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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等在港澳设考场
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两校联招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已经开

始，时间为 !月 "日至 !#日，考试时间为 $ 月 ##、#% 日，
在香港、澳门、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考场。

作为内地招收港澳台侨学生最多的大学，暨南大学、华
侨大学两校 %&#!年招收澳门中学校长推荐保送生已于春节
前放榜，香港中学校长保送生也将于 ! 月 #& 日左右放榜，
成为内地最早放榜的大学。

为满足越来越多优秀的港澳台侨学生的升学要求，%&#!年
两校将扩招，其中暨大本科计划从往年的 #%&&人增加到 #$&&

人，华大的本科计划从 '&&人增加到 ##&&人。 （郑天虹）

余光中说写作不能快
余光中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办一场讲座，谈诗、谈创

作、谈生活感悟，妙语联珠，出口成章，$% 岁高龄的他将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字不错背出，信手引用济慈、拜伦
等人的诗句，令后生晚辈赞叹他的功力。

余光中说，若将自己一生的学识比作一条河，“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是下游，西方文学是一条重要支流，而主流或
者说干流，永远是中国深厚博大的古典文学。

当有同学问他怎样写好诗时，他答：“多读书吧。”他
说，如今恰恰是静不下心来好好读书的网络时代。什么都图
一个快，写作不能快，“科技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

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但
中国人千年来“养儿防老”的养老
方式却不那么可靠了。那，当年华
老去，我们怎么办？老有所养这一
古代的社会要求，到了现代文明社
会，如何兑现？

海峡两岸都迈入老龄化社会，
这是个人的困扰，也是民族的挑战，
拿出解决方案正当其时。今年 !月，
台湾宣布试办以房养老，为养老方
式的探索添了一个新的选择，值得
大家了解、思考。

是福利不是产业

台湾 ! 月 & 日上路试行的以房
养老计划为期 % 年，试办对象 &##

人，限定为 "%岁以上、无法定继承
人、低收入但有房产者，性质为社
会福利而非市场化运作，资金支持
为台湾财政部门的公益彩券回馈金
和试办县市拨款，目前已有 "'##万
元 (新台币)下同* 到账。

主导这项政策的台湾“内政部”
解释，台湾有社会救济门槛，但很
多老人却申请不到低收入户补助，
因为收入和动产部分符合领救济条
件，但却卡在不动产上，台湾八成
老人有自住房，因为不动产而不能
申领救济，但实际生活的确困难。
所以，此次试办的以房养老是社会
救济的补充，让缺少生活费、孤苦
无依又无法领到相关补贴的老人可
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领到生活费。

具体做法是，老人把现有房屋
抵押给政府，由代办银行即土地银
行按月把生活补贴拨入老人账户，
直至老人离世。若生活不能自理时，
护理费用也由政府承担。

至于每月领多少钱，将按房子
的估价现值、性别、年龄合并计算，
由于女性的平均年龄高于男性，同
等条件下，女性的津贴略低于男性。
举例说明，同样是 +#岁的老人，若
不动产估价现值皆为 &###万元，男
性老人每月可领取 !('$ 万元，女性
老人每月可领取 !(! 万元。此外，
房子价值越高，每月领取金额也越
高，同样是 +#岁的女性老人，若不
动产估价现值为 %## 万元，每月可
领取 &(% 万元，不动产估价现值为
+## 万元者，每月领取 ,(&& 万元，
不动产估价现值为 -## 万元者，则
可领到 ,(+,万元。

受益面太小问题不少

以房养老针对的是低收入独居
老人，且有诸多限制条件，包括抵
押房子的公告现值不能超过所在县
市中低收入户不动产的标准。符合
试办条件又愿意抵押房子的老人有
多少？有人认为参与意愿未必太高。
一是观念问题，二是如果老人再婚
呢？就不再符合“无法定继承人”
条件，要中止条约，退还已领款项，
这是个不小的麻烦。还有细心人算
了一笔账，符合条件的老人抵押房
子养老不如卖掉房子去住养老院，
卖房子的钱一般够老人在养老院住
满 !#年。此外，以房养老虽承诺在
老人失去自理能力后付照顾费用，
但到底付多少，如何付，老人没见
到实际例子心里不会踏实。

据官方统计数字，台湾现有 &&

万户独居老人，就算此次的以房养
老试办成功，尚远远不能覆盖这个
群体，况且，养老并非只是独居、
低收入者的难题，一些有子女、高
收入、有中高档住宅的老人也有养
老的困难，特别是失去生活自理能

力后。传统的家庭养老摇摇欲坠，市
场化、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没有确立，
老人们无论贫富都有老来无依之忧，
光靠福利不能代替养老机制的建立。

台湾艺人罗霈颖参加电视讨论
以房养老时说，曾亲眼目睹老人被
小孩赶出家门，因此下定决心买房，
因为养儿防老不可靠。她的计划是
+#岁以前会一直买房，+#岁以后就
把名下房产全数卖出，与其孤零零
面对大房子，还不如去住养老院，
有别的老人做伴。

养老机构人手严重不足

台湾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
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标准，老年人口达
+.的时候，就是老龄化社会，达 &'.

的时候就是老年社会，据台官方统计
数字，台湾将于 ,#&$年迈入老年社
会，老年人口将超过 &'.，达 !!' 万
人。到 %&)&年，台湾 )$岁以上人口
将由目前的 %)&万人增长至 *") 万，
工作人口比率将从 *"+降为 $#+，养
老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台湾不实行计划生育，反而以
育儿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但每对
夫妻平均生子 #/-个，少子化和女性
就业率的提升，令传统的家庭养老
不切实际。&--+ 年以后，台湾的养
老产业化开始起步，发展迅速，向
着居家照顾、社区服务、机构养老
多元发展。

但台湾仍视养老产业为公益性、
福利性产业，政策上给予不少支持，
比如政府建好养老院，交给民营机构
管理经营，也有的政府拿出地皮，与
民间团体合建合管，或者以低息贷款
支持养老机构的建立。目前全台有公
营、私立养老机构千家，但仍然供不
应求，而且照顾老人的工作人员严重
短缺。有专业人士悲观估计，真正受
到良好照顾的老人只占 '.。

高档的养老院设施和服务有较
好的保障，但价格昂贵。以台湾知
名的“润福生活新象”老人公寓为
例，押金至少要先交 %## 万元，每
个月管理费、餐费、水电费约 &/+万
元。若要居住 ,# 年，至少要准备
"##万元，医疗费要准备 &%##万元，
这绝非普通百姓所能负担。

此次台湾试办以房养老，也是希
望给中低收入的老人一个新选择，政
策立意良善，结果尚需时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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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惊蛰“打小人”
! 月 % 日是农历节气中的“惊蛰”，又称“白虎开口”

日，香港、澳门一向有“打小人”的习俗。传说中白虎是口舌、是
非之神，每年都会在这天出来觅食，犯之则在年内遭邪恶小人
兴风作浪，阻挠前程发展，引致百般不顺。因此大家都要买份
纸料，内含纸老虎、吉纸、小人纸等去“打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