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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政策

•持續增加教資會資
助院校及自資院校的
本地醫療培訓學額，
以及引入非本地培訓
醫療人員，以支援各
項醫療服務發展。

增加醫療人手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指，眼前頭
等大事仍是令社會繼續盡最大努力穩控
疫情，以達至早日恢復跨境人員正常往
來。政務司司長在上月率領團隊與內地
相關單位進行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
雙方詳細探討了逐步有序恢復 「通關」
所涉事宜，及評估通關後可能面對的風
險，強調雙方會進一步研究細節，爭取
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港商：平時都用定位，驚乜？
與內地廠商有合作的食品界人士

Ryan因疫情往來兩地大受限制。 「唔似
其他，食品安全好緊要」 ，他說難像其
他行業可以透過網絡溝通確認，必須親
身到現場考察生產商的廠房環境及生產
流程，才能確定是否達標及進行合作。
「以往每個月要去內地兩三次，依家封

關，返唔到去，少做很多生意。」
至於坊間有指 「過關碼」 涉及行蹤

或會引致不滿，Ryan說， 「平時都會常
常用定位，驚乜啫？而且走漏個案好影
響疫情，做事都應該有主次之分，防疫
面前不容懈怠。」 他認為，如因心懷顧
忌而 「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會令包
括諸多跨境生意人及家庭難以如常，
「唔好因小失大。」

防疫措施「盡量與內地看齊」
「研發出一套系統，有需求通關就

打開行蹤記錄，無需要咪唔開囉。」 他
說， 「封關」 近兩年，澳門已透過 「澳
康碼」 早已恢復往來，本港卻看似仍困
難重重，難以理解， 「又話想港青返內

地，都唔通關，長期與外界隔
離，思維唔變，根本發展唔
到。」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食
物及衞生局中短期目標為
「持續清零、力爭通
關」 ，通關原則應
保障兩地風險一
致及確保各
自境內有
效的溯源
工作。前
者會就內
地提出的
多項要求進
行全面檢討，
「盡量與內地看
齊」 ，期望年底前完
成。具體包括不排除細分
高風險群組，並加密相關人
士檢測頻率。外防輸入方
面，政府會加強監管轄免
檢疫措施，如審視日程、設
立審核隊等。

康復者出院標準方面，消息人士表
示，當前疫情形勢下，用於14天隔離醫
學監察的設施充足， 「會較易做，會盡
快做。」 竹篙灣檢疫中心會是方向，但
亦要考慮為未來第五波疫情做準備。

至於提升追蹤能力的 「過關碼」 ，
消息人士指，最重要的是令內地信納本
港有能力追溯源頭，不排除會將 「過關
碼」 與 「安心出行」 互通，已與內地完
成互認的 「澳康碼」 亦是參考方向。

被形容為 「頭等大事」 的通關事宜在施政報告中佔逾500字，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成功達至通關有賴市民支持。 「通關碼」 是通
關必須條件之一，惟至今仍懸而未決。

消息人士稱， 「通關碼」 目前仍處研究階段，關於其角色定位
未有定案，但要體現本港有能力追溯源頭，與內地完成互認的 「澳
康碼」 會是參考方向。另外會多管齊下盡量跟內地標準，包括加密
高危群組檢測等，其中出院標準較易做，會盡快更新指引。

通關碼是必須條件
澳康碼屬參考方向

▲林鄭月娥指通關是頭等大事，目前最重要仍是盡最大努力穩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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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會進一步研究細節，爭取
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林鄭月娥

•探討賦權中醫師
指示病人接受診斷
成像檢測（例如X
光）及化驗檢查。

中醫師轉介檢查
•探討為尚未有法定註冊
制度的專職醫療人員，如
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
師、營養師等，引入法定
註冊制度，保障市民大眾
的利益。

引入法定註冊制度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
薇、邵穎報道：中醫藥雖已被
確立在本港醫療發展的定位，
但中醫師仍面對不少掣肘，中
醫藥業發展卻有諸多限制。目
前，《放射技師（註冊及紀律
處分程序）規例》規定，僅醫
生、牙醫、脊醫可轉介涉及拍
攝平片作診斷用途的醫療照
射，中醫師不在列。施政報告
提出，將探討賦權中醫師指示
病人接受診斷成像檢測（例如
X光）及化驗檢查促進中醫業
界長遠發展。政府消息表示，
相關措施涉及修訂放射技師規
例，目前未有修例時間表。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
永光介紹，中醫的病人中，需

要拍X光的情況同西醫類似，
骨科病人許多都需影像檢查，
而無轉介權的問題已存在超20
年。今次政策 「雖遲但到」 ，
是一大突破。

免出現漏診耽誤病情
行醫24年、在港執業14

年的註冊中醫師黃仕達表示，
中醫各科的病人都可能需通過
影像檢查（包括X光、MRI
等），以及化驗檢查做進一步
明確診斷，他個人臨床經驗，
有超過30%的病人需要影像學
檢查。他舉例，有時候骨傷科
病人骨折的外在表現不明顯，
若不做X光等影像學檢查，容
易出現漏診的情況；對於婦科

的崩漏病人，通過超聲波檢查
可能發現有巨大腫瘤或者惡性
腫瘤，能夠及時讓患者得到適
當的治療，而不會耽誤病情、
影響療效。若不能直接轉介，
現時只能建議患者找西醫介紹
做檢查，無形中加重了患者的
經濟負擔，患者也不能得到最
及時的檢查和最適合的治療方
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
院長林志秀說，中大中醫學院
有開設放射影像科的課程，學
生在看化驗報告等方面基本沒
有問題，現時中醫師卻無法為
病人開具影像學轉介信，另尋
西醫的過程亦加重了病人的經
濟與時間負擔。如能獲得轉介
權，將拓寬中醫師的診療手
段，亦有助病人及時得到診
治，是中醫業界制度的發展。
他呼籲政府能更多加強中醫專
科建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政府已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
發展的定位，興建中醫醫院及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提供政府
資助門診服務及中西醫協作治
療住院服務，以及成立 「中醫
藥發展基金」 等。

研賦權中醫轉介病人照X光

專科服務擬免醫生轉介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本

地醫療系統面對不少挑戰，包括醫護人
手短缺，及部分醫療制度仍未能 「拆牆
鬆綁」 致求醫效率大減等。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於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將補充
人手，包括增加本地醫護培訓學額和引
進合資格海外醫生。為提高病人求醫速
度及醫療質素，會跟進免醫生轉介，及
立法推動輔助醫療專業人員進修。

物理治療師需求殷切，全球超過30
個國家包括英國、新加坡等在公營物理
治療上已實施免轉介安排，惟目前本港
接受物理治療的患者必須經過醫生轉
介，不僅增加患者診金支出，甚至或會

因在公立醫院 「排長龍」 耽誤病情。政
府表示，會與各個醫療專業的法定管理
局及委員會跟進2017年發表的《醫療人
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的多項建
議，包括修改法例容許免醫生轉介而讓
市民選擇直接接受醫療專業服務（如物
理治療、職業治療）。

另外，為保障市民利益，食物及衞
生局會探討為未有法定註冊制度的專職
醫療人員，如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
師、營養師等，引入法定註冊制度。亦
會向條例下的輔助醫療專業人員，以及
護士、牙科醫生，以立法方式推展強制
性持續專業進修及／或持續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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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管治效率是關鍵勾畫新布局 展現新氣象

龍眠山

新一份施政報告內容豐富，新猷
不少，而建議重組政府架構、提高管
治效率也是市民關注的熱點之一。

行政長官在重組政府架構方面提
出的方向性建議包括：成立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將創
新及科技局擴大為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以及重組民政事務局為青年及地
區事務局。特首認為，重組架構可以
切合施政重點和社會期望，有其必要
性。

的確，政府有些部門權責不清或
職能劃分不合理，產生了不少問題。
譬如運輸及房屋局，分管運輸及房屋
兩大範疇，都是施政的難點、痛點，
在拓土建屋成為重中之重的今天，確
有必要將之分拆，以推進工作效率。
再說，發展局負責拓土及規劃，但建
屋卻由運房局負責，將本來密不可分
的兩種工作分歸不同部門顯然不盡合
理，重組合併將有助理順關係。

再如環境局負責制定環保政策，
但負責執行的卻是食衞局轄下的食環

署，在膠袋稅上就是如此。又比如，
香港電台一度淪為反中亂港喉舌，直
屬上司竟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個
屬傳媒文化領域，一個屬經濟與商
務，兩者格格不入。上屆政府曾建議
成立文化局，可惜過去立法會被反中
亂港分子佔據，相關議案遭拉布破
壞，擱置至今。如今香港進入 「愛國
者治港」 的新時代，到了全面優化架
構的時候了。

林鄭加入公務員隊伍超過四十
年，成為行政長官之前做過發展局局
長、政務司司長，熟悉政府內部運
作，對體制弊端肯定深有體會，她提
議重組政府架構自然有其理據，事實
上也反映了問題的癥結。

然而，重組政府架構不等於必然
會提高管治效率，最重要的還是要改
變官僚作風，在公務員招聘、官員選
拔方面打破陳規，讓愛國愛港、有能
力、有熱忱的人士加入到管治團隊，
真正提升管治效率，推
動良政善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本屆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這也是落實香港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份施
政報告，在發展規劃、改善民生、強
化管治效率等方面都展現了新思維、
新氣象。當中規劃 「北部都會區」 以
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堪稱今次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

施政報告以 「齊心同行 開創未
來」 為主題，特首一開始就有感而
發，表示能站在立法會安然發表施政
報告，議員能安坐席上履行議員職
能，正因有了香港國安法和 「愛國者
治港」 的保駕護航。這充分說明了香
港管治環境發生的巨大變化，也是香
港由亂及治的有力體現。香港要長治
久安，關鍵在於準確貫徹落實中央治
港方針政策，同時也要善用一系列惠
港政策。

施政報告用了最多的篇幅在 「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和 「規劃未來」 兩
大篇章。尤其令人矚目的是，提出
「北部都會區」 發展策略，這是大膽

突破，將對香港發展格局產生深遠影
響。首先， 「北部都會區」 總面積達
300平方公里，未來可建16萬至18萬個
單位，改變過去 「小打小鬧」 覓地建
屋方式；其次， 「北部都會區」 宜居
宜業宜遊，為科技發展及其他產業提
供土地空間，將成為未來二十年城市
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這與
傳統新市鎮相比，層次有了更大的提
升；其三， 「北部都會區」 由政府主
導規劃建設，打破了 「小政府、大市
場」 的窠臼；最重要的是，該區有七
個跨境口岸，今後還將進一步完善連
接深圳的交通網絡。昔日香港邊陲地
帶，今後有望成為大灣區的中心都會
之一，發展將如虎添翼。

正如林鄭指出，這是 「一國兩
制」 框架下首份由香港特區編製，在
空間觀念及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
行政界限的策略和綱領，充分考慮了
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中對香港的支
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的期
盼，以及 「前海方案」 為香港帶來的

大量機遇。事實上，香港的未來必須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香
港特區施政規劃摒棄本位思維，與大
灣區融合發展是大勢所趨。

「跨境」 、 「大灣區」 是施政報
告頻頻提及的詞彙，特區政府在發展
創新科技方面重點落墨，同樣體現了
這方面的思維。包括位於河套地區的
港深創科合作區將擴容，整合為新田
科技城，與創科相關的土地估計達240
公頃，與深圳科創園區組成540公頃的
深港科創合作區，可集港深兩地優
勢，匯聚海內外人才，必將成為推動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
引擎。

總而言之，這份施政報告做到了
短期利民措施與長遠發展相結合，突
破了以往的 「小框框」 ，展現了更大
的發展思維和格局，值得肯定。當
然，藍圖雖好，落實最關鍵。必須真
正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
念，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行動起來，讓
每位市民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