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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將增至70萬
將軍澳竟無產房
奔波跨區分娩 難為了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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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九龍東醫院
聯網的住院產科和新

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均集中在觀塘的
基督教聯合醫院，將軍澳醫院則提供產
前檢查和產後護理專科門診服務，區內
希望增設產科服務聲音不絕，惟醫管局
指現階段不會在將軍澳醫院增設產科服
務。

現階段不擬增設產房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公營醫療服務

以醫院聯網為基礎，近年在九龍東醫院
聯網分娩的孕婦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七
在西貢區（包括將軍澳）居住，其餘則
屬觀塘區居民和跨區預約孕婦。過去5
年（2018年至2022年），九龍東醫院
聯網產科服務的分娩人數見下降趨勢，
其中居住在西貢區（包括將軍澳）的分
娩人數由2018年約1200位下降至2022
年約650位。

發言人又說，該局在考慮區內病人
數目及安全、人手支援、資源和培訓需
要等多項因素後，認為九龍東醫院聯
網，在現階段維持一個產科服務單位
（即聯合醫院）的安排合適。該局會持
續檢視九龍東醫院聯網的產科和新生嬰
兒服務的整體需求，並視乎檢視結果決
定將軍澳醫院開設住院產科服務的適切
時間。

按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
口普查結果顯示，將軍澳的居住

人數正在急升，處於生育年齡、即15至49歲的
女性有逾13萬人。但現在將軍澳醫院僅提供產

前檢查及產後護理專科門診服務，區內孕婦待產
需舟車勞頓，最近也要跨區至觀塘聯合醫院或私家醫院分娩，很多
準媽媽對跨區生產憂心忡忡。

隨着眾多公私營屋苑在將軍澳落成，區內人口將由現時近50萬
增加至約70萬。有區議員表示，在將軍澳醫院增設產房已刻不容
緩，希望當局急市民所急，讓區內的準媽媽都能有產檢、
分娩、產後母嬰護理等一條龍服務。

只有產前檢查產後護理
「懷孕後做產檢預約時才得知將軍澳醫院無

產房，生產需要跨區到聯合醫院。」 在將軍澳居
住的準媽媽李太不安地說： 「懷孕八個多月，是
第一胎，好擔心跨區生產，怕產檢數據報告於聯
合醫院未能完全跟進。」 丈夫李先生也表示，在
同一家醫院做產前、分娩和產後跟進肯定是最好
安排， 「將軍澳區發展至今，實際都需要一個婦
科產房滿足本區居民需要。」

現時住在將軍澳的孕婦可在將軍澳醫院及寶
寧路母嬰健康院作產檢，生產卻要到觀塘聯合醫
院。大公報記者日前在聯合醫院觀察，發現人來
人往的醫院有着不少孕婦和剛生產完的媽媽出
入，位於邵逸夫大樓的二至四樓附設產房、婦產
科病房、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嬰兒特別護理部
等，疫情下前往探望的人數不多，但護士和醫生
們卻是忙得團團轉。

乘半小時車跨區有風險
「將軍澳人口現時接近50萬，是香港人口增

長最多的一區，加上近年政府已落實將軍澳137
區，會發展五萬個住宅單位，連同早前落實的四
個公營房屋發展，人口將再增加約20多萬人。」
西貢區議員方國珊指出，公私營房屋近年不斷在
將軍澳落成，預計將來人口數量高達70萬。

「愈來愈多年輕夫婦在區內居住，但該區的
醫療配套卻不完善。」 方國珊表示，一直關注將
軍澳區缺乏 「產房」 問題，自2008至2012年期
間，社區組織已多次督促政府及醫管局落實於將
軍澳醫院增建產房，並增撥資源到該區。 「2008
年政府向將軍澳醫院撥款時，曾承諾待2013年工
程完成後，主座大樓會預留婦產科手術室、婦科
病房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病房等作產科用途。但
及後醫管局以擔心醫護人手及西貢與將軍澳區分
娩孕婦數量不足為由擱置計劃。」

「有待產媽媽擔心一旦臨盆時，要乘約30分
鐘車程到聯合醫院分娩，情況上有一定風險。」

方國珊指
出，將軍
澳沒有巴士
或小巴直達
觀塘聯合醫院，
加上行上聯合醫院
有一條好長的斜路，對
孕婦來講好辛苦，只有乘的
士前往，但會增加家庭負
擔。

「將軍澳醫院附近就有
港鐵站，加上產前檢查和產
後護理都可以在將軍澳醫院
做，如果增設產房提供分娩達
至一條龍服務最好。」 方國珊表
示，隨着未來區內人口不斷增
長，亦需優化婦產科相關服務及配
套設施。 「眼見部分街坊子女由嬰兒至
今已十多歲，但 『產房』 仍未見蹤影。」
她表示，培訓婦產科醫療人員亦需一段長時
間，希望政府政策盡快落實，不要令居民無限
期去等待。

觀塘聯合醫院壓力日增
觀塘區議員顏汶羽也表示，將軍澳區居民數

目不斷上升，孕婦人數同樣增加，跨區到觀塘聯
合醫院生產是不太理想。 「孕婦行動不太方便，
如果接近臨盆時，特別是新手父母會更加提心吊
膽。」

顏汶羽說，東九龍區屬於多長者及基層社
區，整體對聯合醫院的醫療需求非常龐大，
但聯合醫院硬件老化、地方細，醫療功能已
經不勝負荷，目前正在進行擴建工程。顏
汶羽建議，政府最好在將軍澳區或現有醫
院增設產房服務，符合當地的發展需求，
解決孕婦跨區舟車勞頓之苦。

大公報記者 余風、黃山、蘇荣

婦產科專科醫生靳嘉仁
表示，據知將軍澳醫院一直

有預留做產科，過往應是人口數目不足難以
設立，現時相信是醫護人手難作配合。他又
稱，第二、三胎的產婦產程可以好快，故需

多留意， 「我（試過）收到通知至個媽媽生
產，只需半小時完成產程。」

見紅穿羊水要即時入院
靳嘉仁提醒，產婦如大量見紅，有可能是胎盤

前置及剝落出血，應盡快往醫院求診，而半小時到
達醫院仍屬合理情況， 「如在外國駕車，半小時至

一小時到達醫院亦屬正常。」
靳嘉仁指出首次生產的母親毋須過於害怕，一

般情況下，首胎由 「作動」 至生產歷時六至十二小
時，而孕婦如出現規律性的肚痛，多於一、兩小
時，便有可能是 「作動」 ，需及時往醫院檢查；而
「見紅」 及 「穿羊水」 亦要即時往醫院，而產婦必
要時可致電附近的醫院要求提供協助。另一名婦產
科專科醫生陳億仕亦提醒，如產婦下體流出鮮血，
則屬危險情況，必須馬上前往醫院。他又提醒，若
在來不及的情況下，未到達醫院已生產，母親必須
留意替初生嬰兒保暖， 「抹乾淨個BB後，媽媽可以
抱着BB替其保暖。」

醫生：二胎媽媽可半小時產子
爭分奪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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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區未來人口將增將軍澳區未來人口將增
至至7070萬萬，，但現時區內醫院但現時區內醫院
並未設婦產科並未設婦產科。。

掃一掃 有片睇

▲準媽媽李太表示，將軍澳醫院無產
房，分娩時需跨區到聯合醫院感到非常
不便。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將軍澳雖有母嬰健康院服務，但未
能滿足區內孕婦需求。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時事追擊

美息快見頂 港復甦加快

韋金

美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再加
息0.25厘，令港美息差進一步擴
闊，但在資金持續流入之下，港
元兌美元匯價保持穩定，拆息不
升反跌，多間本港銀行維持最優
惠利率不變，供樓人士與企業商
家可以暫鬆一口氣。

目前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接近
千億元，保持在較為充裕的水
平，港息有條件不緊貼美息走
勢，加上美國經濟持續走弱，美
息見頂不遠，這為香港地產市場
回穩與經濟復甦，提供有利環
境，從而增強私人消費與企業投
資信心。

其實，近年聯儲局激進加息
遏通脹，造成頗大殺傷力，美國
經濟面臨衰退危機，聯儲局不能
不調整加息步伐，甚至隨時煞停
加息。自去年初至今，聯儲局合
共加息4.5厘，利率處於15年來最
高水平，重擊實體經濟與金融市
場之餘，還可能引爆債務危機。

不過，即使美國加息周期結
束，但相信利率仍會在高位維持

一段時間，原因在於，美國通脹
壓力依然很大，俄烏衝突持續對
供應鏈以及勞動力市場造成負面
影響，令核心通脹持續高企，因
此，有人認為聯儲局年內掉頭減
息，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值得留意的是，近期本港銀
行普遍下調港元定期存款利率，
一方面預示美息快將見頂；另一
方面則反映資金不斷流入，押注
看好香港與內地經濟。

隨着疫情持續穩定，加上與
內地及國際逐步全面通關，特區
政府正聚焦發展經濟，全力招商
引資，向外推廣香港優勢與機
遇，今年經濟有望迎來強勁反彈。

事實上，根據有關部門最新
經濟預估數字，經濟已呈現觸底
回升跡象，去年第四季私人消費
已轉跌為升，市場普遍對今年香
港經濟復甦前景充滿信心，有機
構預期經濟從去年收縮3.5%，呈現
V形反彈至正增長5%，資金流入香
港勢頭持續。

走出去尋找新機遇 迎客來展現新形象
為了向全球展示香港全面復常下的

新魅力、新發展、新機遇，特區政府推
出 「走出去、請客來」 策略。行政長官
李家超明日將展開中東之行，推廣香港
商機；昨日特區政府舉行 「你好，香
港！」 啟動禮，公布一系列吸引旅客訪
港計劃。50萬張免費機票、100萬份
「香港有禮」 消費禮券，加上全港1萬6

千家參與推廣活動的店舖提供各類優
惠，三招連發，先聲奪人，威力十足，
有望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消費觀光，帶動
本港經濟全面復甦之餘，亦可以推廣香
港的新機遇、形象和活力。

成功的品牌需要不間斷的推廣，一
個城市的形象亦如是。過去的幾年，香
港經歷非常時期，更有推廣的迫切性。
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後，新冠疫情
接踵而至，疫下三年香港幾乎 「與世隔
絕」 ，令外界對香港產生陌生感，這不
足為奇。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和組織一再
妖魔化香港國安法，全力 「唱衰」 香
港，也導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香港產
生誤解，不願意來港。

要讓外間了解香港的真實情況，不
外乎兩個主要途徑，一是主動走出去，

向外推介；二是想方設法將遊客請來，
讓他們親身感受香港的現狀。百聞不如
一見，當旅客來港後，發現東方之珠魅
力依然，特別是香港完全復常後，與國
際社會和內地無縫鏈結，正在全力發展
經濟，一些誤會自然消解。

與過去的香港相比，現時的香港其
實是處在 「變」 與 「不變」 之間。說
「變」 ，是香港黑暴不再，混亂不再，
恢復了秩序和安寧，市民安居樂業，連
街道也比以往更為整潔、美觀，香港正
變得越來越好；說 「不變」 ，是香港的
「一國兩制」 大政方針保持不變，基本

法保障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不變，香港的
自由市場和國際都會的定位不變， 「馬
照跑、舞照跳」 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
變。早前香港舉辦賀年盃賽馬活動，吸
引八萬人入場，投注額更打破歷史紀
錄，這是當下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的最直
觀的體現。

來港的旅客也會看到，隨着中國內
地優化防疫措施，經濟全面復甦，重新
成為支撐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穩定
器，近水樓台的香港是最大得益者。包
括共建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等

國家戰略將加快步伐，為香港經濟復甦
提供源頭活水。李家超在春節後首訪中
東，正是 「一帶一路」 中的重要國家。
另外，香港被賦予 「八大中心」 的定
位，包括國際創科中心及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足證在香港回歸祖國踏入26
個年頭的今天，香港的角色不是削弱
了，而是加強了，這會增強國際社會對
香港未來的信心。

而單就旅遊資源來看，香港除了維
港、兩大主題公園等傳統景點，近年新
增M＋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等，現代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互相輝
映，對遊客更具獨特吸引力。

如今全球各地都在加速復常，也都
在拚命搶客，香港如何脫穎而出？大手
筆不可少， 「銀彈」 不可少，如此才有
足夠的吸引力。只要旅客願意來港消
費，這些付出是值得的，回報將數以倍
計。更不必說，旅客回去後，將所見所
聞廣而告之，還原一個真實的香港，足
以消除一些誤解，這是花多少錢打廣告
都得不到的效果。可見 「你好，香
港！」 等推廣活動物有所值，最重要的
是要將好事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