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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宣布解散戰時內閣

▲內塔尼亞胡敦促以軍繼續攻打加沙。
圖為加沙兒童16日在以軍襲擊中受傷。

法新社

維珍澳洲波音客機起火 迫降新西蘭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每日

鏡報》報道：近期安全性廣受質疑的波
音客機再次捲入事故。17日，維珍澳洲
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機從新西蘭起
飛後引擎起火，不得不緊急迫降，機上
2人受傷。據報道，事故原因可能是飛
機遭鳥擊。

當地時間17日，載有67名乘客和6
名機組人員的維珍澳洲航空客機從皇后
鎮起飛，原定飛往澳洲墨爾本。但起飛

後不久，該客機的一個引擎便因起火而
關閉，不得不改道迫降在南島因弗卡吉
爾。據《每日鏡報》報道，一名乘客和
一名機組人員在事故中受傷。維珍澳洲
航空首席營運官阿格斯表示，事故原因
可能是遭鳥擊。他補充說，將安排受影
響乘客在因弗卡吉爾過夜，等待新的航
班。

16日，新西蘭總理拉克森前往日本
時乘坐的波音757軍用飛機發生故障，
迫使總理改乘商用飛機。這架波音757
飛機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加油時發生故
障，導致新西蘭商務代表團和記者滯留
在莫爾茲比港，拉克森則改乘商務航班
前往日本。新西蘭媒體指出，新西蘭國
防軍的兩架波音757飛機已經服役超過
30年，它們的機齡使得它們越來越不可
靠。新西蘭國防部長柯林斯17日表示，
持續的飛行問題 「令人尷尬」 ，國防部
正在考慮從現在起讓拉克森和他的代表
團乘坐商用飛機。

▲維珍澳洲航空一架客機17日在新西蘭
起飛後引擎起火。 視頻截圖

韓國醫療界反對醫學院擴招的停診罷工風波再次升級，首爾大學醫院等
多家醫療機構逾500名教授17日起無期限停診， 「大韓醫師協會」 亦

宣布將於18日停診。韓國政府宣布實行 「重症應急疾病輪流值班制」 ，以
減少醫療空白。韓國醫生罷工已持續近4個月，導致患者就醫困難，民眾怨
聲載道，醫療界內部也產生分歧。韓國婦產醫院、兒童醫院和癲癇科醫生
團體拒絕參加18日的集體停診，並指出醫生離崗可能導致患者失去生命。

重症病患怨聲載道 或錯過黃金診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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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原因

•今年2月初，韓國尹錫悅政府公布醫
學院學生擴招計劃，擬從2025年起
將醫學生年度招生名額增加2000
個，從3058人增至5058人。韓國醫
療界強烈反對擴招計劃，發起罷工以
示抗議。

罷工時間表

•2月20日起，韓國各地醫院上萬名實
習醫生和住院醫生陸續辭職離崗，上
萬名醫學生提出休學申請。患者就醫
困難，很多手術被迫推遲。韓國政府
向離崗醫生下達復工令。

•3月18日，韓媒披露當局已向組織罷
工的 「大韓醫師協會」 兩名官員發出
吊銷其行醫執照的最終通知。

•4月4日，韓國總統尹錫悅首次與醫
療界代表面談，但未達成共識。

•5月16日，首爾高等法院駁回醫療界
要求停止擴招計劃的訴求。

•5月24日，韓國大學教育協議會批准
2025年醫學院擴招1509人的計劃。

•6月17日，首爾大學醫院約55%的教
授參加無期限停診。

•6月18日， 「大韓醫師協會」 擬開始
集體停診。

引發爭議

•韓國政府指出，韓國醫生人手不足，
尤其是內科、兒科等。但韓國醫療界
聲稱，改善醫生待遇才是優先事項，
盲目擴招將導致醫生陷入惡性競爭，
並使醫保系統資金緊張。

•韓國民眾對罷工導致的就醫困難愈發
不滿，指責醫生漠視患者生命健康。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據《以色列時報》報
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16日宣
布，戰時內閣已正式解散，也不會再組
建新的戰時內閣。他解釋說，戰時內閣
是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應以色列主要
反對黨國家團結黨領導人甘茨要求並與
他達成共識後組建的，但甘茨已於9日
宣布退出戰時內閣。

內塔尼亞胡16日晚在安全內閣會
議上宣布戰時內閣正式解散。據以色列
媒體報道，此後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
加蘭特將與其他相關官員就作戰問題進
行小規模臨時磋商並做出關鍵決定，再
交由安全內閣進行最終批准。戰時內閣
成立於去年10月，核心成員包括內塔

尼亞胡、甘茨和加蘭特。本月9日，甘
茨由於和內塔尼亞胡在加沙地帶戰後方
案等問題上分歧嚴重而宣布退出，並要

求提前舉行大選。
以色列國防軍16日宣布在加沙南

部一條物資運輸路線附近實行 「戰術性
軍事活動暫停」 ，以便人道主義救援物
資出入。此舉受到國際社會歡迎，但內
塔尼亞胡聲稱，他事先對此 「一無所
知」 ，並批評此舉 「不可接受」 。一名
以色列官員披露，內塔尼亞胡立即聯繫
了軍事官員，要求以軍保證會繼續進攻
拉法。極右翼政客、以國家安全部長本
─格維爾呼籲作出 「戰術性暫停」 決定
的官員辭職。此前有分析指出，中左翼
力量代表甘茨與內塔尼亞胡分道揚鑣
後，內塔尼亞胡將更加依賴極右翼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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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分配不均
擴招並非萬能神藥
【大公報訊】綜合《韓國先驅報》、《中央日報》

報道：韓國的確存在醫生人手不足問題，但醫生組織認
為，政府沒有合適的培訓和分配計劃，即便醫學院擴招
也無法解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韓媒指出，整形
與皮膚科屬於 「高回報」 領域，成為學生報考熱門，而
只有公立大型綜合醫院保留的婦產科、兒科等薪資較
低，備受冷落。

在韓國，從醫學生到專科醫生需要至少13年時間，
包括2年通識教育、4年醫學教育、通過行醫執照考試後
的1年實習期、4年住院醫生和2年專科培訓。實習醫生和
住院醫生平均每周工作93小時，但月收入僅為350萬至
400萬韓圜（約2萬至2.4萬港元）。韓媒此前披露，醫美
產業市場需求龐大，且往往不通過醫保支付，價格更加
「市場化」 ，即便無專科醫生資格亦可月入千萬韓圜，
與需要多接受4至5年培訓的專業婦產科醫生差距不大。

韓國醫療界指出，這導致很多醫生選擇從事皮膚
科、美容和整容等行業，或開私家診所賺錢，而不是在
更需要人手的公立醫院救死扶傷。參加罷工的兒科等冷
門科室實習醫生抱怨說，政客強行推動擴招政策，未考
慮醫療系統的真正需求。

高麗大學教授金基恩則認為，醫生群體真正擔心的
是擴招後競爭更激烈，他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將降低。



▲韓國醫生罷工風波持續數月，各地醫院面臨更大壓力。 路透社

▼

韓
國
醫
療
界
批
評

政
府
未
公
平
分
配
醫
療
資

源
。

法
新
社

▲

首
爾
大
學
醫
院
部
分
教
授
17
日
停
診
，
抗

議
醫
學
院
擴
招
政
策
。

美
聯
社

▲韓國患者團體13日在首爾示
威，敦促醫療界停止罷工。

【大公報訊】韓國醫療界今年2月下
旬掀起罷工停診潮，此前的罷工主力是
資歷較淺的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6月17
日，首爾大學醫院、盆唐首爾大學醫
院、首爾市獵鷹醫院、江南中心的529名
教授宣布無期限停診，佔上述醫療機構
所有教授的54.7%。韓媒稱，參與停診
的教授已推遲17日至22日的門診及手術
安排，但保留了一些緊急看診預約，實
際減少的看診量預計在40%左右。 「大
韓醫師協會」 亦宣布將於18日停診一
天。

為應對停診造成的醫療空白，韓國
政府宣布17日起實行 「重症應急疾病輪
流值班制」 ，要求首都圈、忠清道、全
羅道、慶尚道的醫療機構制定排班計
劃，確保各地區每天至少有一家機構值
班，負責夜間和公休日的急診救治工
作；積極發動公共衞生醫療機構為輕
症、慢性病患者提供線上診療服務。韓
國政府警告說，若教授長期拒絕看診導
致醫院蒙受損失，當局將考慮要求賠
償；若醫院放任醫生集體停診，將考慮
在健康保險先行支付對象中排除相關醫
院。

破壞醫患數十年信賴關係
韓國總統尹錫悅今年2月初公布醫學

院學生擴招計劃，擬從2025年起將醫學
生年度招生名額增加2000個，從3058人
增至5058人。此舉引發醫療界強烈抗
議，上萬名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陸續辭
職離崗，上萬名醫學生提出休學申請。
韓國國會選舉之後，尹錫悅政府5月24日
批准了各家醫學院提出的2025年擴招

1509人的計劃。但醫療界仍不滿意。
首爾大學醫學院及首爾大學

醫院教授緊急對策委員會17日
聲稱，尹錫悅政府對醫療界的
訴求充耳不聞，他們只能拿
出全面停診的 「最後籌
碼」 。該委員會提出三項要
求，包括完全取消針對罷工
實習住院醫生的行政處罰措
施、構建可反映一線意見的常設
醫政協商機制、重新調整醫學院擴
招名額。

韓國國務總理韓悳洙16日表示，醫
生集體停診不僅會給全社會帶來傷痛，
還會破壞醫患數十年來積累的信賴。他
指出，政府依法為治病救人的醫生提供
其他職業沒有的實惠，但為了保護國民
的生命權，也對其部分職業自由進行限
制，無法給予醫療人員無限的自由。他
再次懇請醫療界撤回停診計劃，進入醫
療改革的框架。

婦產兒童醫院拒停診
韓國多個重症疾病患者團體日前在

首爾大學醫院門前抗議，要求撤回停診
決定，並表示可能會起訴擅自離崗的醫
生。連續28年與肌肉萎縮症作鬥爭的韓
國肌肉萎縮症聯盟會會長金泰賢坐在輪
椅上，通過他人代讀的方式發表聲明。
他批評部分醫生將重症、急症患者當作
人質，導致很多患者錯過黃金診療時
間，被推向死亡， 「醫生們的行為就像
黑幫一樣」 。

韓國分娩醫院協會、兒童醫院協會
和代表18家醫學院的癲癇科醫生團體拒
絕參加集體停診。兒童醫院協會會長崔
容宰（音）說： 「在出生率極低的情況
下，每一個孩子都很珍貴，即使只停診
一天，也會有很多孩子因為耽擱了治療
而病情危重。」 癲癇科醫生團體主席洪
勝奉（音）說，醫生集體辭職或停診基
本上就是判了危重患者死刑。他質問：
「反對醫學院每年擴招
1509人難道比拯救生命
還重要嗎？」
（韓聯社／中央日報）

韓國醫生罷工升級 逾500教授停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