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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半岛的深水埗一带，香港低收入
人士较多。这里街道陈旧，充斥着各类小
商贩和传统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
的经济腾飞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太多痕迹。
走在老旧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拄拐杖、坐
轮椅的老人，以及大大小小各类公立、私
营安老院舍招牌。

香港人口的老龄化在深水埗区便可见
一斑。数据显示，香港现有 65岁及以上长
者约 120 万，占总人口的 14％。2066 年，
长者人数预计将达到260万，意味着届时每
3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位长者。

面对日渐严重的老龄化趋势，长者安
老服务在香港应运而生。对于体健长者，
特区政府致力提供“积极乐颐年”和“老
有所为”的环境；对于体弱长者，则须按
不同程度身体需要，提供所需的支援。

按照长者护理需要程度由低到高，香
港的养老机构可分为安老院、护理安老院
和护养院。据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 2015年
统计，目前香港有各类养老院舍925家，提
供73595个床位。其中不受政府资助的私人
养老院占一半以上，达547家，提供的床位
达到50315个。

香港年龄达 65岁以上的长者，通过特
区政府“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每月只
需支付1506至2000港元的护理费，即可入
住政府指定的养老院舍。但因申请人数众
多，床位供不应求，排队时间通常需要3年
左右。因此，很多长者转为选择私营安老
院。而经营上自负盈亏的私营安老院舍，
收费在每月5000至2万港元不等。

位于深水埗福耀大厦的“仁爱老人
院”已成立 12年，经过了两次装修，目前
住着 30 多位长者，连院长在内共有 9 名工
作人员，这是香港私人养老院社中的常见
规模。

仁爱老人院的院长梁美莲今年不到 50
岁，在对养老院的运营模式有所了解后，
凭借丰富的护工和管理经验，开办了自己
的私营养老院。

走进这家养老院，可以看到，400平方
米的一层楼中，30 余个床位用木板隔开，
每个“房间”大约4平方米，只能摆得下一
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间隔用的木板墙
上挂着两三件衣物，有的也挂着家人的合
影。长者在这个巴掌大的空间里看书、看
报、听广播，各行其是，很少交流。

入住仁爱老人院的长者年龄跨度很
大，最年轻的 66 岁，年龄最大有 102 岁。

“仁爱老人院”根据长者身体状况，每月护
理收费在5000至1.3万港元不等。根据特区
政府综援计划，65 岁以上的长者可领取每
月2660至4810港元不等的补贴，加上2012
年增设的“长者生活津贴”2200 元，很多
老人入住养老院无需动用额外开支。

据梁院长介绍，入住的长者大部分为
独居长者，也有的因为儿女工作较忙，委
托养老院照顾。66 岁的张仁声早年离异后
去柬埔寨打拼，与子女关系疏远，去年因
身体大面积中风回港治疗，并选择只身入
住养老院。

“等我身体养好了肯定要回柬埔寨的，
这里太小了。”狭窄的居住环境和疏离的人

际关系，让张仁声把这里只当作一个短暂
的驿站，他时刻准备着回到柬埔寨自己的
独身生活。

与拥有健全行动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张
仁声不同，大多数长者因为独居或年事已
高，养老院成为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

住在养老院，护工就是与长者朝夕相
处的“家人”。根据香港法律规定，老人院
每位护工最多只能照顾4位长者，并且必须
为社会福利署注册的护士、保健员和护理
员。仁爱养老院里总共有8位护工，他们每
天的工作细碎而繁琐，不仅要照顾老人饮
食起居，还得处理简单的医药护理。

老人院的清晨到来得格外早。由于老
人大多睡眠质量比较差，护工每天早晨6时
就开始为老人准备早饭。上午护工需要帮
助长者洗澡，男女各隔天洗一次，很多身
体衰弱的老人无助如婴儿，很多时候要靠
两位护工抱上抱下，才能洗澡。

除了早中晚饭，养老院还提供下午
茶，每天定点准时开饭，饭菜一般是一荤
一素，有时也提供甜点。对于一些没有行
动力的老人，护工要协助长者完成进食。

养老院与社会很多慈善机构建立联
系，保持互动，每周二、四、六的下午，
会有义工团体来看望老人，带领他们做运
动、折纸、种植物等等。到晚上 8 时 30
分，安老院统一关灯，一天就这样结束。
这种生活一年365天在安老院重复上演，每
天如此，包括春节。长者和护工，渐渐都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照顾长者始终不是易事，私营养老院

本身的生存也面临诸多困境。仁爱老人
院的梁院长说，作为私营养老院，不享受
政府的补助或津贴，日益增长的租金和物
价让养老院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其次，
养老院的工作因上班时间长、收入低、消
耗体力大等，面临人手短缺的困境；此
外，长者家属有时会不信任养老院，如何
处理与长者的家庭关系，也是他们很头疼
的事。

面对护工人手短缺的问题，特区政府
在 2015年推出并实施了养老院护工“先聘
用后培训”的先导计划，招募青年人在安
老院舍做护理工作，以满足护理人力需
求。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 2016年施政报
告中提出，特区政府将实施“安老服务计
划方案”，即增加约9000个安老服务名额及
8000个康复服务名额以及 1000个护工培训
名额等。

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新闻发言人江楚
淇表示，特区政府对养老院舍的服务质量

非常重视，从 2016－17年度开始，特区政
府将陆续把 1200 个目前在“改善买位计
划”下的甲二级别宿位提升为甲一级别宿
位。另一方面，政府将重组和合并其“安
老院牌照事务处”及“残疾人士院舍牌照
事务处”，并增加人手，全面加强对这两类
院舍的巡查和监管。

此外，面对养老院床位紧张的趋势，
特区政府也在通过财政投入解决困境。据
社 会 福 利 署 新 闻 处 介 绍 ， 特 区 政 府 在
2016－17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建议，增拨约
1700 万港元经常性拨款，增加约 160 个资
助日间护理名额，以及约 7000万港元，增
加320个资助养老床位。

逐渐步入老龄社会的香港，如何兑现
老有所依的社会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
的问题，在社会政策和安老服务的逐渐完
善下，安老院舍或许可以成为老人真正的

“家”。
（据新华社香港电）

探访香港养老院
周雪婷 郭启晨

香港安老行业人手紧缺。图为香港一安老院。 吴钟春摄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海峡两岸对这首歌曲都
非常喜爱，但鲜有人知这歌词
出自胡适先生之手，更少人深
究，歌中的兰花草是什么植物
呢？

近日，有人在台南市东区巴
克礼公园拍到一种迷你兰花，花
朵只有 0.5 厘米大小，沿花茎盘
旋向上开放。照片上传到网络后
引起不少人点赞，有植物学家指
点，这就是歌中唱的兰花草，学
名是绶草，清明前后开花， 又
被称为清明草。 绶草是平原上
最小型的兰花，过去常见，但随
着环境的破坏和大量使用除草
剂，加上民间传说绶草有抗癌效
果，人们大量采集，现在已很难
在野外看到。

绶草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
中，大陆也将其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的野生植物名录中，但台湾还
没对它实行特别保护。

台湾盛产兰花，当下又是绶
草的花季，专家提醒如果在野外
看到绶草非常幸运，要有惜花
之心，如果再破坏，野生绶草
将有灭绝之灾。听了专家的介
绍，那位绶草的拍摄者拒绝透
露拍摄的方位，以免太多人慕
名而去伤害绶草。有台南市民
表示，曾经看到生态公园管理
人员用除草机割草，既然建的
是生态公园，应该对珍稀植物
加以调查保护，如果除草机会
铲掉绶草，那就太可惜了。

热词解析

兰 花 草兰 花 草

杀人不偿命？

女童案引发台湾死刑讨论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台湾有死刑，但近几年近乎虚设，因为“废
死刑”的呼声持续增高。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法
官不敢判死，判死后也不敢执行；另一方面，无
目的杀人的恶性案件不断，而且发生在地铁、校
园、街头等公共场所，引发社会恐慌。

上周，台北一位 4 岁女童在妈妈陪伴的情
况下，在街头被一位吸毒者连砍数刀，身首异
处，惨状点爆台湾社会的愤怒。各界知名人士
纷纷站出来对“废死”说“不”，演员郭彦均
网络留言：要“废死”的，出来！

人权与人命

台湾有“废死联盟”，他们认为天赋人
权，不能剥夺，犯案后可“教化”，以死制死
并不能消灭犯罪；而且台湾曾经发生过冤死的

“江国庆案”，死刑有冤案的风险，即使风险很
低，对当事人和其家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伤
害；犯案者如果有精神障碍，失去自主能力，
国际惯例也都是免死等等。

这样的观念并非只出自社团，也得到有些
官员的认同。曾主管台湾法务部门的王清峰就
反对死刑，任上拒绝签署执行死刑的文件。虽
然她长期致力于替“慰安妇”打官司而拥有高
人气，也不得不因为“阻碍执法”辞职下台。

不仅王清峰，其他官员面对死刑问题也都
“不作为”为上，据台湾官方资料，20 年间台
湾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直线下降，1997 年为 38

人，这几年每年最多只有五六人，2006 年到
2009年无一人被执行死刑。从量刑来看，2003
年到 2015 年不得上诉的死刑犯有 81 人，其中
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只判了1人。刑法中虽
然仍有死刑，但怕被骂“恐龙法官”，不少法
官在量刑时根本不考虑死刑了，多以“精神障
碍”、“有悔意可教化”为由免死。对此，台湾
社会大多数人特别是受害人家属不接受，有人
质疑：只讲人权不要人命？女儿惨遭杀害的艺
人白冰冰说：“哪个法官说可教化就让他领回
家去教化。”

强制就医门槛高

的确有些无目的杀人案件是精神病患者所
为，但在台湾，强制精神病患者就医并不容
易。在保障人权的呼声之下，台湾2008年实行
新的 《精神卫生法》，新法规定精神病患强制
就医须经“鉴定与强制小区治疗审查会”审查
后才能执行，审查会成员包括专科医师、护理
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社会工作师、病人
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其中只要有一
人反对就不能强治住院治疗，再加上不少家庭
替精神病患和有酒瘾、毒瘾者遮掩，令一些有
攻击行为的人得不到治疗和管控。据统计，新
法实施后，台湾精神病患的强制就医数锐减，
从 1 年 2000 多件下降为 600 多件。有医生指
出，新法的标准很模糊，比如“精神状况严重

怪异”，什么才叫“严重怪异”？过去两位医生
均做出强制就医决定就可成行，现在不少医生
怕触犯人权问题，宁肯自我设限不向审查会提
出强制就医申请。

就算医生提出来，审查会也可能不通过。
有一个案例，一位病患产生受迫害妄想，在床
上、办公室都藏着刀，家属提出强制就医，但
审查会认为患者还能工作，没有“严重怪异”
行为，除非病患愿意，否则不能强制住院。但
事实是情绪失控伤人并不一定平时多怪异，这
样的人如不住院，家属再无力管束，随身带刀
很可能造成无目的伤人或杀人恶果。

此外，台湾健保正计划缩减慢性精神科患
者住院天数，原来健保可支付住院一二年的，
将来也许只支付住半年，病患出院后如果发生
问题才能再住院。而发生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严
重伤害他人，这也引起医生和病患家属的不
安，给社会安全带来新的隐患。

“废死”需要条件

台湾连续 8 年发生无目的杀人恶性案件，
不少受害者都是儿童，台湾将这样的凶案称为

“随机杀人”，案犯一般也被判定为精神病患，
不被判死。对此，有些受害者家属很不认同：

“随机？为什么专找没有反抗能力的儿童下
手？精神病？为什么砍向别人不伤自己？”
2012年台南一位方姓男童在游乐园玩耍时被割

喉身亡，凶手因“精神障碍”被判无期徒刑。
台北女童案后，男童的姑姑向台湾媒体表示，
他们一家人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如果当初
那个凶犯被判死，不会有吓阻作用吗？司法没
有办法对付这些恶魔吗？难道就像抽签？哪个
孩子下次被抽中谁都不知道。”

每逢类似凶案发生，台湾就会有一场死与
不死的大讨论，但讨论过后也没有结论，虽然
支持死刑的占多数，但“废死”派占据人权的
道德高地，法官还是有判死的压力，执行起来
更困难。此次女童案引发的讨论中，有人权工
作者表示，虽然国际人权组织朝“废死”的方
向努力，但各地情况不同，台湾的治安环境和
法制条件是否适合“废死”要评估，也要重视
大多数赞成死刑者的意见。此外，国际人权公
约也非完全“废死”，规定重罪且依法的情况
下仍可实施死刑。

有法律专家指出，鉴于台湾现状，死刑仍
然是遏止杀人的最后防线。台湾有死刑，也有
配套法规，法官应依法判决，依法执行。虽然
法官判案会受大众舆论与价值观影响，比如早
年判离婚案，一般“劝合不判离”，现在尊重
人权“判离不劝合”，但对死刑犯不能只考虑

“废死”而忽略支持死刑的主流价值。如果台
湾真能实现教育改善人性品格、制度确保治安
无忧，百姓都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安享天
年，“废死”自然成为主流价值，那时法官判
案再考虑“废死”保障人权也不迟。

本周，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八届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在香港会议展
览中心揭幕。 谭达明摄

台北市府大楼“鼠辈横行”
虹 文

台北市府大楼“鼠辈横行”
虹 文

台北市政府大楼近来受鼠害困扰，很多办公室都有老鼠出
没，员工晚上加班时听到天花板上老鼠狂奔，清明假期后，有员
工打开办公室后闻到死老鼠的臭味。台北市政府表示，已经和
企业签署灭鼠合约，请企业定期灭鼠。

据介绍，台北市现任市长柯文哲上任后，大幅度调整办
公室，令藏匿各处的老鼠横行，再加上柯文哲打破禁令，允
许员工带食物进办公室，令茶水间、垃圾筒和有隔夜食物的
办公室成为老鼠乐园。

据香港媒体报道，港大医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海外学
者，研究城市环境与市民运动
量的关系，以全球 14 个城市为
样本，记录居住密度、公共交
通 工 具 站 点 和 公 园 数 量 等 数
据，并邀请了 6000 多名成年人
佩戴仪器记录其体能状况。研
究发现，14 个城市每人每天平
均进行 37.3 分钟中至强度的运
动，新西兰的惠灵顿居首位达
50.1 分钟，美国的巴尔的摩居
最后只有 29.2 分钟，香港人每
天平均进行 44.9 分钟中度至强
度的运动，高于样本城市的平
均数，居第四位。

研究者表示，香港公共交通
工具网络和行人道路设施规划

完善，港人会步行去搭乘交通工具，加上香
港家庭大多没有私家车，步行增加了运动
量。这项研究呼吁各地规划“健康城市”，减
轻因运动不足而带来的健康风险。

港
人
多
步
行
利
健
康

小

夏

当下，越来越多的广告信件塞爆每人的 e-mail邮箱，台湾
管理部门提出《电子通讯传播法》草案，规定发送方如果通过
e-mail传送商业电子讯息，必须附有“拒绝发送”选项供接受者
选择。这些信息包括商品、服务、土地买卖、租赁和营销推广等，
如果收信人表态拒绝接受后再发邮件，发送方将可能触法。

发送商业邮件可能触法
林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