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聯為法定團體，於 1947
年成立，與機構會員共同信守社
會的公義、公平，以社會福祉為
依歸。社聯致力帶動一個具影響
力、彼此合作，靈活創新的社會
服務界，並透過跨界別協作，與
各持份者同行共創。社聯現時有
超過 510 個機構會員，其服務
單位遍布全港，為市民提供優質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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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境 養 老 
福 利 過 河

近年不少港人退休後考慮跨境到廣東省
及大灣區養老，兩地政府均積極配合，香
港特區政府今年中更與廣東省民政廳簽署

《關於共同推進粵港兩地養老合作的備忘
錄》，進一步推動服務領域交流合作與優勢
互補，提升兩地長者生活品質。至於港府剛
發表的《施政報告》亦強調要增加兩地醫療
合作，包括推出「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
劃」，擴大「長者醫療券」範圍至更多大灣區
醫療機構；探討放寬「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
劃」資格至內地機構營辦的指定安老院；跨
境救護車；「醫健通 +」跨境攜帶電子病歷
等，讓長者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有更多選
擇，同時獲得更適切支援。

安享晚年離不開長遠的規劃，長者決定
跨境養老時必須做好準備，了解有什麼選擇
和服務配套。今期《社情》介紹香港長者跨
境養老的現況，尤其是院舍服務，探討考慮
因素、內地養老選擇，以至政府的跨境福利
措施及政策，讓長者及其照顧者根據自身身
心情況及需求，安排合適的養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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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婆婆今年 79 歲，從 2015 年開始透過社
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與丈夫一
同入住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目前住
在四人房。

李婆婆在香港領取綜援及高齡津貼，當初
申請院舍是因為自己年事已高，未能照顧丈
夫。香港院舍輪候時間長，社工提議兩人申請
內地院舍，很快就安排入住。

李婆婆對內地環境及文化並不陌生，在香
港時也會參加長者中心組織的內地旅遊。她認
為香港生活環境較擁擠，節奏急速；反
之，內地節奏較緩慢，生活則更
有條理及規律，精神壓力較低。

李婆婆表示內地院舍的飲
食起居也不錯，「這裏環境
大，空氣好、乾淨又衛生。
膳食很好吃又健康。」廚師按
照院友的身體狀況及喜好調
整食物口味。院舍生活多姿
多彩，院友每星期到港式茶
樓及大型超市購物，李婆婆
也會和院友唱卡拉 OK、做
小手工，手工成品現在也掛
在院舍公共空間作裝飾。訪問
剛好是中秋前夕，李婆婆說他們
已提前在天台舉辦「大食會」慶祝中秋。
李婆婆有親人在廣東居住，她說：「現在聯絡很方
便，透過電話就可以知道我的情況。他們有自己
的生活，年紀也不輕，不一定要來探望。」護理
員、照顧員及社工也很關心院友的生活起居。院
友只要在有需要時按鈴，職員便會立即提供協助。

李伯伯今年 81 歲， 兩女兒皆有自己的家庭，
以往在香港獨居，他於 2019 年參與買位計劃入住
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李伯伯患有高血壓、冠心病、風濕性關節炎、
肝硬化等長期病，日常需使用拐杖步行。原來計劃
申請香港院舍，但由於要等待數年，經社工介紹認
識輪候時間較短的內地院舍。李伯伯在網上搜尋和
比較香港和內地院舍的資料，以及在 YouTube 看
介紹片段後，最終決定到內地院舍養老。

「我現在已年老，希望居住在環境舒適、地方
廣闊、空氣清新的地方，香港院舍很難達到這些
條件。」

來到內地院舍，李伯伯覺得內地變化很大，
發展很快，交通和網絡通訊也方便得多，日常與
女兒通過微信聯絡也很方便。李伯伯也參加了非
洲鼓興趣班，早上還會與院友一起拉筋及做八段
錦，很享受現在的養老生活。

李伯伯希望居住在環
境舒適、地方廣闊、
空氣清新的地方。

李伯伯喜歡上網，當初也在網
上搜尋各間內地院舍的資料，
以及在 YouTube 看介紹片段。

院舍及醫護人員關
心院友身心健康。

院舍生活 環境舒適

此外，院內康復室提供多
種運動的選擇，包括踏單車、拉繩

子等，並有醫護和康復治療團隊跟進院友身體狀
況。醫療方面，輕微身體不適由院舍駐院醫生治
療，嚴重情況則會及時安排附近醫院就醫。李婆
婆說：「如果院友要求回港治療，院方也會安排
復康車接送。」

多姿多彩 便利

李伯伯認為醫療是最需要改善的地方，他會
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就診，但前往就醫的車費、
醫療費用等開支比在香港就醫時大，醫療券並不
能滿足李伯伯內地醫療需要，加重了李伯伯的經
濟負擔。他希望更多香港醫療福利可以跨境在內
地使用，例如醫療券能在內地醫療系統使用，可
更方便居住在內地的香港長者。

李婆婆閒時練習書法，
放鬆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