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盛頓大學執法部門關閉通往示威營區的
道路。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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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看牙難 改革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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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上周發布最新一份《審計報
告》，指出本港11間政府牙科診所
的派籌數目，由十年前的每年約4
萬個，大幅減少至去年的每年約2
萬多個，下跌差不多一半，導致許多

市民要提前至少7小時到牙科診所輪候
派籌。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該報告
不但揭示本地牙醫服務嚴重不足外，亦反映了
現時政府牙科診所主要服務公務員的不公現
象。因此筆者認為，政府一方面需改革現行牙
醫服務政策，增加政府牙科診所服務市民的數
額，另方面則是要通過引入競爭，增加外援，
從根本上紓緩基層市民看牙難的問題。
事實上，本港看牙醫難，牙醫收費普遍昂

貴的問題存在已久。究其原因，是因為本港牙
醫人材培訓不足所導致。目前本港只有一間大
學有牙醫課程，每年僅有90個學額，加上很多
畢業生選擇開私人診所，導致本港約2,800名
註冊牙醫，有近80%在私營市場執業的情況。
其次，政府牙科診所基本服務對象是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和其合資格家屬，只有部分診所抽
撥小量時段開放給公眾，在僧多粥少的大環境
下，基層市民只能頂着牙痛長時間輪候派籌。
若政府急基層市民所急，有意紓緩基層市

民看牙難、看牙貴的問題，就需要從幾方面入
手，解決牙醫服務供需不平衡的問題。首先是
增加本地培訓牙科生的相關課程，從長遠的角
度增加牙科醫生人手；其次是盡快多管齊下輸
入牙醫人才，紓緩牙醫服務人手不足問題。各
界社會人士都認同，增加輸入牙醫可以在短時
間內緩解本港牙科人手壓力，為更多市民提供
服務。

同時間，政府亦可研究通過引入競爭，改
變本地牙科市場收費昂貴、服務質量參差不齊
問題。舉例來說，近幾年港人北上深圳等廣東
城市看牙已漸成趨勢，政府可在長者醫療券政
策上作出更大的支持，如進一步擴大醫療券看
牙醫的適用範圍，變相引入競爭，使本地私人
牙醫診所下調收費及提升服務質素來留住客
人。

美國中西部遭多股龍捲風吹
襲，造成嚴重破壞，最少6人受傷，
約200間房屋被吹毀，料惡劣天氣持
續至當地周日。當局向多個州份發
出龍捲風警報，數百萬人受影響。
中西部5個州份收到多達83宗

龍捲風報告，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內
布拉斯加州，於周五（4月26日）
下午起遭龍捲風吹襲，林肯市一幢
工業建築物倒塌，當時有 70人在

內，有人一度被困，最後全部人成
功疏散，數人受傷。奧馬哈市亦受
到一至兩股龍捲風吹襲，造成嚴重
破壞。氣象部門稱，其中一股龍捲
風的風速約為每小時217至 266公
里，消防部門已完成搜索，稱龍捲
風造成多人受傷，全市最少150間房
屋受損或被毀，很多樹木被吹剩樹
幹，約一萬戶一度停電。
有奧馬哈市居民形容當時十分

害怕，「你從地庫走上來，再看不
到地上的房子。雖然你在家中，卻
無家可歸。」奧馬哈機場有4個飛機
庫被吹倒，32架私人飛機受損，機
場的客運大樓避過一劫。
龍捲風其後移至毗鄰的艾奧瓦

州，小鎮明登災情嚴重，40至50間
房屋被摧毀。內布拉斯加州和艾奧
瓦州的州長均到災區視察，稱當局
會向受損社區提供支援。

龍捲風襲美6傷 200房屋被毀

■愛荷華州一個家庭眼見住屋被毀，
夫婦相擁而泣。 路透社

美國電動汽車巨企Tesla行政
總裁馬斯克在事先未有宣布下，
周日（4月28日）突然抵達中國
訪問，據路透社報道，馬斯克此
行擬與中國方面討論，在中國推
出其全自動駕駛軟件（FSD）。報
道形容這是他對中國「一次令人
意外的訪問」。另據央視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28日在京會
見美國 Tesla 公司行政總裁馬斯
克。李強稱，Tesla在華發展是中
美經貿合作典範。
據央視報道，馬斯克此行是

「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邀
請」，並稱馬斯克會見了中國國
際貿促會會長任鴻斌，「討論了
下一步的合作和其他問題。」
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馬斯

克此行計劃會見與中方討論FSD
軟件在中國落地的可能性，並希
望能獲得將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
數據，轉移到國外用於自動駕駛
算法訓練的許可。Tesla於4年前
推出FSD，是其「自動輔助駕駛系
統」（Autopilot）軟件中最自主的版
本，儘管用家催促Tesla在中國推
出，但它一直尚未在中國面世。
馬斯克私人飛機於周日下午

降落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他此次
來中國非常低調，有網友猜測，
他可能將參加Tesla上海超級儲能
工廠的開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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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抵達北京訪問。 網上圖片

在波士頓的東北大學，特警周六（4月
27日）進入校園清場，試圖帶走被捕

示威者，但遭其他示威民眾包圍，他們批
評警方是種族滅絕的幫兇。馬薩諸塞州警
方表示，他們協助東北大學校方清除示威
者在校園的營地，行動中拘捕約100人。東
北大學發聲明稱，示威遭到與大學無關的
「專業示威者」滲透，又指有示威者呼喊
反猶太口號，決定請求警方介入。參與示
威的學生反駁稱校方捏造指控和抹黑學
生，忽視示威者要求加沙停火，以及斷絕
與以色列有關的企業來往。

華盛頓警局憂損形象拒清場

美國大學的抗議浪潮逐漸蔓延到全
美，至今超過700人被捕，部分人其後已獲
釋。被視為示威浪潮源頭的哥倫比亞大
學，至今仍有學生紮營示威。《華盛頓郵
報》報道，華盛頓警察局憂慮牽涉警員干
預和平示威與示威者直接衝突的場面，影
響對警隊的觀感，暫時拒絕配合喬治華盛
頓大學要求進入校園清場，只在大學外戒
備和架設路障，阻止更多人加入留守。
有關注警察執法的智庫表示，警方過

去較少拒絕大學要求驅散示威者，因為校
園屬私人土地，但校方應向警方提供令人

信服的理由，讓警察有充分理據介入。

政界與民眾態度現明顯分歧

面對席捲全美多間大學的撐巴勒斯坦
及反戰的和平抗議浪潮，美國政客均拒絕
回應學生訴求。在共和黨主政的「紅
州」，多名政客強硬對待所謂「反猶太示
威」，揚言要讓參與抗議的學生坐牢。民
主黨主政的「藍州」政客則避而不談抗議
主題，將其歸咎於所謂「外部勢力煽
動」。國際事務專家指出，美國政界一味
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已經與美國民眾態度
出現明顯分歧，加上不少政客為撈取個人
政治利益攪局，愈演愈烈的抗議浪潮凸顯
美國面臨的嚴峻管治危機。
《國會山報》報道，在屬紅州的佛羅

里達州和得州，州政府均揚言嚴肅處理撐
巴抗議活動。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威脅稱，

如果學生參與抗議違反校規，可面臨停學
處分、長達3年不能返校。
民主黨人則在藍州反覆宣稱抗議活動

有「外部勢力」滲透。紐約市長亞當斯周
二稱，作為抗議活動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
有「外部煽動者」攪局，「我們不能任由
他們破壞秩序」。

示威潮凸顯管治危機 紅藍州份應對各異
美警入校清場 共拘逾700人

美國大學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浪潮逐漸蔓延至全美，警察再進入
多間大學清場，拘捕約200人，連日
來已有逾700人被捕。據報有警隊憂
慮牽涉入干預和平示威的衝突場
面，拒絕應校方要求清場。

■

警
察
拘
捕
在
華
盛
頓
大
學
校
園
紮
營
的
撐
巴
示
威
者
。

美
聯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