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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海
近日，位于香港海港城海运

大厦新扩建顶层的观景台——
“海运观点”向市民、游客开放。
“海运观点”观景台临海向西，可
以 270 度观看维多利亚港景色，
眺望香港岛及九龙半岛两岸美景。

上图：一名游客在“海运
观点”观景台上拍照。

左图：从“海运观点”观
景台看维港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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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港币，下同）可以在香港干什么？买上一瓶矿泉水，或者搭乘
一趟不过海的短程地铁。在物价高昂的香港，小小的10元显得用处有限。
然而，这些毫不起眼的10元钱，或许是很多香港人首次在街头“买旗”、
参与慈善的金额。我手交予你手，我心映照你心，一笔一笔积水成渊，凝
聚成香港这座城市的慈善精神。

在香港，全家大小换上义
工制服，在繁华闹市卖旗筹
款，或走街串巷慰问老弱，是
再寻常不过的活动。这座 700
万人口的城市里，活跃着超过
127 万的注册义工，每年提供
超过 2400 万小时的公益服务。
乐于慈善的香港市民汇聚自己
的举手之劳，将最朴素的“助
人为乐”打造成这座城市最温
暖动人的社会理念。

从“小”开始

“其实在香港，参与公益
的意识正是从小处、从小时候
开始培养的。很多香港人在读
书期间都会被鼓励去参与一些
义工活动，诸如卖旗筹款、看
望长者之类。久而久之，做公
益慢慢成为了一种习惯。”阳
光天使义工团的发起人陈丹
丹，也是这样走上了义工服务
的道路。

“2016 年初义工团成立以
来，我们亲手制作传统食品看
望独居老人，带领低收入的家
庭进行亲子出游，为残障人士
送去新春福袋。”回顾自己策划
安排的近20次公益服务，陈丹
丹感触良多。“公益活动让我和
义工朋友了解到更多社会问
题，学会珍惜现有的一切，也
知道如何去关爱别人。”

截至2016年底，在香港提
供或参与义工服务的慈善机构共
有2927间，从街头捐款到定期
助学、助老、助环保，还有诸如

“渣打马拉松”等充满慈善元素
的体育活动，覆盖几乎所有有需
要的群体。

很多香港人一做义工就是
一生。这些形式丰富的公益活
动，向社会传递着“为善最

乐，不甘后人”的精神，让不
同年龄的港人都能够在“举手
之劳”中感受关怀信任、互相
扶持的快乐，在香港形成“全
民慈善”的风尚。

“名利双收”

慈善公益风靡香港，并非
一蹴而就。学校的教育，社会的
重视都推动着港人做公益的热
情。无论是入学面试抑或求职就
业，有着义工经历的候选人总被
格外看重，就连“香港小姐”的
评比，都会把在公益慈善方面的
贡献作为一项重要考察内容。

与此同时，香港《税务条
例》规定，民众捐钱给认可的慈

善机构和信托团体可以免税，最
少只需捐满100元善款，多捐则
多免。市民如果将不动产、遗产
赠送做慈善用途，也不需要交纳

不动产转移的印花税，更能豁
免部分遗产税。

正是这样将公益慈善理念
与日常生活相连，渗透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才能在香港蔓延
出一片爱的原野。

在香港，“慈善不是富人
专利”的观念深入人心。据香
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 2016
年底的数据，香港社会每 5 个
人里就有 1 名注册义工，做义
工已经成为一项融入生活的全
民运动。

面对如此高普及度的义工
活动，如何让公益活动取得最
佳效果，怎样有效地管理义工
队伍？香港探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办法：以义工登记制度，
让公益团体依据服务时段安排
合适的义工参与活动；监督公
益款项使用情况，不让爱心成
为一笔“糊涂账”。

走入内地

如今，香港人的公益精神
早已走出城市的界限，渗入祖
国大地。内地数百所学校内高
耸的“邵逸夫楼”，边远山区
的港资希望小学，汶川灾后援
建的 100 多亿元……让内地人
民看到香港同胞集腋成裘的公
益精神。

1997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行
的“健康快车”就是香港公益
走进内地的最好写照。利用内
地广阔的铁路网，通过在火车
车厢内搭建简易眼科医院，深
入边远地区免费医治群众的眼
科疾病。20 年间，“健康快
车”走进过百个服务地区，让
19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快车首批运行费用正是
来自香港的慈善捐款。”活动
发起人方黄吉雯回忆说。不单
是“健康快车”，香港的义工
们早在 30 年前就开始进入内
地，为内地公益慈善事业提供
大量支持资金与资源。

“我们带去内地的不仅是医
疗技术，更改变了内地公益慈善
的理念。”方黄吉雯说，“ 2016
年，国家出台了《慈善法》，相
信内地的公益事业也能和香港
一样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香港，公益精神流淌在
生活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
分。在各义工组织和团体的合
力下，港人每一份细小的热心
都被妥善保存汇聚，积小善而
成大爱，温暖着维港两岸，也
滋润了华夏河山。

大图：香港社会福利署每
年都会选出“香港杰出青年义
工 ”， 表 彰 他 们 对 社 会 的 贡
献。图为该计划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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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少子化的影响，台湾正迈入老龄化社会。建构成
一个人人可以安心变老的长照 （长期照护） 社会，就
成了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岛内各界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

台湾养老面面观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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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狮子头托老中心里，长辈在采摘亲手栽种的有机蔬菜。（资料图片）

种出“幸福感”

台湾新北市五股狮子头公共托老
中心里，许多长辈亲手栽种蔬果，再
采摘来自己吃，体验开心农场乐趣，
也重新回味田园生活的美好回忆。

与此类似，台湾桃园的长庚养生
文化村在园区内开垦出一片占地15公
顷的绿色农场，并出租给老人耕种。

养生文化村副主任倪同芳表示，
绿色农场里，有的区域栽种了各种水
果，老人可以随时来观果与采果；有的
区域则向老人提供栽种、耕作服务，以
此活动筋骨。这不仅保障了食品安全，
也让老人享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田园乐趣。“在农场内，老人
不再是被动式养老，而是主动生活，用
自己的劳动种出‘幸福感’。”

乐忆旧时光

在台北至善老人安养护中心，95
岁高龄的倪王应觉老太太每日午后都
会约上三五个“老友”，到“怀旧隅”
小聚。这一刻，老人们笑得特别开心。

几十平方米的天地，却宛如时光
隧道，让人一下子回到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屋内，斗笠、老式电话、旧梳
妆台、黑白电视等老物件一应俱全，
墙上挂着镶了黑白照片的老相框以及
一件老式挂钟，指针慢悠悠地旋转
着，仿佛时光从未离开……

“这是一种怀旧疗法，通过将老人
带回过去的美好时光，帮助其平静心

情，减少患老年痴呆症的概率。”至善
老人安养护中心的承办单位耕莘医院
院长邓世雄表示。

学习“第二春”

“没想到退休后竟然比上班还忙，
每周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62岁的张
阿公住进新北市双连安养中心后，不
仅报名参加了合唱班，还兼职当起书
画老师。

双连安养中心是一家私立养老机
构，其最大特色在于设有一所老年大学
——双连松年大学。目前，共设有书

画、才艺、音乐、语言和心灵成长五个
班级，学员平均年龄82岁，各类课程更
是多达54种。

双连安养中心主任赖明妙表示，在
老年大学里，老人们相互学习借鉴交朋
友，让晚年生活不再孤单，找到生命
的“第二春”。

有人说，养老服务在做好硬件设
施建设的同时，更要关注老年人内
心 的 需 求 和 感 受 。 不 妨 像 台 湾 那
样，从细节入手，在配套服务上多点
创意、多些温情，让老人们的晚年生
活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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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学长如晤：家母在家乡多蒙
兄照顾，此等恩德无以为报，返家后
当登门面谢。”“家乡的凉绿豆汤店还
开着吗？好想与兄再喝一碗，共忆童
年时光。”这是一封1988年2月从台湾
寄来的信，写信的是韩昌鸿，收信的
是江苏苏州太仓人蔡国基。二人是发
小。虽然早在 1947 年两人便分隔两
岸，但兄弟情谊却从未被海峡阻断。

蔡国基今年 86 岁，韩昌鸿与他同
龄。自 1987 年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开
展民间交流以来，两人已经先后通信
80 余封，最长的书信有十几页。在信
中，从工作到生活，从家庭到社会，
两位挚友无话不谈。

回忆起儿时与韩昌鸿共同度过的
童年时光，蔡国基老人至今难以忘
怀。1945 年，两人小学毕业，蔡国基
去外地学做生意。蔡国基每次回太仓
老家都会用平时攒下的零钱买点小特
产，带给韩昌鸿一起分享。而韩昌鸿
每次也会请蔡国基到街上吃好吃的。

1947 年，韩昌鸿跟随叔叔去了台
湾，不久以后便在台湾参了军。稳定
下来后，韩昌鸿从台湾给蔡国基写了
第一封信。随后二人断断续续又通了
四五封信。1949 年后，受两岸关系影
响，两位挚友渐渐失去了联系。

1951年，蔡国基也在大陆参了军。
转业后，蔡国基回到家乡太仓县工作。每
天上下班他都要从韩昌鸿家门口经过，跟韩
昌鸿的父母打招呼，平时生活中也总是力所
能及地帮助照顾两位老人。老人家渐渐地也把蔡国基当作亲儿子
一般看待。“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昌鸿的妈妈找到我，说她
特别想儿子，我当时就承诺老人家有机会一定托人去找。”为了
这份承诺，蔡国基到处打听，最后终于得到了韩昌鸿的消息。
在蔡国基的帮助下，韩昌鸿母子二人终于在1989年见了面。

与此同时，两位好友的通信交流也逐渐恢复。由于韩
昌鸿母亲不识字，蔡国基还经常替老人家代笔写信给在台
湾的韩昌鸿，韩昌鸿给母亲的回信也都是蔡国基读给老人
家听，并交由他保存。“老人家特别信任我，昌鸿也跟我无
话不谈，我很乐意给他们母子当‘信使’。”蔡国基笑着说。

采访中，蔡国基老人翻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是1994年韩
昌鸿写给他的信，信的内容足足有11页。虽然写的都是些家
长里短的事情，但是蔡国基老人每次都读得津津有味，并时
不时在信纸上圈圈画画。每封信看完后，蔡国基都会轻轻地
折好，装入信封，然后一封封码放整齐。“这些信记载了我们
的往事，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我要一直保存下去。”蔡国基说。

蔡国基在家中整理韩昌鸿寄自台湾的信件。 钟 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