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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羅湖口岸1公里的深圳羅湖金岸小區，

居住着500多位香港居民。十餘年來，港人業

主倪德宏發起成立業主委員會，與深圳社區工

作人員一起，將小區治理得井井有條，其間親

身體會到深圳基層服務的高效便捷。如今，金

岸小區不僅是倪德宏投資的一處物業，更是他

安身立命的家園。「我已經讓孩子落戶深

圳。」

深圳是港人北上首站，在規則制度層面探索

適合港人的模式，起步最早，創新亦最多。對

於很多港人來說，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經成為了

值得長久託付的家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李望賢深圳報道

港人參管社區

感受便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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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

居深業主：這裏值得託付 已讓孩子落戶

醫療：香港居民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長者醫療券常態化，
7家定點醫院提供香港病人轉診服務（全市範圍）；部分社區
健康服務中心提供「60歲以上老人免費健康體檢」

購房：

◆港人購房資格與深圳市民等同

◆就職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等五類單位的職工，可自
願繳存住房公積金，並使用公積金貸款

◆深圳認定的高層次人才、緊缺人才和技術人才，可申請人才
住房（全市範圍）

就業：創業港人可根據各區和孵化器政策申請創業補貼；失業
港人可辦理失業登記並領取失業保險金（部分社區）

救助：港人基本生活遇到問題可享受深圳市民同等待遇申請臨
時性、應急性救助（部分社區）

教育：港澳生視同非深戶隨遷子女，可以通過積分申請就近入
讀公立學校（全市範圍）

交通：60歲以上港人持居住證可免費乘坐公交地鐵（全市
範圍）

社區服務：基層綜合政務平台為港籍居民提供居住登記、優生
優育檢查、健康碼申報等30項服務（部分社區）；港人服務
中心提供就業創業、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

40年前的今天，深圳經濟特區正
式宣告成立。四十年來，港人在深
圳的活動半徑，從過去的羅湖商業
城擴大到了地鐵、高鐵沿線的龍
崗、光明、坪山。港人對深圳的認

知，在北上投資開廠、休閒娛樂、成家置業、求學
養老之中不斷深入。港人與深圳的聯繫，從過去學
習、工作層面的生活需求延伸至友情、愛情和親情
上的情感紐帶。

「這次疫情讓我對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這
是近期筆者採訪中聽到最多的話。政策不再是停
留在書面上的文字，而是被貼心編制成可以按圖
索驥的「明白卡」，駕駛證互換、房產證登記、
子女上學問題上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很快找到
相應部門查詢。 「以港人服務港人」的辦法，更
是深圳為港人融入所做的創新探索。深圳市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一系列社區治理舉
措，又讓港人對深圳有了新的認識——有擔當有

銳氣，更有溫情有煙火氣。
在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深圳梳理了一份3萬

餘字的報告，主題是大灣區框架下的深港規則銜
接。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深港在功能定位上
各有分工、各有側重，兩個城市在灣區的角色定
位決定了是互相不可或缺一起發展的共同體，深
港規則銜接不僅為大灣區協同發展打下良好基
礎，也是為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提供助力。未
來大灣區人才流動的障礙將進一步消除，香港人
應該抓住大灣區發展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
大局，北上親身體會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的意義。

今年35歲的倪德宏是港鐵公
司的一名程序員，常年往

返位於深圳羅湖金岸小區的家和
在九龍的辦公室。羅湖金岸小區
居住着567位和他一樣的港人，有
子女在香港的獨居長者，有老公
在香港工作的全職媽媽，也有常
年在深圳投資的港商。
「十年前，我剛住到金岸時，這裏就有很多港人，但
他們大多都是把物業出租，自己並不在這裏生活。」倪
德宏回憶，港人業主佔比例很高，卻不參與公共治理，
小區公共環境逐漸破敗不堪。「電梯經常壞，停車場亂
停，綠地被侵佔。」為阻止居住環境繼續變差，3年前，
倪德宏與鄰居籌備成立業主委員會並當選為主任。

社區擬啟用智能服務機
隨着參與社區治理、對深圳政府服務的了解深入，倪
德宏對深圳城市管理逐漸產生好感。過去回鄉證在深圳
政府部門辦事系統內無法認證，導致生活中多處不便，
因此倪德宏不斷向各個部門反映這些問題。去年以來，
隨着回鄉證功能升級，深圳各辦事單位隨即在網絡政務
平台系統中加入了「回鄉證」選項，港人可以直接使用
回鄉證辦理社保、掛號、銀行開卡等事項。此外，羅湖
社區工作站聯合相關企業，專門研發了為港人服務的小
程序，並將在社區啟用「港人智能服務一體機」。據了
解，「一體機」上內置深圳政府各部門職能指引，港人
在深圳生活所涉及的兩地駕駛證互換、房產證登記、子
女上學等需要向政府申請辦理的事項，均可以在一體機
上辦理。
深圳生活的便利性也讓倪德宏感觸頗深。「在香港出
門還要帶現金、八達通。很多地方快遞外賣不送，辦事
需要親身遞交紙質材料的場合比較普遍，而這些事在深
圳都可以用手機完成。」倪德宏表示，他的孩子在深圳
出生，已經辦了深圳戶籍，未來還考慮讓孩子在深圳讀
書。他笑着說，未來應該會有很多家庭像自己一樣，
「父親是香港人，兒子成了深圳人。」

深抗疫效率令港人讚歎
讓更多港人對深圳城市治理觀感有了更大幅度改變，
是從參與社區抗擊疫情開始的。深圳應對快速，措施有
序，信息公開透明，逐漸讓港人改變了對深圳的看法。
倪德宏認為，相比香港的隔離政策，深圳的隔離執行得
嚴格而徹底。「香港居家隔離，同住家人還是允許外出
或者照常上班的，按照內地的經驗，這是一個社區傳播
隱患。而深圳，人從機場、口岸回來，防疫工作組全程
跟隨，去酒店檢測，隔離都有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隨時
跟訪。」他說，目前，香港疫情還很嚴峻，深圳從4月
份起就逐漸擺脫疫情困擾。
羅湖金岸所在的深圳南湖街道羅湖社區聚居了4,643名港
人，由於春節前後疫情來勢洶洶，導致小區內「跨境家
庭」的生活困難層出不窮。南湖街道羅湖社區面向社區的
幾千名港人發放了包含着口罩、消毒液、體溫計在內的愛
心禮包，以及社區工作站給港人的一封信，提醒他們如何
做好防護。打開愛心禮包、看到裏面50個口罩的那一刻，
很多港人都表示「安心了」「心裏踏實了」。

社區服務專班援隔離港人
疫情期間，不少在深圳居住、過去需要定期返回香港
就醫的老人難以在內地找到合適的藥物，兒童無法返回
香港打疫苗。羅湖社區聯絡香港工聯會，協作為長者、
兒童等近50人購買了日常用藥。社區協調10餘名港人兒
童轉去附近深圳社康打疫苗，協調附近
學校接收13名港籍兒童回流入學。對於
居家隔離的港人，社區制定了「一戶一
服務專班」的工作制度。每一個服務專
班分別由網格員、社工、心理諮詢師、
志願者、物業人員等共同成立，為近百
名隔離港人提供了關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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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德宏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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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社區工作站為港人專門設置了羅湖社區工作站為港人專門設置了
辦事專區辦事專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攝攝

▼不少港人做義工，為隔離家庭
送快遞。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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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在羅湖社區工作站內的港人服務中心是
全國首個專為港人設立的服務中心，圍繞着港
人在內地生活的辦事、就業、就醫等6個難
題，中心分別設置了職能不同的6個平台，由
不同的工作組負責。羅湖區南湖街道羅湖社區
工作站站長、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書記張彩蘭探
索了兩種服務港人的常態化機制，包括引入了
32名港人骨幹參與社區服務，以港人服務港
人。對於港人的重大困難，需要多部門協調
時，中心為此設置了聯席會議制度，保證協調
和解決的效率。

針對不同情況分別派員服務
開始籌備港人服務中心是源於這樣一件事：

4年前，張彩蘭剛剛來到羅湖社區。她在辦公
室接到一個電話，要求她必須趕去一個突發疾
病離世的港人家裏暫時照管兩個小孩。「我們
趕過去的時候看到現場場景心裏一震。兩個小
孩一個3歲，一個5歲。孩子媽媽聯繫不上。」
這事對她震動極大，令她下決心深入港人的生
活，建立一套專門為港人服務的完善系統。
「中心派出工作人員，根據港人婚姻家庭情

況和居住時間進行了詳細了解。針對不同情
況，分別派出工作人員精準服務。」 在張彩
蘭的案頭，社區港人的小區分布、男女比例、
老少數量，有一份圖文並茂的資料。港人回鄉
證在內地辦事不便捷，中心特別找到相關企
業，為港人定製了「智能辦事一體機」。

聯席會議協調多部門處理問題
對於港人在社區生活中出現的複雜問題和需

求，中心還特別探索了一種聯席會議制度。
「如果單一部門和社團無法解決，則需要中心

的多個部門溝通協調。我們需要保證協調的效率，不能扯
皮。」聯席會議除了中心之外，還有羅湖社區黨委、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工聯會位於深圳的諮詢服務中心等合作單
位參與。會議規定原則上每季度召開一次，根據港人需求
可以臨時加開。參與的成員單位需要主動研究與港人需求
有關的解決方案，並確定執行人和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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