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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將於12月10日舉行，
提名期自10月17日起展開。各區選舉主任昨日共
接獲103份提名表格，是提名期展開以來報名人數
最多的一次，其中63人報名參加地區委員會界別
選舉，40人參加地方選區選舉，至今共接獲282份
提名表格。多個政黨、政團亦在密鑼緊鼓在多區
舉行造勢活動，參選人都表示，希望為香港社區

建設、街坊福祉盡努力，盡心盡力協助居民排憂解難。

區議會選舉收103提名表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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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共派29人出戰
新民黨昨日公布區議會選舉名

單，分別派出17人參選區議會地方選
區選舉，12人出選地區委員會界別選
舉，共派29人出戰。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
儀表示，今次選舉是香港完善選舉制
度後非常重要的選舉，又指上次區議
會選舉是不正常、充滿暴力，有人只
是打着民主旗號，選後並沒有做實
事，甚至有人現時涉及刑事罪行。

葉劉淑儀續說，今屆區議會選
舉，新民黨派出年輕、高學歷的團
隊，希望投票率越高越好，今次選舉
重新劃分選區，因此希望政府加大宣
傳力度。

在本次選舉中，新民黨僅派出一
人參選九龍的油尖旺南選區。葉劉淑
儀回應表示，該黨屬於年輕的政黨、
只有12年，主力經營港島、新界東、
新界西，很多居於九龍的市民都希望

該黨為他們服務，希望日後有更多資
源放在九龍區。

新民黨派出17人參選地區直選，
選區包括東區、灣仔、中西區、南
區、屯門、沙田、大埔、北區、將軍
澳、西貢、油尖旺；屬於間選的地區
委員會選舉則有12人，當中有八成是
男性、女性佔兩成，1人是少數族裔，
最年輕的是24歲、最年長是47歲，平
均為37歲。

新民黨 ▲新民黨表示，會派出年輕及高學歷的團隊參加區議會選舉。

民建聯 ▲民建聯北區兩員參選，獲支持者打氣。

民建聯北區兩員
發表參選宣言

民建聯北區支部主席姚銘及北區
區議員高維基，昨日分別報名參加
2023北區區議會蝴蝶山及紅花嶺選區
選舉，並在一眾支持者見證下在粉嶺
北區政府合署發表參選宣言。

姚銘指出，自16年前首次報名參
加區議會選舉起，就與北區社區、民
眾共同努力成長，在過去亦見證了建
設北區的許多重要時刻，例如粉嶺擴
建行人天橋等。他表示身為一名社區
服務者，對北區未來發展亦有許多期
望，期待 「銘記初心，成就好社
區」 。他強調 「一人」 的力量有限，

但民建聯 「眾人」 一起努力可以更好
服務社區。

高維基表示已服務北區多年，於
2019年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有幸當
選服務社區。北區正值發展關鍵期，
面臨完善和優化各項規劃及各項民生
難題，他決心參與新一屆區議會選
舉，競逐連任區議員，希望更好服務
民眾， 「與民同行，共建北區」 。

自由黨宋芝齡 參加灣仔區直選
自由黨灣仔支部主席、藝人宋芝齡

昨日報名參與灣仔區議會直選，黨主席
邵家輝與副主席李鎮強到場站台支持。
宋芝齡說，爭取提名過程順利愉快，

「三會」 成員平時都見到她真實的一
面，街坊反應正面。若幸運當選，將特
別關注交通和環保的議題，因為明年會
實施垃圾徵費，她會多做解說工作。

宋冰冰決心為基層服務
此外，公屋居民關愛會粉嶺辦事處

工作的宋冰冰，在19日報名參選北區蝴
蝶山選區的區議會地區直選，並在立法
會議員吳傑莊的陪同下，到北區民政事
務處提交報名表格。

宋冰冰說，她於公屋居民關愛會粉
嶺辦事處工作三年多，與北區居民一起

經歷一切的變化。希望在社區中將愛凝
聚。她很感激居民及義工們一直以來的
支持和信任，這是她繼續為地區服務最
大的原動力。她還說，作為全國青聯委
員，非常關注青年事務，決心為區內基
層年輕人服務，推動他們更加關心社會
及增加向上流機會。

勞聯盼帶勞工聲音入區議會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張瑩瑩昨日報名參

加深水埗東選區地區直選，陳麗紅參加深
水埗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勞聯主席林振
昇、秘書長周小松等人陪同報名參選。林
振昇形容是次選舉為完善地區治理方案後
首場區議會選舉，未來區議會應包含多個
界別的聲音，勞聯希望代表基層和勞工的
聲音進入區議會，在社區上更有效和直接

維護其合理權益與福利。
周小松表示，張瑩瑩對社區服務有

堅定抱負，在社區工作方面有充足經
驗，曾在非牟利團體工作，重視少數族
裔和弱勢社群權益。加入勞聯後積極為
工友爭取合理權益，深信她成功當選區
議員後，會盡心盡力協助居民排憂解
難。

周元谷獲立法會議員撐場
香港離島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

會副主席周元谷昨日報名參加離島地區委
員會界別選舉。立法會議員嚴剛、廖長江
及離島區重要領袖出席造勢大會。

周元谷表示，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
護航下，香港先後完善選舉制度和完善
地區治理，令他備受鼓舞。黑暴和疫情

期間，他與社會各界共渡時艱。離島不
再是以往的離島，過往25年實現人口增
長1.9倍，此外，離島有港珠澳大橋、
「機場城市」 等先進基建，亦是未來重
點發展地區。他又承諾若成功當選，將
致力提出各項政策倡議，為離島發展出
一分力。

優化藥物審批制度

龍眠山

28歲青年楊嘉驃患末期癌症，
彌留之際，他簽下一張80萬元的支
票，捐贈給兒童癌病基金， 「患
癌的小朋友比我更辛苦，而且比
我 更 勇 敢 …… 所 以 決 定 支 持 佢
哋。」 這一份大愛，令人動容。

兒童癌病基金方面感謝楊嘉
驃的決定，會按照他的意願，將
捐款用作患癌兒童的藥物資助，
亦希望楊的善舉喚取社會對患癌
兒童的關注。事實上，包括標靶
藥在內的抗癌藥物非常昂貴，每
名兒童每年至少需要十多萬元買
藥，這一筆捐款只可以應付5至6名
兒童一年的藥物開支，對受助家
庭而言，只能是杯水車薪。

目前，仍有許多抗癌藥物不
在醫管局的藥物名冊之下，需要
病人或家人自費。據兒童癌病基
金表示，在藥物名冊上的藥物，
都是提供給成年人，兒童未在受
惠之列。究其原因，藥廠在申請
審批的時候，沒有列明適合兒童
使用。然而，這不代表兒童不可
以使用，但在現在制度下，無能

為力。香港平均每年有約180名兒
童患癌，在其18歲之前，都需要家
庭支付昂貴的抗癌藥物，這是難
以承受之重。不少病人或家人只
能尋求非政府組織的幫助。

病人組織及關注團體一直在
呼籲政府優化藥物審批制度，讓
患癌的兒童也可以免費獲得有關
藥物，減輕其父母的經濟負擔。
這樣的呼聲，有關部門應該傾
聽，並作出研究。

楊嘉驃大學畢業後工作不過
數年，能捐出80萬元，這也許是他
的全部資產，更顯難能可貴。他
說 「將帶不走的，留給勇敢抗癌
的小朋友」 。這件事對其他的人
也有啟迪意義。有道是，健康勝
萬金，生命最可貴。香港是一個
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是一個有愛
心的社會，有能力也有意願幫助
別人尤其患癌兒童的善長仁翁不
會少，特區政府在鼓勵捐贈的同
時，亦要創造人人樂於捐贈的社
會環境。

報名人數單日新高

有效解決中醫門診服務預約難問題
自今年十月一日起，政府資助中醫

診所的門診服務名額增至80萬個，整體
服務量比去年增加三成，對病人尤其是
有需要的長者來說，是一大喜訊。然
而，不少長者反映有關門診很難預約，
有的約了幾日都向隅，不得不自費看
診。這一事實說明，特區政府在增加醫
療服務的同時需要多走一步，包括增加
門診預約的透明度，以及平衡各區的實
際需要，將好事辦好。

自2020年3月起，市民可預約政府
資助中醫門診服務，包括中醫內科門診
及針灸服務，部分中醫診所亦提供涉及
骨傷的推拿服務，每次收費120元。至
於綜援人士、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
受惠人則可豁免收費。此外，偶發性疾
病患者可循18區中醫診所的流動應用程
式，預約即日或下一個工作日的中醫門
診服務。三年疫情期間，中醫藥被證明
對抗疫有效，有關服務需求大幅上升。
有鑒於此，去年施政報告承諾，將資助
中醫門診服務由每年60萬個，增加至80
萬個。

擴大中醫門診服務是一項德政，也
符合中西醫協作的大趨勢，值得點讚。

但就具體服務而言，還有不少地方需要
進一步完善。首先是預約透明度問題，
每一個區的居民數量不同，對中醫門診
的需求量亦不同，難免會出現一區預約
長期爭崩頭而另一區可能出現餘額的情
況，造成資源浪費。如果中醫診所的流
動應用程式能清晰顯示各區的預約情
況，可方便病人跨區預約。從技術上而
言，這不存在做不到的問題。

其實 「預約難」 並非第一次出現。
記得前三年疫情期間，各區都提供核酸
檢測服務並可預約，有的區感染者多，
很難預約；有的區則尚餘名額。特區政
府從善如流，優化預約系統，提升各區
預約的透明度，有關問題迎刃而解。

這裏也涉及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80萬個中醫門診服務名額，在全港
18區的中醫診所如何分配？分配的標準
是什麼？一直以來，香港的醫療資源分
配被指不夠公平，傳統居民區醫院較
多，市民看病較方便，但一些新區和偏
遠區的醫療資源較少，遠遠追不上急速
增加的人口。西醫服務如此，中醫服務
也許有同樣的情況。還有，大部分求診
者都在60歲以上，長者人數多的區對中

醫門診服務的需求，顯然不能同那些以
年輕人為主的新區相提並論。所以，在
分配門診服務名額時如何做到更合理，
更切合實際，頗考工夫。

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發展階段，
特區政府強調 「以結果為目標」 ，這並
非高大上的政治口號，而是應該落實在
政策之中，讓市民能感受得到、享受得
到。習近平主席在去年 「七一」 重要講
話中，對香港提出 「四點希望」 ，其中
第三點就是 「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現
在，不少市民反映中醫門診預約難，據
說有關部門已經在研究如何解決。雖然
說，中醫門診服務整體上供不應求，另
一方面特區政府也在加大投入，在現有
條件下，將有關資源進一步優化，希望
盡快有結果。

有道是： 「細節決定成敗」 。特區
政府推出任何政策時，都應該從方便市
民、方便用家的角度多加考慮，充分吸
納民意，多傾聽不同的聲音，就可以讓
政策更貼地、更有效率。關鍵是有關部
門面對複雜因素，如何再把工作做深、
做細，不斷總結完善，並且做好宣傳解
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