，享受生活，一定會是很好的選擇。」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鶴城」築巢「夕陽紅」聶忠芳：

在「鶴城」齊齊哈爾市繁華的商業區中心，風景怡人的東湖

南岸，有一棟23層高的「養老院」十分醒目。一位頭髮略顯

花白，但身手矯捷的大叔在大廈內摸摸這，瞅瞅那，挑剔地檢

察着各樓層內的裝修和新到的家俱。他，就是大廈主人——齊

齊哈爾市政協常委、觀湖生態頤養中心投資人聶忠芳。這棟大

廈及其附屬的花園和暖房，是他傾盡打拼幾十年經商所得投資

興建的黑龍江省最大的養老產業項目。春暖花開之時，在「長

壽之鳥」丹頂鶴繁衍棲息的北疆黑土地上，將有上千位長者在

此安享晚年，譜寫夕陽紅。 圖、文：于海江

委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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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忠芳為把觀湖生態頤養中心辦
好，以取之於社會、服務於社會的擔
當和責任感，從2013年起，先後對
國內外近兩百家養老機構進行調研，
同時對齊齊哈爾旅遊現狀、醫療現狀
進行了三年多的全面調研。
每一次考察都是一次學習的過程，
聶忠芳為了讓老人住得更舒適，吃更
好，他的足跡不僅走遍了全國多數省
份，日本也留下他學習考察的身影。
聶忠芳說，每一個養老院，都會有自
己獨特的發展優勢，結合齊齊哈爾本

身的特點，對自己的養老產業都是很
好的借鏡。他舉例說，現在我們提供
給老人用的傢俱全是實木材質的，而
且都是經過處理沒有突出的稜角。這
樣做雖然成本提升了，但對老人生活
空間的安全起到了良好保障。
聶忠芳說，「調研中發現黑龍江省

老齡化程度在全國是非常高的，齊齊
哈爾更高出全省平均水平，高達
21.5%。未來這些老人將如何生活，
是擺在眼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東北三
省曾面臨年青人南下的尷尬局面，有

些老人也獨自在家生活，還有一部
分隨兒女一塊去南方生活，但這些
老人很多在年紀大的時候都會選擇
回到家鄉。老有所養是我們義不容
辭的義務。」
聶忠芳通過調研，促成了與齊齊哈

爾醫學院、加拿大養老協會聯合打造
國際標準的養老機構從業人員培訓基
地，並與日本合作打造高端日式特色
養老模式。談及未來的目標，聶忠芳
說，要中高檔相互搭配，以確保企業
未來可持續發展，但更為重要的是要

拿出50%的床位作為低回報普惠型養
老，承擔起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

行萬里路 取經兩百餘家國內外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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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忠芳（左二）與工作人員在檢察廚房設備

■室內裝飾已基本就緒，設有乒乓球室。

施榮忻：深耕社區 履職建言 共渡時艱
修例風波未息，新冠肺炎疫情未止，香港經濟、民生

恐陷入新一輪嚴峻挑戰。面對社會積怨、失業率上升等

問題，深圳市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施榮

忻日前接受文匯報《人民政協》專訪，談及政協委員的

履職心得，他強調政協委員雙重作用的發揮不應僅限於

所在省市，而應該深耕社區，利用自身獨有的資源與平

台，使粵港發展相互補充。

資源互補 發揮作用

回歸以來國家給予香港高度的自
由度，但「自由」就恰恰讓香

港成為了政治的焦點，以至醞釀成持
續半年的社會紛爭。施榮忻認為，市
民對於社會民生改革，青年向上流動
空間擴展或日常生活改善方面，有着
不同的期待與訴求，但由於個別政黨
之爭、反對派的拉布，香港社會民生
發展放緩，進步出現斷層。他指，作

為愛國愛港的政協委員，既要觀察和
了解國家的發展也要深入了解香港的
社會民生，通過自己的關係、資源和
平台，使兩地發展雙結合、雙融合、
雙合作，達到一個互補長短的目的。
個人來說，未來除了發揮政協委員建
言獻策的功能以外，更要深入參與到
香港的社區，通過自己在深圳和廣東
的經驗感受，在香港需要的時候將資
源及時補充到香港來，亦或發揮身處
香港的國際優勢，把獨有的看法和觀
點補充到內地，及時支持真正想為市
民、為香港做事的人為其提供必要的
資源。他堅信，這才是未來政協委員
或人大代表應當肩負的重任。
施榮忻表示，在目前疫情嚴峻之下

他深深感受到國家與香港的唇齒相
依。他引述早前港大醫學院盧寵茂教
授所講，「我們共同面對的是病毒，
而不是哪一個省」。過去內地在發生
地震等嚴重災害時香港各界傾力相
助，如今香港在疫情初期口罩儲備
缺乏時也得到了內地的支援。

另闢途徑 紓困解難
另外，受修例風波帶來社會撕裂及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影響，有見近月
經濟情況欠佳，酒樓食肆情況轉差、
旅遊業凋敝、中小企困難，失業率恐
有下滑。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
讀《財政預算案2020》，其中推出向

永久居民全民派錢一萬元的措施，希
望短期紓困。施榮忻說，他過去並不
贊成派錢，但是香港今次遭受雙重打
擊，相信是政府無可奈何的選擇，應
予以支持。另外他還提到，作為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及香港菁英會主
席，他建議相關有心愛國愛港團體成
立一個基金，希望推動暫不需要這筆
錢的有心人捐助到基金，並將之用在
這次未能受惠的市民身上。他指，全

民派錢雖能解決很多市民的燃眉之
急，但未能照顧到所有市民，作為政
協委員，可以從政策的不足之處再建
言獻策，另闢途徑幫助更多人。他又
提及，一萬塊未必能為過去半年的社
會撕裂帶來很大的幫助，未來9月份
的立法會選舉，是很大的挑戰，也會
比較艱難。預計未來三年香港環境更
嚴峻複雜，要突破困境，就有賴全港
市民團結同心，共渡時艱。

香港政治經濟形勢同樣與國家難以分割，疫
情衝擊之下行業蕭條，施榮忻認為粵港應加強
合作，香港更應好好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他
指，除了過去香港傳統上擅長的金融、經貿領
域合作以外，一定要加強人才合作、人才互認
及資源互補。
他特別提到，多年來非常期盼兩地旅遊業的進

一步合作。「我其實十分期盼國家能夠放開政
策，希望國家在一些老百姓所需的日用品的稅項
還有購買成本上做出調整，使得內地居民可以在
當地購買到譬如奶粉、尿布等日用品，以及常規
藥用品包括口罩、消毒酒精等。」他指，消費稅
不需要降低，但相關部門是否可以降低相關要求

放寬准入門檻，讓特殊日用品可以直接進入內
地。一方面，方便內地居民，另一方面，使內地
居民不必蜂擁香港購買，避免類似新界等近大陸
地區產生遊客與香港當地居民的紛爭。他強調，
從日用品方面也許有助於解決一些持續多年的兩
地矛盾。至於內地民眾擔心容易在本地買到假冒
偽劣的產品，施榮忻指，希望政府建立一個強而
有力的監管平台，政府的監管行為非常重要。
施榮忻還指，通過這一次疫情，相信未來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還是要以政府來推動，一定
要把醫藥衛生、社區衛生、社會衛生作為重中
之重；建立自我檢測、自我對社會負責的醫療
制度也會是未來14億人口的重要課題。

冀粵港進一步加強旅遊業合作

■2019年11月9日，施榮忻獲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頒授銅紫荊星章。

■2020年2月27日，施榮忻出席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與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在北角的口罩派發活動。

■2019年6月24日，施榮忻聯同香港菁英會一眾成員到
灣仔警署總部慰問及支持警方。

■施榮忻出席第六屆深圳市政協會議

■香港菁英會攜手香港全國青聯委員協進會、網上青年協會聯合主辦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與生命對話」系列
活動。（左七為施榮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