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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本月公布 2016
年亚洲十大景点，香港名列第五，香港上榜的理由不是因为大
家耳熟能详的太平山和维多利亚港湾，却是因其自然人文景
观，比如香港地质公园、荔枝窝村落和深水埗等旧街区。

《孤独星球》在热爱旅游的人群中享有权威，跟着它推荐
的景点游香港，游客能在现代都市的背景下找到香港的另一
片天地。

其实，香港不仅是繁华时尚之都，它的四成多土地都已
被列为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也是现代人向往的绿
色天地。香港拥有独特的地貌与地质特征，香港地质公园是
国家级地质公园，并于2011年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公园
有 8 个景区，包括粮船湾景区、东平洲景区、果洲群岛景区
等，景区内有六角形岩柱群、页岩、海蚀、风化和褶曲等地
质现象。徜徉在地质公园，奇岩怪石、低谷危崖令人惊心动
魄，海蚀拱、海蚀柱、海蚀龛等造型给人无限想象，即使你
是个地质盲，也会赞叹大自然的神工，对自然生敬畏之心。

位于新界沙头角的荔枝窝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围
村，这里有山有海有古村，沿木板铺就的步道而行，可赏海岸
风光、小村民情和风水林之美，沿路都有资料牌，还有教育中
心，介绍荔枝窝的地质、生态和历史。深水埗曾经是香港时装、
饰物及布料批发中心，当纺织、制衣业辉煌不在，这条街也随之
沉寂。现在，香港正整合资源，吸引年轻设计师进驻此地，带动

香港设计制造的产品聚集，让游客到此可欣赏和购买港产时尚
衣饰，让深水埗成为类似韩国“东大门”那样的地标。

香港自然人文景点上榜《孤独星球》，对香港旅游业开拓
新市场是一种激励，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表示，香
港不应只集中资源于传统旅游景点，应加强推广生态旅游。
比如东平洲的地质地貌很有特色，但岛上没有水电供应，海
域也开始出现污染，这些需要政府投入资源建设配套措施和
改善环境。除了深水埗，姚思荣表示九龙城的九龙寨城公园
及启德机场都凝结着香港的历史印迹，而且附近有多家有特
色的餐厅，也可考虑发展为新景点。

香港特区政府从 2008 年起实施“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将创意注入老建筑，彰显其文化历史价值，成为城市新
地标。现在，前北九龙裁判法院、旧大澳警署、雷春生堂、
前荔枝角医院、美荷楼、芳园书室等老建筑已经启用，这些
历史建筑变身为学校、诊所、旅馆，而且还有免费导赏服
务，只要通过网络或电话预约，就会有工作人员或义工带领
游客参观，了解所在建筑的历史。

如果您游香港，可选择在一个“活化”成旅馆的老建筑
中落脚，这些建筑往往在黄金地段，交通方便，而且更有内
涵。如果您选择美荷楼，不仅能在一楼参观“美荷楼生活
馆”，走进上世纪50年代的港人生活，还能惊喜发现，著名导
演吴宇森也曾是这里的住户呢。

香 港 的 绿 色 容 颜
邰文欣

荔枝窝步道

长期照顾患病亲人，不堪重压，照顾者与患者
双双自杀的惨剧在当下的台湾社会不断上演，被媒
体称为“照顾悲剧”。台湾进入老龄社会，最先遇到
的难题是，传统的大家庭解体，“少子化”小家庭
中，往往是老年倒下，中年照顾；双亲倒下，只有
一名子女照顾。据统计，现在台湾有 150 万人因照顾
长辈而辞职或换工作，他们成了新兴群体“照顾者”，
平均每天的照顾时间为13.6小时，要照顾10年左右，
年龄为50岁至60岁者居多，其中女性多于男性。

照顾咖啡馆

台北大安区有一个极简咖啡馆，在上百家咖啡
馆中本不出众，却因参加“照顾咖啡馆计划”而引
来关注。这个计划由台湾“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实施，在咖啡馆特别是临近社区的咖啡馆举办讲
座、心理治疗活动，并为照顾者重新走入职场提供

“实习”机会。这样的咖啡馆被叫做“照顾咖啡馆”。
台湾媒体报道了安安在“照顾咖啡馆”的体

验。安安辞职在家照顾父母10年，照顾癌症的母亲
和衰弱的父亲令她心力交瘁，但父母走后，她遇到
新的伤痛——难以融入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今年6月她来到咖啡馆，在这里有3个月的时间接触
社会。她说，刚来的时候笨手笨脚，没有自信，和
顾客说话时结结巴巴，因为照顾者长期处于高压、
悲伤的状态。但店长和顾客真的很“照顾”她，帮
她适应工作，现在她背熟了菜单，也能与顾客互
动。“关怀总会”介绍，之所以选择和咖啡馆合作，
是因为这里的氛围能帮助“照顾者”放松和走出伤
痛，获得工作的成就感，有助于“照顾者”重返职
场和社会。咖啡馆除了提供实习机会，还要与“关
怀总会”一起付“照顾者”工资。

关注“照顾者”

“照顾者”的状态并非家务事，“关怀总会”呼
吁：社会日渐“高龄”，每个人都有可能走入“照顾

者”行列，全社会都要关注这个群体，尽
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首先，家庭内要彼
此支援，所有成员要分担照顾工作，就算
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也要找时间替班，让

“照顾者”有喘息调整的机会；其次，“照
顾者”要了解自己的工作并非一般家务，
要学会求援，如果无法在家庭内找到帮
手，就求助社会资源，比如家庭服务员、
福利机构，要给自己安排放松活动。

事实是，就算不差钱，“照顾者”却远远人手不
足，家庭和社会皆如此。“关怀总会”曾设想帮助送
走老人的“照顾者”进入社福机构再就业，没想到
无人愿意继续照顾工作。不久前，新北市一家甲等
养老院大火，火灾调查时发现，养老院的42名老人
只有3名“照顾者”，别说帮助老人逃生，就是日常
也难满足老人之需。消防员赶到时，看到不少老人
躺在火中，连呼救的能力都没有，难过表示这是

“最安静的火场”。
因此，不少倒下的老人还是由家人照顾，但

“照顾者”日以继夜，经年累月，有人因此陷入绝
望。今年 7 月，桃园市一名女子砍死痴呆祖母后跳
楼身亡，这样的杀人事件引起的不是声讨而是同
情，邻居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孩子非常爱她的
阿嬷。”据统计，台湾5年内类似的杀人案有40件，
每一件都是“照顾悲剧”。调查显示，“照顾者”患
忧郁症的比例很高，如果感觉走投无路时没有得到
支援，很容易冲动之下走向极端。

社会该出手

解决养老长照 （长期照顾） 问题是蔡英文的选
举承诺，近日，台湾卫生管理部门公布长照计划，
将长照分为 3 个层面，一是小区综合型服务中心，
二是日托服务中心，三是街道长照站，规定每 3 个
村、街道就要有一个长照站提供日托、餐饮服务，
乡镇要设立长照巴士接送不能自理者。此外，“照顾
者”的月薪要达到 3 万元，照顾不能自理者还要在

此基础上加薪。
计划美好，落实不易。首先是钱的问题，按此

计划，2017 年的预算是 207 亿元 （新台币，下同），
照顾对象为74万人，平均每人每月不到2400元，每
天最多80元，这点钱能实现计划？老百姓打了大大
的问号。台湾媒体指出，长照的根本问题是财源
缺、人力少，这些问题不解决，再美好的计划也没
用。比如人手问题，月薪 3 万是否能吸引年轻人很
难说。而且计划需要不少法规的配套，关系到预
算、选点、建设等方面，这些需要管理部门早动手
解决，千百个家庭都在等待。

有民间团体提醒既然社会长照机构不能马上奏
效，家庭照顾的社会支援要补强，比如台湾有育婴
假，能不能有“顾老假”？为临时成为家庭“照顾
者”的职工在一定期限内保留职位，让他们有时间
安排好老人长照问题。此外，要推广长照新观念，
包括家庭照顾协议、“照顾者”心理建设等方面，提
倡以家庭会议的方式，制定具有法律效应的家庭长
照协议；社会给“照顾者”提供照顾指导、心理安
慰等，同时培训照顾人才，让全社会认识到长照是
一项专业工作，是社会急需人才，并不只是普通的
家务事。

“照顾者”一族应社会老龄化而生，他们不仅关
系到养老和家庭生活质量，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水
平和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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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现台湾出现““照顾者照顾者””一族一族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老年倒下 中年照顾

两个倒下 一人照顾

老年倒下 中年照顾

两个倒下 一人照顾

本周，世
界著名的创投
基金公司红杉
资本，联同香
港大专院校多
位教授，联合
发 起 成 立 了

“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以支持
香港高校研发的项目。这不仅令从事科技
创新的青年人才可获得资金支持，也令科
技创新成为话题。香港 《商报》 发表评论
指出，创新不能单打独斗，要建立完整机
制，为长远计，香港必须营造充满活力的
创新生态圈。评论摘发如下：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港人的一个问题
是：明明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有众多高素质人才，又有国际金融
中心的融资便利，为何香港 20年来都无法
培育出一个叫响全球的科技创新产品或公
司？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香港没有
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科技生态圈。

香港在人才、科研、资本、法治等软
硬条件上都具备世界级水平，这点已被业
界人士所认同。但创新科技绝非单打独
斗，教育机构培养出的人才，必须要放在
合适的科研岗位上，才可能培育出创新成
果，成果产出之后，必须有机制促进成果
在本地的转化，转化出的产品，必须有机
制鼓励其商业化与市场化，而面向市场的
创新产品，还需要市场机制的推广和营
销，实现可持续的市场开发。上述环环相扣的创新生态，
是决定一项科技创新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具备市场价值、
受到消费者青睐的关键。

从 2013年起，香港政府创新及科技基金就开始为本地
大学提供额外资助，鼓励大学技术成果转移。2014年，又
设立“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鼓励大学团队成立初
创企业，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此次“科技创业平台”的
成立，象征香港的创新生态已不仅是政府唱“独角戏”，如
红杉资本这样的风险投资基金，正不断看好香港的创业环
境，並试图融入香港创新生态之中。

今年初，李世石与AlphaGo的一场“人机大战”，已为
我们展现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等为代表的
前沿科技难以想象的发展前景。而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也必
定与创新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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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本周，大陆游客在台乘坐的游览车起火，全车24

名大陆游客无一幸免丧生火海，这一惨剧再次引发台
湾对游览车安全问题的关注。一位署名中华阿靓的台
湾网友发帖 《大陆朋友，对不起》，质疑为何台湾总
是发生重大旅游事故，而且往往是大陆团出事。指出
台湾对旅游市场的管理不完善，包括游览车只有一名
司机，从早到晚跟团到底，长期存在疲劳驾驶问题。
而且商用客车没有强制报废规定，不少用于大陆旅游
团的游览车都因老旧存在隐患。相对于一些幸灾乐祸
的恶毒声音，不少大陆网友回复中华阿靓：感谢你的
慰问。也有台湾网友留言：你的言论让大陆知道，台
湾人性未泯。

台湾管理部门也不得不出面回应游览车安全问
题，交通部门表示，依大客车肇事纪录分析，肇事原
因有70%是人为因素 （如不当驾驶或疲劳驾驶），20%
是车辆问题 （如电路、爆胎等），10%则是其他因素

（如天候等），大客车的安全与业者管理、驾驶人安全

训练、车辆保养维护、道路安全
等都有关系。

至于大陆旅游团事故率高，
交通部门认为是因为旅行社的安
排太赶，往往是八天七夜环岛，为

了赶行程，很多驾驶一早就出门，到深夜才休息。特别
是阿里山等山区道路，疲劳驾驶和超速极易发生事故。

旅游业界提出管理部门制定游览车保养维修制度
才是根本，现在各客车公司在保养维修上各行其事，
有些保养厂技工和设备只适用于小型车，根本无力承
担商用游览车的维修。管理部门应该认证检修机构，
建立保养标准，维修检验人员要取得大客车维修执
照，并签署法律责任书。游览车要有合格修理厂出具
的保养纪录，否则不得通过车检。

有资深导游表示，检查和奖惩也很重要，条例再
多，也会有游览车做假资料。现有规定出团前必须检
查车况，但不少车刚在机场送走一团，马上又接新团
开始行程，哪有可能检查车况？规定导游必须向乘客
介绍安全门位置，但导游也未必说，游览车都是封闭
的，发生意外，逃生机会很小。现在管理部门必须要
真正重视起陆客的安全，一步一脚印落实管理措施，
否则就是自欺害人！

台北街头，“照顾者”推着轮椅走过。

暑假期间，不少台湾同胞到大陆观光访问。图为台
湾同胞来到苗寨。 高东风摄

台湾同胞到苗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