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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牙科街症一籌難
求，最新一份《審

計報告》指相關街症籌額
較疫情前減半至約2萬
個，派籌比率同時升至接
近百分百，審計署建議衞
生署檢視派籌安排及服務

使用情況，並需應對牙醫人手不足的措施，以把
服務量回復至疫情前每年約4萬個名額的水平。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在立法會回應指
出，承認牙科街症排隊派籌非理想安排，惟指完
全不用排隊是 「烏托邦」 及浪費資源，未來牙科
街症考慮 「三部曲」 ，特區政府目標今年內完成
開發電子系統。有議員建議，長者醫療券第三季
擴展至兩個內地牙科機構，希望可以繼續增加牙
科機構，讓香港長者有更多選擇。

衞生署為市民提供促進口腔健
康、預防及治療牙患的服務，當中除
了學童牙科保健外，現時設有11間提
供牙科街症服務的政府牙科診所，除
為公務員提供牙科服務外，亦會為有
需要的市民處理止痛及脫牙服務，除
離島區兩間每月僅一節之外，其餘九
間每周會劃出一節上午或下午服務時
段提供緊急牙科服務，各時段派籌數
目上限為32至84個不等。《審計報
告》指出，因疫情和牙科醫生人手不
足，全數診所派籌額由2018至2019
年度的40332個，減至疫下2022至
2023 年 度 的 20337 個 ， 跌 幅 近
50%。

關注病人組織：網約治標不治本
就審計署有關建議，盧寵茂昨在

立法會政府賬目委員會上指出，未來
牙科街症考慮 「三部曲」 ，第一步是
把原本早上11時做正式登記改為1
時，市民會減少一次來回診所；第二
步是七月時，把原本凌晨12時安排推
早一些，晚上8時就做預先登記，避
免長者等到深夜；第三步是用電子或
網上派籌模式。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則
補充指，電子派籌方式今年內一定完
成，正與潛在承辦商討論中。

盧寵茂又提到過往曾嘗試取籌後
直接診症，但服務供應未能滿足需求
就會導致排隊，部分市民還是會 「鬥
早」 ，他承認目前非最理想的安排，
惟長遠而言希望電子派籌避免排隊，
並指牙科服務、派籌安排都要持續改
善。他同時提到，有人會提出 「烏托
邦的想法」 ，醫療服務多到隨時診
症，惟到時醫生等病人亦會造成供應
浪費。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
事彭鴻昌表示，當局將安排晚上8時
派籌，屆時市民會得知翌日何時治療
時間，只需治療前半小時到診所作正
式登記。他指此做法確實方便市民，

但仍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不過
將輪候隊伍再提早出現，以往通宵
排，改到排到深宵，現在可能是正午
開始排隊，排到晚上8時，但條隊不
會縮短，只是早了出現。」 他又指日
後電子及網上派籌，惟求診人數不
變，只會 「鬥快」 上網取籌，最終是
否一定有籌？他指現時普通科門診都
有電話及網上預約安排，惟不少長者
及基層市民反映，不懂上網預約，又
可能欠缺智能設施， 「排都不能排，
籌亦不能在網上取得。」 他擔心屆時
會造成其他問題。

倡設2000元長者牙科醫療券
事實上，現時政府沒有普及的牙

科醫療政策，提供給市民的牙科服務
只限於緊急診療的需要，這是一項為
符合資格人士所提供的免費服務，目
的是為市民在緊急情況下消除由牙患
引致的疼痛。

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長者醫療
券第三季擴展至兩個內地牙科機構，
希望可以繼續增加牙科機構，讓香港
長者有更多選擇。同時促請政府考慮
增設2000元長者牙科專項醫療券，
令市民不一定要輪候公營牙科；亦有
意見認為，市民若有其他牙科需要，
需向私營機構求診，醫療券可以涵蓋
牙科服務，而關愛基金則為符合資格
的長者提供免費鑲活動假牙及其他與
鑲活動假牙有關的牙科診療服務，包
括口腔檢查、洗牙、補牙、脫牙、X
光檢查、移除牙橋以及杜牙根服務。

公營牙科街症 年內開發網上派籌
議員促增可用醫療券的內地牙科機構

南區關愛隊一周年 陳國基：急市民所急



▲陳國基（前排左六）讚揚南區關愛隊去年9月暴雨期間，支援政府在石澳的救援和善後工作。

焦點新聞

立法會審議草案 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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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南區民政事務處和南區關愛隊聯
席昨日（10日）在香港仔坊會禮堂舉行 「南區關愛
隊成立一周年慶典暨身心健康@南區啟動禮」 。典
禮於上午11時舉行。典禮邀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雪麗、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
梁宏正、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和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部長薛惠君及副部長王卉擔任
主禮嘉賓。

年內已接觸約1.1萬戶居民
陳國基致辭時稱讚南區關愛隊 「想市民所想，

急市民所急」 。過去一年內，關愛隊與約1.1萬戶居
民建立聯繫，探訪和接觸約5000名長者戶和6000名
其他需求住戶，處理的約1000宗求助中，九成由關
愛隊直接跟進，其餘則轉介政府部門協助。此外關
愛隊過去一年推出約300項活動，包括國民教育、政
策宣傳和大型節慶等，服務3萬人次。去年9月暴雨
期間，南區關愛隊亦支援政府在石澳的救援和善後
工作，包括搬運物資、準備臨時庇護點以及購買電
話卡保證居民聯絡。

陳國基指出，南區和荃灣關愛隊亦正以試點方
式，施行 「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支援長者及照顧
者先導計劃」 。透過探訪或接觸，協助識別有需要

的獨老和雙老住戶、護老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並
將有需要的個案轉介至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跟進。他
有信心，關愛隊會繼續身體力行服務社區。

南區鴨脷洲北關愛隊長彭兆基回顧南區關愛隊
過去一年舉辦超過300次社區活動，包括國民教育、
政策宣傳以及大型節慶活動等。他提及令他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去年9月為石澳因山泥傾瀉而受影響的
居民提供支援。當時南區關愛隊員分批在消防處的
協助下率先由水路，帶同罐頭、杯麵等物資進入石
澳，前往石澳協助居民並協助撤離了約百名居民。
其中最特殊的物資就是，關愛隊全體出動購買的電
話卡，讓當地居民可以保證聯絡暢通。此外，關愛
隊還在臨時庇護中心為在該處暫住的居民提供服
務，協助鋪設床鋪，派送食物及保暖物資等。彭兆
基希望未來一年在南區關愛隊可以繼續凝聚隊員與
義工的力量，一如以往服務社區，共建美好南區。

兩區關愛隊已超標完成KPI
麥美娟表示南區和荃灣兩區關愛隊都已超標完

成訂立的KPI，包括建立地區聯繫網絡和探訪有需要
住戶等。截至上月全港關愛隊已探訪9萬長者戶及其
他有需要住戶，並舉辦3000項地點活動，同時協助
政府各部門在地區提供專業服務，照顧有需要的居
民。她強調關愛隊服務絕不是為了「跑數」，也看服

務質量。她舉例在華豐大廈大火事故中，關愛隊協
助了許多賓館的旅客，有些旅客得到關愛隊服務後
稱很喜歡香港、要再來。透過服務的受眾反應，她
覺得關愛隊服務的工作是值得，也得到社會認同。

而談及關愛隊資源資助問題，麥美娟說首階段
關愛隊計劃為期兩年，總資助額為約80至120萬
元。後續政府亦會總結反思從而改善資源投放和服
務形式，令關愛隊提供更貼近市民需要的服務。

南區17隊關愛隊於2022年4月30日誓師啟動，
旨在凝聚社區資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區工作和加
強地區網絡。關愛隊由15個團體承辦，共有187名
小隊成員，包括婦女組織、漁民團體、青年組織
等，這些團體多年來深耕南區，有豐富的地區工作
經驗和網絡，可以動員超過500位義工運用專業知識
及相關服務經驗為小區居民提供更完善服務。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鄭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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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通宵輪
候政府牙科街症

服務情況一直遭詬病，大公報持續關注
相關問題，兩年前曾直擊長者及基層市
民在凌晨一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半
露天地方，通宵等候政府牙科診所早上
派籌；時至兩周前，大公報記者再次走
訪多間牙科診所，發現輪候政府牙科街
症的情況未有改善，衞生署將派籌安排
改為先登記後取籌，只是將市民排隊時
間推前，無助解決基層市民剝牙難的困
境。

先登記後取籌無助改善
全港現有11間政府牙科診所，每

星期會在特定時段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
牙科服務，但每節服務時段的派籌名額
只有16至42個不等。衞生署調整了派
籌安排，讓市民凌晨12時登記，早上
再取籌。大公報記者今年四月底再跟進
相關情況，發現先登記後取籌安排，只
是將市民排隊時間推前。記者晚上在九
龍城牙科診所門外觀察，排頭位市民於
當日下午1時已在輪候，苦等11小時，
等候凌晨開始的初步登記；有市民分享
三次排隊的經驗，表示每次都要輪候
5、6小時。 大公報記者鄭文迪

審計署上月發表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出政府牙科診所服務不
足，派籌數目較疫情前減少一半，多間牙科診所有病人輪候逾7小
時，直至午夜開始登記派籌。報告亦指出，衞生署委聘非政府機構
參與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三個年度的服務人數未達標，
有兩間機構連續三年的服務人數不到目標的一半。

審計報告指出，全部政府牙科診所2018/19年度籌數約有4萬
個，但2022/23年度大減至只有約2萬個。根據截至去年10月的
數字，審計署估計，2023/24年度的籌額只有2018/19年度的
一半。服務名額不足，市民長時間排隊情況持續，審計署分
別到過五間政府牙科診所，當中有四間牙科診所，有病人
早在下午五時已去排隊輪候翌日牙科街症服務的籌號，即
需要輪候至少7小時；而其中三間在晚上10時已有多人
排隊，排隊人數佔籌額的36%至57%不等。

派籌數目較疫前減半

話你知

▲為提升牙科服務，政
府建議引入非本地培訓
牙醫，並為本地牙科畢
業生設一年實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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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今
日繼續審議草案，建議引入

非本地培訓牙醫，為本地牙科畢業生設一年實習
期，以及為通過牙管會許可試的非本地培訓牙醫設
一年評核期。

實習或受評期間 月薪約3.4萬
醫務衞生局進一步交代相關安排，指實習生或

受評人將獲聘為合約牙醫，並按照全職牙醫一半的
薪酬水平受薪，每月約為3.4萬元。成功完成實習
期或評核期後，他們將獲得經驗證明書，以正式註
冊為牙醫，並開展執業。對於在來港之前已經具有

執業經驗的非本地培訓牙醫，牙管會可以個別考
慮，縮短評核期。

此外，如果牙醫監管局收到機構的建議，認為
個別實習生或受評人不應通過實習或評核，牙管會
將先考慮相關人士的申述，再決定是否延長或終止
他們的實習或評核。如果相關人士有不滿，可提出
司法覆核。當局指出，根據實習醫生的經驗，延長
實習期或評核期的情況非常罕見，大約只佔1%，
過去5年更沒有終止實習期或評核期的紀錄。

當局重申，視乎立法會的審議進度，實習安排
會最快適用於明年及往後畢業的本地牙科畢業生，
而評核安排會配合牙管會許可試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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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余風

一籌難求

增聘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