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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年梦就是发光发热，

为人民服务。”大家熟悉的“建言

伯”凌志坤，是中山推动“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过程中涌现出来

的群众代表。再过几个月，他就

90岁了。自 11年前参加中国梦深

化改革座谈会定下目标后，凌志

坤的“老年梦”至今未变过。他坚

持每天读书看报，研学政策理论，

先后撰文 103篇，超过 40万字，

结集 10本《我的老年梦》，为社区

现代化治理和城市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

本报记者柯颂 通讯员刘晓宇

■积极学理论
几乎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半，

凌志坤家中的电视机都是开着的，“晚上
6点半看广东新闻，7点看新闻联播，再晚
点就看中山新闻。”凌志坤说，看电视能
更快获取国家、省、市最新的大事要事。
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等App，坚持每天写学习笔记，每
周写学习心得。

对于理论学习，凌志坤采用“学、研、
写、讲、做”五结合。采访当天，凌志坤拿
了很多新作给大家展示，资料十分厚重，
不少都是他今年宣讲内容的集结。他介
绍，每字每句都是他亲笔手写，再交由打
字员录入印刷。在凌志坤看来，人应该
活到老、学到老，而汲取扎实且与时俱进
的理论知识，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实现“老
年梦”，也是他实现“上通天线、下接地
气”的必要条件。

■当好基层宣讲员
凌志坤与宣讲结缘，始于 2013 年

的一场中国梦深化改革座谈会。当时
凌志坤作为唯一的居民代表参会，作题
为《践行中国梦与我的老年梦》的发
言。他建议社区建立老人综合服务中
心，为银龄群体提供好服务，引起与会
代表重视和关注，至此，他的“老年梦”
正式启航，当起了基层社区、镇街和中
山市三级百姓宣讲员。近10年来，凌
志坤积极活跃在宣讲一线，足迹遍及中
山各镇街和单位，他讲述的“卖蔗埔起

义”红色故事更是风靡全市中小学校。
去年年初，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山市

凌志坤宣讲工作室”正式成立，是中山
首批五个宣讲工作室之一。如今该工
作室共有16位成员，不仅有专家教授、
中小学校老师，还有社区党员干部等，
构建起了年龄层次广、覆盖领域多、专
业性强的宣讲矩阵队伍，形成了针对

“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百姓讲故
事”的生动宣讲模式，累计开展宣讲活
动超320场次，覆盖线上线下受众逾15
万人次。

■积极建言献策
凌志坤之所以被称为“建言伯”，正

是因为他非常关注民生，总是深入社区
基层调研，聆听最真实的民意，并一一报
送给东区街道以及市相关部门。其中，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建设”“推行旧楼加
装电梯改善居住条件”两个建议成为当
年中山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1993年，凌志坤老伴因病缠身，行动
不便。出院归来时，凌志坤不得不找人
帮忙把老伴背回位于六楼的家，“这件事
给我的感触很大，我想到身边可能有很
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也面临着这样的
上下楼难题。”凌志坤开始走到群众中
去，了解群众呼声，并撰写《推行旧楼加
装电梯让老人安度晚年建议》，向有关部
门积极建言献策。面对项目推进中的阻
碍，凌志坤更加积极地走进社区实地调
研、收集群众意见，先后撰写了9篇相关
建议文稿，总计超过4万字，持续为推进
市内旧楼加装电梯而奔走。如今，中山
不少老旧小区相继装上电梯，老年人等
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凌志坤
打心底感到高兴。

长者饭堂的推动，也有凌志坤的一份
功劳。在社区走访调研过程中，凌志坤偶
然得知很多老年人因为身体原因等，一日
三餐都是简单应付，“吃饭是大事，我能给
自己做饭，但不是每个老人都像我这样。”
于是，凌志坤把大量调研得来的内容又撰
写成了意见建议，报送给相关部门。如
今，长者饭堂在中山逐渐普及，老年人们
吃上了热腾腾、营养丰富的饭菜。

近些年，凌志坤把重心放在社区治
理现代化上。他积极参加“我为中山善
治献一策大赛”活动，先后提交《适当扩
大区域规范物业管理 开创社区治理新局
面》《抓好改革创新驱动 促进养老服务业
发展》等建议，多次获得“金点子”奖。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黄凡）“冯伯！
欢迎回家！”12月 12日中午12时许，中
山火炬开发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颐康中心”）门前，护工一边用粤语
打招呼，一边熟练地将老人转移到轮椅
上。今年 77岁的香港老人冯页民在女
儿陪伴下入住颐康中心，成为首位通过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来中山养老的
香港长者。

“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是香港社
会福利署自2014年6月起面向香港长者
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该计划为正在轮
候资助护理安老床位并有意在内地养老
的香港老人提供更多元的资助服务选
择。今年该计划“扩容”后，广东参与的养
老机构总数11家，分布于大湾区5个城
市。今年11月，颐康中心入选“广东院舍
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服务机构。

冯页民入住颐康中心五楼的两居
室。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装修风格、宽敞
的居住空间，感受着24小时的室温调节，
收看着香港免费电视节目，老人表示“像
回到家一样”。他的女儿冯女士告诉记
者，近年来父亲先后被确诊患有脑退化、
帕金森等疾病，下肢活动能力不佳，2022
年开始，家属通过自费入住香港的私人养

老院，同时一边轮候政府资助的护理安老
床位。“如果留在香港，等到政府资助的护
理安老床位最起码要2-3年。”

中山在港乡亲超37万人，有近4万名

香港人长住中山。便利的交通区位、优美
的人居环境和“同声同气”的人文环境，是
冯女士为父亲选择中山颐养天年的原
因。她算了一笔账：在等候护理安老床位

期间，冯页民入住的私人养老院费用约1.8
万元/月，且养老空间比较受限，私人养老
院距离她位于香港的家要1个小时的车
程；成功申请资助后，父亲在中山不仅能
享受香港社会福利，养老环境也更加舒
适。冯女士通过深中通道来中山只需1.5
个小时的车程，探望老人也十分便利。

“2019年，我的先生也在中山火炬开发区
置业了，以后我们也计划来中山养老。”

来中山养老正成为越来越多香港老
年人的新选择。“在冯伯之前，已有10名香
港长者通过自费入住颐康中心。”颐康中
心院长陈伟铭说，近年来，该中心大力发
展“大湾区养老”事业。在饮食起居、语言
交流和服务标准上，更加贴合港澳居民的
养老需求。“我们正对标香港的养老服务
标准提升服务，吸引更多港澳长者到宜居
城市中山养老。”陈伟铭介绍。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成果
落实到民生实事的体现。”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管理学院院长赵晷湘认为，近年
来，广东将“大湾区养老”融入粤港澳协同
发展空间，联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养老事
业与产业协同发展。“中山应发挥宜居优
势，加快发展银发经济，助力提升大湾区
长者生活质量。”赵晷湘表示。

香港老人冯页民在女儿陪伴下入住火炬开发区颐康老年服务中心。本报记者 王云 摄

首位通过“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来中山养老的香港长者顺利入住

77岁的冯伯“回家”了

凌志坤向记者展示他的宣讲资料。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建言伯”宣讲不停献策不止
89岁老人凌志坤坚持学习，积极奔走，为社区治理和城市发展发挥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