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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護士激讚：
內地護士幫到手

首批70人來港公院實習

「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交流計
劃」 首批70位廣東省護士4月17日
抵港，現獲安排到七個聯網醫院的
內科及老人科病房參與臨床實習，
與本地護士交流經驗。

新界東醫院聯網老人科顧問護
士史綺雯表示，計劃除了提供學術
交流，亦會安排不同的實踐活動，
例如參觀日間醫院、籌備外展活動
等，有助廣東省護士了解本港老年
護理的社區支援服務，以及讓兩地
護士就老年護理服務的發展進行深
入討論和經驗交流。

廣東話與病人交談「同聲同氣」
醫管局昨日安排三位廣東省護

士分享參與交流計劃的感受，來自
廣東省中醫院的護士楊敏菲，現
時在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提
供服務。她說，平時在病房中
會主動向患者介紹自己是來自
大灣區的護士，感覺患者也很

樂意與他們交談。她亦見證了香港
醫療體系分工細緻，護士耐心照顧
患者，實現 「以人為本」 的宗旨。
她又說，交流護士們會以流利的廣
東話，與病人們 「同聲同氣」 ，相
信不會造成溝通上的不便。

伊利沙伯醫院病房經理（內
科）黃美玲表示，廣東省護士加入
病房工作都是以 「臨床帶教」 的形
式，由本港有經驗的臨床護士作為
導師，以一帶一的模式，按相關指
引工作，確保臨床交流順利進行。

她又說，本港部分醫療儀器與
內地醫院相同，廣東省護士很快上
手，早前病房內接收了一位需用高
壓氧進行治療的重症新冠病人，交

流護士不需

要額外指導便能迅速配合工作，並
為病人提供了健康評估等的跟進，
讓病人感到非常暖心。她亦形容交
流護士加入病房後是 「多了一個同
事，多了一雙專業的手」 ，他們不
但有助紓緩內科急症病房醫療人手
短缺的問題，還具備豐富的專業知
識和臨床經驗，能夠很好照顧到患
者身心靈健康，其他科室很羨慕她
所在的科室有交流護士到來。

第二批100人最快年底來港
醫院管理局代理總護理行政經

理梁明表示，第二批100名廣東省護
士，最快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抵
港，相信該計劃能進一步加強本港
與大灣區護理專業人員的知識和經
驗交流。他亦指 「交流計劃」 是雙
向的，有關香港護士回內地參與專
科護理知識的交流情況，目前當局
正與內地衞生健康委員會積極商
討，暫未有確實日期。

粵港兩地醫護人員緊密交流，推進更大規模合作，期望能解決香港醫護人手荒的痛點！
醫院管理局早前推出 「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交流計劃」 ，首批70位廣東省護士獲安排到七個
聯網醫院的內科及老人科病房參與臨床實習，第二批100人預計最快今年底來港。

廣東省護士分享來港實習體驗，認為本港醫患關係良好，實現 「以人為本」 ；本港聯網護
士導師形容，廣東省護士很快上手，加入病房後是 「多了一個同事，多了一雙專業的手」 ，認
為交流計劃有助紓緩人手短缺問題，令病人受惠；而兩地護士互相交流經驗，雙方均表示獲益
良多。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話你知

醫管局去年宣布推出醫管局去年宣布推出「「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深化與深化與
廣東省醫療人才專業交流廣東省醫療人才專業交流，，促進兩地公營醫療服務的發展促進兩地公營醫療服務的發展。。

當中的當中的 「「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交流計劃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交流計劃」」在兩年內邀請在兩年內邀請300300
名廣東省護士來港交流名廣東省護士來港交流，，每次交流為期每次交流為期1010..55個月個月。。來港的廣東省來港的廣東省
護士會先完成護士會先完成8080小時小時「「網上理論課程網上理論課程」」，，來港後需在臨床指導員來港後需在臨床指導員
「「一對一一對一」」指導下指導下，，按照指引參與臨床護理工作按照指引參與臨床護理工作。。

此外此外，，現時已有現時已有1010名廣東省的醫生及名廣東省的醫生及33名中醫專家名中醫專家
透過計劃來港交流透過計劃來港交流。。其中其中1010名醫生已獲香港醫務委員名醫生已獲香港醫務委員

會批准有限度執業註冊會批准有限度執業註冊，，會在九龍中會在九龍中、、九龍西及九龍西及
新界西醫院聯網參與臨床工作新界西醫院聯網參與臨床工作；；三名中醫三名中醫

專家則在不同醫院參與中西醫協專家則在不同醫院參與中西醫協
作的臨床培訓工作作的臨床培訓工作。。

兩年兩年300300粵護士來港交流粵護士來港交流

港護士對患者關懷 就像對家人一樣
▲廣東省護士來港和本地護士互相交流經驗，雙方都獲益良多。

▲三名廣東省護士及兩名公立醫院護士，分享
交流的體會和得着。

在本港第五波疫情期
間，391名內地醫護援

港，令本港在短時間內提升新冠治療中心
的收治容量，並在臨床護理工作、中西醫

藥應用、復康治療等多方面交流經驗，為
深化兩地醫療合作打下穩固基礎。有立法
會議員認同， 「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
劃」 有助深化香港與廣東省醫療人才專業
交流，提升兩地的水平，認為大灣區間應
設立恆常交流機制。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指出，本港設有有
限度註冊醫生制度，並在2018年放寬註冊
及續期安排，對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
執業有一定吸引力，但其後因黑暴、疫情
等影響，制度未能發揮作用，但她認為疫
後社會復常是一個不錯契機，醫管局應善
用相關渠道吸納更多非本地培訓醫護到公
營醫院服務。她又認為，有關安排無需設

立名額上限。
「不要香港不夠人的時候，才找他們

來」 。陳凱欣又建議大灣區間應設立恆常
交流機制，例如醫科學生實習期間，可分
別前往內地、香港等地進行實習，她相信
安排有助醫護更了解兩地醫院工作環境，
同時擴寬醫學知識。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認同大
灣區交流計劃，有助加深兩地科研、臨床
醫學上的交流， 「大家一起去交流是好
的，可提升兩地的水平」 。他亦認為，醫
管局應善用有限度註冊醫生制度聘請更多
海外及內地醫生來港工作，滿足人手需
求。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去年香港疫情高峰期間，近四百名內地
醫護援港，助新冠病人獲得適切治療。

提升兩地醫療水平 議員倡交流恆常化

首批廣東省護士已
抵港交流兩個月，他們

均表示，香港醫護在人文關懷上做得非
常全面，令他們印象深刻，會將在港交
流收穫的經驗帶回內地，投入工作中。

來自廣州市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
的劉佳麗有7年的護士經驗。她說，交流
期間最大的感受是香港護士對待患者就
像對待自己家人一樣。她說，參與臨床
實習期間曾遇到患有認知障礙的長者，
不是太配合治療，但香港護士非常有耐
心，會主動諮詢患者家屬，了解到患者
喜歡小朋友，就特地準備嬰兒玩偶逗她
開心，使她願意配合治療和護理。

劉佳麗又說，通過交流加深了她對

養老服務的理解，認為內地可以借鑒香
港對老年進行綜合評估和提出個人化護
理計劃的理念。

以耐心和愛心照顧患者
來自廣東省中醫院的楊敏菲則分享

指，交流期間病房曾接收一位患有肺炎
的八旬婆婆，需靠呼吸機配合治療，但
是呼吸機帶來的不適讓婆婆心煩意亂，
香港的護士同事會主動了解患者的喜好
和日常生活習慣，並秉持耐心和有愛心
的態度照顧患者， 「護士得知婆婆喜歡
花，便畫了花畫貼在婆婆的床頭，婆婆
心情好了，身體也慢慢改善了」 。

首批70位來港護士中有六位男
護士，包括來自惠州市人民醫院的
尚昀晛，他獲安排到內科及急性腦
血管治療中心工作。他讚賞香港的
醫患關係很融洽，除了患者積極配
合治療，護士亦會非常有耐心幫助
病人復康訓練。他曾遇到突發腦中
風患者，因吞嚥與自理困難需每日
進行物理治療，護士每日都會鼓勵
患者，三周後患者回復正常肌力，
當患者感謝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
欣慰。

印象深刻

創造雙贏

望電興嘆

龍眠山

以新能源車取代傳統燃油車
是大勢所趨。有統計顯示，僅今
年首兩個月，本港就增加4000架電
動車。有企業早前獲得政府牌
照，從內地引入49座純電動旅遊
巴，正與10多間車商洽談，期望可
盡快於香港市面行使。立法會議
員促請政府進一步優化運輸政
策，為商用車增加電動車充電配
套，並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
小組，協調不同政策局，規劃建
設大型充電設施。

目前，購買電動商用車可獲
政府資助，但程序繁雜，難以申
請，有待進一步簡化。另一方
面，電動車充電位不足成為最大
掣肘。深圳市有12萬個充電位，其
中充電2小時以下的 「快叉」 位就
有38000個。但本港充電位總共只
有區區5000多個，而且大部分是需
時近20小時的 「慢叉」 位，基本上
得物無所用。無論是政府停車
場、私樓還是房委會轄下公營屋
苑，都缺少充電位。

有人算過賬，現時本港平均

每9.5部電動車爭一個充電位。在
這種情況下，縱然很多市民希望
購入電動車，但由於 「望電興
嘆」 而躊躇不前。

充電位分布不均是另一大問
題。港島交通發達，充電位也相
對較多，新界一帶的充電位嚴重
欠缺。其中大埔區僅有67個充電
位，元朗也只有200多個，反觀灣
仔區有380個充電位，而中西區更
有接近400個充電位。

大量增加充電位是香港的當
務之急，有關部門要擬定目標和
路線圖，以建立大型公共 「快
叉」 充電站為主，同時鼓勵私人
屋苑及公共屋邨的停車場設立充
電位。由於這涉及多個政策局的
工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統籌
協調，實有其必要。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新能源車
的發展，但客觀而言，目前仍落
後於大勢，現在後起直追還來得
及，關鍵是做好相關規劃和配套
工 作 ， 才 能 事 半 功
倍。

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習主席視察香港一周年 系列評論之二

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
政府就職典禮上，提出 「四點希望」 ，
鼓勵香港主動對接 「十四五」 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高質量
發展等國家發展戰略，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一年來，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
以習主席重要講話為行動指南，積極作
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明顯提速，呈現
出發展新面貌。

在去年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宣布
成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 ，由
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擔任組長，三位司
長擔任副組長，從策略、宏觀及高層次
角度，統籌協調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工作。督導組已舉行三次會議，討論
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政策和項目
的優先次序，並檢視相關工作進展，其
中不少工作已扎實推進，有了良好開
局。

譬如在基建方面，蓮塘／香園圍口
岸年初正式啟用，這是港深兩地第七個
陸路口岸，採用車輛 「一站式」 通關模
式。香港亦加快開放沙頭角禁區，積極

研究在重建後的沙頭角口岸率先推行
「兩地一檢」 通關模式。金融方面，股

票雙櫃台模式上周正式推出，符合條件
的上市公司同時設有人民幣和港幣交易
櫃台，分別以兩種貨幣報價、交易和結
算，增加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深度，
也將人民幣國際化向前推進了一步。

在創科方面進展更為矚目，香港特
區政府全力 「搶人才、搶企業」 ，得到
中央及廣東省的大力支持，特區政府目
前接觸了100多家有意落戶香港的科技
大企業，大都有意進駐河套區及新田科
技城，原因是兩地鄰近深圳，方便合
作。

為進一步深化粵港及港深的全方位
合作，香港與廣東省及深圳市分別成立
13個及19個專班，就創科、金融、青年
事務、商貿等領域的合作展開對接。香
港特區官員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官員的互
動，從來沒有現在這麼頻密。就在四月
份，李家超率領立法會代表團到訪深
圳、東莞、廣州、佛山四市，就促進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進行深入交流。立法會
去年成立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

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召開多次會議，
討論議題涵蓋法律服務、安老、醫療、
文化藝術合作、旅遊發展、人才支援等
方面。會議上，由政策局官員就各項與
大灣區建設有關的工作範疇作出匯報，
並充分聽取議員的意見，充分體現了行
政立法良性互動的議政新風尚。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全方位
的。香港中學生及老師到內地考察，認
識國情；中高級公務員到內地參加學習
課程，了解國家發展及政策制定過程；
3000多港澳專才跨境執業，以己之所
長，貢獻國家之所需；在大灣區專科護
理交流計劃下，兩地護士取長補短，受
益匪淺。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共建大灣
區，關乎香港的未來和港人根本福祉。
而香港積極發揮高度自由開放、同國際
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將在構建國家更
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新格局中發揮重要功能。正如習主席重
要講話所指出， 「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
領域全面拓展、機制不斷完善，香港同
胞創業建功的舞台越來越寬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