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醫學院聯同懲教署推行丙型肝
炎（丙肝）篩查先導計劃，於去年10月
起率先在赤柱監獄展開為期三年的計
劃，為自願參與計劃的合資格在囚人士
檢測，以找出丙肝病毒攜帶者並提供抗
病毒藥物治療。目前已篩查的106人中2

人為陽性，陽性率高於本港大眾丙肝感染率。港大醫學
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腸胃及肝臟科主任袁孟峰表
示，將有限的檢測資源集中於在囚人士等高危人群，可
更高效達至世衞2030年消除肝炎的目標。

丙肝主要透過血液或體液傳播，注射毒品、男男性
接觸者、曾入獄或在囚人士等群體為高危感染者。大部
分丙肝患者無明顯症狀，但其患上肝硬化及肝癌（香港
第三大致命癌症）的機率會增加。

處方藥物治癒率逾95%
根據計劃，港大醫學院團隊會到訪懲教院所，為在

囚人士篩查後，再以遙距CMS（診所管理系統）為確診
人士處方8至12星期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s，簡稱DAA），並提供服藥事項等內容諮詢輔
導。療程完成後6個月，再以病毒核酸測試檢視其療效，
預期治癒率逾95%。懲教署高級監督（健康護理）黃啟
泰表示，很多在囚人士觀看計劃宣傳片後，都主動聯絡
工作人員了解信息，踴躍參與先導計劃。

該計劃採用 「目標群組消除」 策略，即集中資源為

特定丙肝高危群組提供服務。團隊計劃2026年9月底篩查
超500人，截至2023年12月已篩查106人，其中2人為陽
性，初步陽性率已高於本港整體0.32%（約2.2萬人）的
丙肝感染率。早前團隊亦曾在非牟利中途宿舍及復康中
心，為曾共用針筒、入獄或濫用藥物的396名參與者提供
丙肝篩查，發現47.2%的人帶有丙肝病毒。袁孟峰指
出，本港整體丙肝感染率不高，進行普查未必有效，相
信用有限資源在高危人群中集中篩查，能更高效實現消
除慢性肝炎的目標。

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腸胃及肝臟科臨
床助理教授麥龍兒表示，政府提供了140萬資金資助，協
助覆蓋醫療設備等費用。她續指，該計劃花費最多的本
應為藥物費用，所幸政府自2020年10月起為丙肝患者提
供免費DAA治療，便利項目推進。

大公報記者趙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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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於昨日
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揭牌。香港教育局局長蔡
若蓮出席活動致辭時表示，基地揭牌後，希望
華南師範大學能繼續發揮學校在教師教育方面
的豐富經驗，助力香港教師專業成長；同時期
待以基地為平台加強與內地高等院校合作，善
用各自優勢，資源共享共用，開展更多樣化、
高質素的教師培訓項目，推動學科建設經驗分
享、教育研究以及教師教育培訓，讓兩地教育
工作者互學互鑒，共同發展。

港粵加強高校合作 開展專業培訓
首個香港教師研修交流基地在穗揭牌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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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
昨日開班，一眾新教師在研修
及交流基地上課。

▲內地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
流基地在廣州揭牌。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內
地設立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恆常開展專
業培訓、交流與合作。今次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
流基地落戶華南師範大學，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教
育融合發展邁入新階段。

149新入職教師參加培訓
蔡若蓮表示，去年年初兩地恢復全面通關之

後，華南師大是第一所為香港舉辦教師培訓的內地
師範院校，8個多月來培訓了近900名香港教師，當

中還包括了60位非華語的教師。她表示，基地揭牌
後，能為粵港兩地教師搭建共同教研、專題探討的
平台，同時促進粵港兩地教師培訓院校的合作。

當日亦是新一期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的
開班日，來自香港的149名新入職教師參加培訓。蔡
若蓮指，新入職的教師是教育界的生力軍，期望教
師要努力裝備自己，在培訓中更新專業知識，不斷
成長，親身體會國家在教育文化、社會，以及科技
創新各方面的發展，等回到學校崗位時，能夠給學
生說好國家故事，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

意識，引領他們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讓港師了解內地教改成就
廣東省教育廳黨組書記、廳長朱孔軍表示，全

國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成功落戶華南師
大，是廣東與香港在教師教育領域合作開啟新征程
的里程碑。他相信華南師大必將充分發揮其在教師
教育方面的優勢，為香港教師赴內地研修交流提供
優質資源，讓香港教師更好地了解內地教育改革發
展的特點和成就，同時也為香港教師和內地教師的

深入交流創造更廣泛的機會和更廣闊的平台。
華南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王斌偉表示，全國首個

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的設立，是香港教師教育
體系建設的創新舉措。基地為兩地教師的深入合作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廣闊的交流平台，教師們
可以通過研修和交流，分享先進的教育理念、教學
方法和課程設計，共同成長。王斌偉期望，通過基
地構建的廣闊平台，大灣區教育工作者能夠進一步
深化專業合作，打造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助推灣
區國際教育示範區建設。

港大夥懲教署為在囚者篩查丙肝 科大研環保防蟲噴霧 能驅除床蝨
世界多地爆發床蝨危

機，香港科技大學（科
大）昨日公布研發出一
種高效持久的環保防蟲噴

霧，能驅除床蝨並滅活高
達99.9%的高傳染性病毒、細菌和難以殺
滅的孢子，香港運動員亦將在2024年巴黎
奧運會期間使用這款環保防蟲噴霧。該配
方亦可在不改變材質的情況下摻入棉、麻
等紡織物，為包括病人、長者及嬰兒等衣
物服飾，提供持久的抗病毒防護。

科大與Absolute Pure EnviroSci
Limited（APEL）建立聯合實驗室，於昨
日舉行開幕禮及簽署合作備忘。該實驗室
旨在就創新的健康和環境技術進行研發及
成果轉化，當中包括一種高效持久的環保
防蟲噴霧，能驅除床蝨並滅活高達99.9%
的高傳染性病毒、細菌和難以殺滅的孢
子。

防蟲噴霧採用新型多層次殺菌塗層技
術（MAP-1）研發，有效驅除床蝨。實
驗室主任、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兼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學部教授楊經倫表示，配方包
含3種經植物萃取的天然成分，可噴於
棉、麻紡織物、運動用品、傢俬等物件的

表面，而塗層亦可提供30日抗病毒防護。
該項發明目前已通過內地及瑞士兩個實驗
室認證，證實具100%驅蝨能力；同時已
申請專利。

楊經倫帶領的聯合實驗室研究團隊亦
已研發包括人體皮膚、肺、腎及心臟細胞
的3D打印細胞支架，製作人造類器官
（artificial organoids），以測試空氣和
水污染對人體健康可能構成的潛在禍害。
這些器官在有關測試中所顯示的細胞活
性、功能變化以及生物表達數據。

大公報記者郭如佳

▲APEL主席鍾偉強博士（左），向港協
暨奧委會義務副秘書長黃寶基（右）致送
防蟲噴霧作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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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基地意義大

龍眠山

特區政府教育局在華南師範
大學設立的首個教師研修和交流
基地昨日揭牌，為恆常開展教師
到內地培訓、交流和合作創造了
條件。

培養愛國愛港的新一代，是
「愛國者治港 」 繼往開來的前

提，香港教育界承擔神聖使命。
現時中小學都強化了國情教育，
中學階段必須到內地交流至少一
次。言傳身教，培基鑄魂，加強
學生國情教育，應從老師開始。

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教師
本領高強，道德高尚，站得穩，
行得正，帶出來的學生才不會走
歪，才能成才。正因如此，教師
的 「充電」 、學習提高才顯得異
常重要。在華南師大設立教育研
修和交流基地，正當其時。

華南師大位處廣州，與香港
地理接近，交通方便。該校與香
港教育局有着長期而良好的合作
關係。去年初香港全面復常後，
華南師大成為第一所為香港教師
提供培訓的院校，8個多月來組織

了8個學習團，培訓了近800位香港
教師，包括60位非華語老師，成果
卓著。

特區政府和教育局高度重視
教師隊伍的建設，為教師的專業
成長和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包括
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香港的教育質素在國際上素
有聲譽，這與廣大教師的辛勤努
力是分不開的，香港教師隊伍絕
大部分都很專業，令人尊敬。當
然，經歷黑暴之後，痛定思痛，
大家感到教師隊伍必須加強愛國
主義教育。據說《大公報》將舉
辦師德師風獎評選活動，弘揚優
秀教師敬業樂業愛國愛港的崇高
精神，引導廣大教師釋放更多正
能量，這很有必要。

加強師資建設，提升教育水
平，永遠在路上。習近平主席曾
對老師提出四個方面的要求，即
「堅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
涵養扎實學識、勤修仁愛之心」 。
這也應該成為香港教

師隊伍建設的標尺。

醫健事 創科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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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而行謀發展 深港合作再提速
隨着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加速，深港

合作不斷深化，在不久的將來，深港
「一小時生活圈」 將提升至 「半小時生

活圈」 。深圳羅湖區昨日發布《深港融
合發展先行區三年行動方案》，積極對
接香港北都區發展規劃，目標到2026年
打造30分鐘城際通勤圈，探索跨境直升
機、通勤巴士等通關新方式，力爭成為
香港與內地資源配置的 「超級鏈接
地」 。相關方案對香港來說意義重大，
應引起重視，與深圳相向而行，提升兩
地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羅湖區是深圳市最早發展的地區，
與香港接壤最多，設有多個口岸，其中
羅湖口岸一直是港深之間客流量最大的
口岸。兩地去年初恢復全面通關之後，
各口岸再現繁忙擁擠的場面，而羅湖口
岸的單日過關人流不斷創出高峰。特別
是近來港人北上消費成為熱潮，香港方
面也迫切希望恢復深圳居民的 「一簽多
行」 方案，加快通關效率是當務之急，
羅湖區提出進一步優化兩地通關方式完
全在情理之中。

提升通關效能既是民意殷切期待，
更為兩地發展帶來新動力。早在去年一

月，羅湖區就提出 「三力三區」 產業發
展新定位，其中的 「三力」 ，是指羅湖
區聚焦消費、深港融合、現代服務業三
大關鍵要素； 「三區」 則是粵港澳大灣
區、深圳先行示範區及香港的北部都會
區，羅湖具有區位優勢。事實上，羅湖
區的港商很多，羅湖區發展現代服務
業，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引從香港北上的
人流。可見羅湖區銳意提升兩地通關模
式和效率，也是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貿易中心等的優勢地位，推動
區域高質量發展。

深港優化通關也是改善粵港澳大灣
區營商環境的重要內容。國家發改委日
前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
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提到探索兩
地通關新方式，根據實際情況增加24小
時通關口岸的數量。如果羅湖口岸延長
通關時間，對加快兩地人流暢行意義重
大。目前香港只有東鐵線前往羅湖關，
平時已經迫爆，節假日更是 「人滿為
患」 ，而探索新的便利往來舉措是應有
之義。另外，深圳正在發展被稱為 「空
中的士」 的載人無人機商業飛行，如果
跨境到香港，時間會更快。

除了羅湖區，深圳其地區域都在爭
相強化與香港的合作與對接。新皇崗口
岸於三年後啟用，通關時間將由現時的
25分鐘大幅縮短至5分鐘。深圳鹽田區
重點拓展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合作區
重點項目之一的沙頭角口岸重建計劃進
展順利，啟用後將擴容13倍。深圳灣口
岸也十分繁忙，《大公報》日前報道深
圳灣口岸經常塞車，並引述專家建議優
化交通配套，引起當地政府和口岸部門
的關注。南山區交通局等部門昨日現場
接受記者採訪，介紹整改措施，其反應
之快、效率之高，令人印象深刻。

香港和深圳聯繫越來越緊密，共同
利益越來越多，在城市布局、產業發
展、基建配套等方面的關聯性越來越
強。對香港來說，兩地通勤時間將由一
小時縮短為半小時，不僅為市民出行帶
來便利，更為香港發展提供新動力。港
深生活緊密化越來越明顯，特區政府推
出施政藍圖時，需要有更多的深港共同
發展的視角，甚至各區密鑼緊鼓發展地
區經濟刺激消費時，亦要有更廣闊的視
野，善用兩城相連的獨特資源，融入大
灣區發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