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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要聞

■李兆基（中）於2019年股東會宣布退任，由兒子李家傑（右）
及李家誠（左）接棒。 資料圖片

上月出爐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八所資助大
學撥款將以「2-2-2」進行節約，即2025/26
年度至2027/28年度連續三個財政年度各節
省2%開支，三年期累計可減省約28億元；
另要求八大從「一般及發展儲備基金」的
111億元結餘中，向特區政府退還40億元。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相關事宜，
多名議員關注大學撥款被削的連帶影響，擔
心影響本港高等教育的運作及競爭力。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回應時指，調整撥款的過程有
與八大保持溝通，前設條件是確保教學質
量、研究水平。她又透露，已就新的撥款三
年期設立撥款問責及相關事宜小組，及早了
解大學用錢狀況，並就人力規劃等撥款使用
情況向大學問責。
教育界議員朱國強關注儲備基金減少，

對資助大學現金流會否造成影響；另多位議
員提出應進一步鼓勵大學持續開源，增加收
入。蔡若蓮回應指，回撥後大學依然有4個

月儲備，不會構成很大影響，未來亦會鼓勵
大學加強與企業合作，並通過配對基金等方
式，令大學尋求更多政府以外的資源。
蔡若蓮又指，特區政府已訂出七項策略

方針，引領八大在規劃過程中配合國家和香
港的策略發展及政策優次，包括要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增強香港發展動能，發
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加強基礎研
究能力和發揮最大效益等。

■大學生享受校園生活。 資料圖片

八大撥款調整 蔡若蓮：不損教學質量

人稱「四叔」的恒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
周一離世，享年97歲，遺下市值逾2,500億
元商業王國。這位被譽為「亞洲股神」傳奇
企業家，從黃金貿易到地產大亨，四叔半生
心血打造的上市王國版圖廣泛，恒地系在香
港有7間上市公司，橫跨地產、零售、能源
和交通等，遍布港人衣食住行，其中恒地
（0012）、中華煤氣（0003）均發展成市值千
億企業，並長踞藍籌股之列。但有分析師認
為，四叔離世對恒地股價不會有太大影響。
四叔是本港地產巨擘，早在35歲夥拍

郭得勝、馮景禧「三劍俠」組新鴻基，50歲
自立門戶創立恒基地產，及後用逾40載打
造商業王國。四叔與前妻育有三女兩子，91
歲退下火線後交棒予兩子，其中長子李家傑
主管內地業務，孻仔李家誠則接掌恒基地
產。女兒方面，長女李佩雯出任集團租務部
高級總經理，四女李佩儀則出任營業部副總
經理，次女李佩玲則未有參與集團事務。
雖然四叔為恒地打拚半生，不過他早在

2019年已交代好接班人部署。銀河國際證
券中國和香港研究主管鄭懷武預期，李兆基

離世對恒地幾乎沒有影響，主因四叔已於
2019 年退休並卸任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職
務，並交由兩位兒子擔任聯席主席及董事總
經理，加上公司擁有專業管理團隊運營業
務，認為對恒地股價不會有太大影響。

老臣子盛讚「恐龍老闆」

李兆基除了是一名傑出商界領袖外，也
是一名樂善好施的大慈善家。曾與他共事28
年的恒基地產執行董事孫國林盛讚李兆基為
「恐龍老闆」，意即「好到已絕種」，更指
他即使已成為「世界級富豪」亦毫無架子、
謙厚及一視同仁，「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
氣！」
孫國林昨在電台分享，李兆基的恒基文

化是「令員工感到像家庭」，食飯文化亦至
今無變，「員工不僅有午飯吃，還獲派麵包
或西餅作下午茶，疫情期間更獲派有益湯
水。」他指公司於2008年已率先推行男士
侍產假，恒基更有部門推行「奶粉錢獎
勵」，為每位有小朋友的員工每年派8,000
元，直至小朋友斷奶，以鼓勵員工多生育。

李兆基兩子承衣鉢
接手千億商業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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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道多間藥房門口每日總是大排長龍，人們不是選購
生活用品或普通成藥，而是正宗的輪街症，患不同病

痛的市民都耐心地等候，然而這裏並沒有註冊醫生駐場，負
責「診症」的竟然是一名男店員。
在攢動的人群中，不少人臉露病容。有人向陪診親友

說：「周身骨痛。」有人哭訴「皮膚痕咗好耐」，亦有人指
「喉嚨勁痛」，其中有一名南亞裔父親帶着年幼女兒前來
「求診」。
該名南亞裔父親向記者表示，家境清貧，到診所看醫生

動輒過百元，而急症室收費相若且要漫長輪候，倒不如來這
家藥房買藥當「睇醫生」，而且女兒傷風感冒醫藥費僅五六
十元，十分划算。他坦言知道這些「山寨醫生」缺乏醫學背
景，但「總好過自己亂買藥」。

藥丸無獨立包裝及標籤

記者其後嘗試幫襯，排了不足半小時就能「看症」，但
見店員「醫生上身」，用純熟口脗問診：「咩事（來看
症）？病發幾耐？有無發燒？喉嚨點痛法？有無痰？」經過
簡單而隨便的「問診」，店員自顧自寫下一張「藥單」，跳
過所有醫學檢查流程，包括不問病史、不理藥物過敏歷史，
草草交由另一名店員「執藥」。記者之後收到一袋裝滿幾種
藥丸的藥袋，每款藥物沒有獨立包裝，藥袋也沒有標籤藥名
和用藥指引。只簡單寫着：「每日三次，每六小時服用一
次，每次一粒，飽肚服。」
記者其後到另外兩間藥

房「放蛇」，嘗試睇病索取
受管制的抗生素藥物，所有
店員毫不猶豫地應允處方，
無須出示醫生處方。記者調
查發現，公然違規出售管制
藥物的兩家藥房，均聲稱有
藥劑師駐店，當中一家更在
櫃位掛上一位吳姓藥劑師的
證書，當記者藉詞想見該名
藥劑師時，職員稱「佢（藥
劑師）無喺度好耐。」

特區政府對公共醫療收費的檢討最快本月底
出爐。消息指急症室非危殆個案的收費或與私家
診所看齊，以吸引這類病人流向私營服務。惟本
報記者連日在長沙灣青山道直擊，發現該處多間
註冊大藥房化身「山寨診所」，每日不分晝夜都
有病人大排長龍，場面與輪街症無異，無配藥專
業資格的店員「醫生上身」，為病人診症及處方

藥物。記者成功獲處方類固醇、抗
生素等受管制藥物，收費僅五六
十元，藥丸亦沒有獨立包裝容易
造成誤服。衞生署根據本報線索
已採取拘捕行動。 專題組

藥房職員化身「山寨醫生」為病人
診症及配藥，隨時造成誤診。衞生署接
受本報查詢時表示，該署日前聯同警方
對長沙灣區的藥房展開執法行動。行動
中，一名51歲男子因涉嫌違反《藥劑
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被捕，調
查仍然繼續。在調查工作完成後，衞生
署會就檢控事宜徵詢律政司意見。此
外，衞生署亦會將持牌藥商的定罪及/
或不當行為個案轉交予香港藥劑業及毒
藥管理局，以考慮展開紀律研訊。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藥劑業及毒

藥條例》已就藥房銷售的藥物訂明有關
標籤要求，署方會不時突擊巡查持牌藥
商（包括藥房）的註冊處所，2020年

至2024年期間，共進行約6,050次突
擊巡查，同期共處理32宗涉及藥房非
法銷售處方藥物而被法庭定罪的個案。
在該32宗個案中，罰款最高個案為7.2
萬元，亦有被定罪者被判監禁2個月、
緩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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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署巡查長沙灣藥店拘一人

■職員不問病史處方多款
感冒藥，相當兒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