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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建議慢病共治計劃擴至兒科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民建聯昨日

發布《促進香港兒童醫療服務發展》倡議書，提
出包括：將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擴展
至兒科、擴展醫療費用減免的受惠範圍、增設
「兒童醫療券」 、增設 「兒童診所」 、資助兒童
到私營醫療機構接種疫苗等建議，期望進一步完
善香港兒童醫療服務。

據醫管局資料顯示，在兒科方面，九龍東專
科門診新症輪候期最長，穩定新症最長需輪候51
星期。另根據民建聯早年調查顯示，有兩成受訪
者過去一年花費在孩子身上的醫療開支達3000元
以上，當中超三成指
相關開支為家庭帶來
沉重財政壓力。

民建聯建議，參
考 「長者預約專籌」
做法，在醫管局普通
科門診設立 「兒童預
約專籌」 ，亦可參考
長者醫療券的模式，

研究增設 「兒童醫療券」 ，每年向每個兒童醫療
券戶口注資港幣2000元。若以全港約100萬名18
歲以下兒童計算，預計每年開支約20億元。

民建聯指出，應加強公私營醫療協作，將公
營母嬰健康院的需求轉移至私營醫療機構、增設
「兒童診所」 、研究資助兒童到私營醫療機構接
種疫苗、重推 「社區學童保健計劃」 、設立 「中
央兒童數據資料庫」 等。

此外，民建聯還建議整合衞生署轄下的兒童
健康服務。其中建議包括：優化 「學生健康服
務」 、完善 「學前兒童視力普查」 服務並增設學

童驗眼及配眼鏡津貼、
加強關注學生脊骨健
康、擴大學童牙科保健
服務至幼稚園、鼓勵家
長為子女登記 「醫健
通」 系統、擴大學童免
費接種HPV疫苗範圍、
將流感疫苗納入 「香港
兒童免疫接種計劃」 。

▲民建聯建議增設 「兒童醫療券」 ，每年向每個兒童
醫療券戶口提供2000元資助，料每年開支約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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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香港人口預計會持續
高齡化，主要是隨着戰後嬰兒
潮出生的人踏入老年，以及平
均預期壽命繼續上升，65歲及
以上長者的人口將在25年間增
加近一倍，長者人口由2021年
的145萬上升至2046年的274
萬，佔總人口比例由20.5%上
升至36%。

在這波高齡海嘯席捲香港
前，社會有做好準備嗎？有多
少長者可以安享晚年？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圖）
視頻：余風、鄧浩朗

年屆70歲已達退休之齡，當然想閒時旅遊，與兒孫
共聚天倫之樂。但古稀之年的安媽卻不敢奢望，她需全
副精神照顧住院近八個月、躺在病床上的兒子兆安。28
年來 「仆心仆命」 照顧患上罕見病的兆安，奔波勞碌，
竭盡心力，本身也患重病的安媽說是剩下 「半條人命」
也不誇張，亦都是有賴這位慈母悉心照料，兒子才能多
次在生死邊緣掙扎下，一次又一次地大步檻過。

家裏早已變成微型醫院
長年勞心勞力積勞成疾，鐵人媽媽也倒下。早前，

身患兩種癌症的安媽被送入兒子留醫的醫院。 「都不知
道是否注定，我女兒去樓上探完兆安（兒子），又來樓
下探我。」 安媽似是說笑的這句說話，教人聽着心酸。
踏入70高齡，安媽感嘆： 「我真的好累啊！」 多年來盡
心盡力照顧兒子，但有誰人照顧她？

「我真的好累了，28年來沒有吃過一餐飽的，沒睡
過一覺好的。」 眼前一臉風霜、病容的安媽一早如常提
着所需物品來到醫院，探望今年1月26日因呼吸衰竭入院
的兆安。兆安約兩歲時被診斷患上罕見脊髓性肌肉萎縮
症（SMA）二型，現時家裏已變成微型醫院，抽痰機、
呼吸機、血氧機、氧氣機、電動輪椅、急救氣囊等多
樣儀器放滿屋，安媽還要化身為護士、醫生。 「我看一
看就知他吃什麼藥，秋天還要為他煮潤肺的湯水。」 安
媽平日陪伴覆診求醫，但隨着年老及患病，照顧兒子
倍感吃力， 「現在加多了一些儀器，我真的難以應
付。」

日間護理繁重 晚上無覺好瞓
兆安患上這種罕見病，有醫生曾斷言他只能活到6至

7歲，但兆安今年28歲了，可見安媽是如何耗盡心力，
小心翼翼地呵護着兒子。安媽表示，日間的護理已十
分繁重，晚上亦沒有一覺好睡。她還記得兒子年幼
時，她會在兒子的床上墊上一張膠紙，監察兒子
的情況，當聽到兒子轉身發出的聲音，便會即時起身
查看。

病魔纏身，兆安進出醫院是尋常事，今年初兆安又
因呼吸衰竭入院，多次徘徊於生死邊緣，令安媽憂心忡
忡，加上經常往返醫院的勞累，本患有血癌及乳癌的安
媽再次病倒，7月底因白血球及血糖過高，被送往與兆安
留醫的醫院。安媽照顧患病的兒子已身心受壓力，還有
每月醫療費及其他費用亦令安媽煞費思量。 「我很擔
心，經常去醫院照顧他，之前（為兆安）新請的外傭到
了已近兩個月，兆安還不能回家，我真是怕沒有辦法再
請外傭。」 安媽坦言很辛苦，不只是無
止境勞累的照顧，還有無法與別人分享
的痛苦心情， 「我有時會做到自己很
忙，找很多事去做，目的為令自己不要
想太多。」 她自言沒有想到以後的生活
會如何，也不太懂得如何求助，只是希
望兒子能平安健康地活下去。

半條命以病護病
誰來照顧照顧者？

照顧肌萎兒28載 患癌媽媽：我真的累了

話你知 脊 髓 肌 肉 萎 縮 症
（SMA）是神經肌肉疾

病，特徵是脊髓和腦幹下方運動神經元
持續衰退，當運動神經元和骨骼肌之間
的信號受干擾時，肌肉會變得無力和萎
縮，病者會在運動，甚至飲食和呼吸方
面逐漸出現困難。因而該類患者需要跨
專科護理，包括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的

復康訓練有助保持肌力、預防攣縮和改
善活動範圍，還有言語治療。

由於活動能力受限，病人生活一切難
以自理，從進食、洗面及刷牙，以至洗澡
及大小二便均要靠別人幫助，加上平日欠
缺活動，需經常按摩身體，以防肌肉萎縮
及筋腱緊縮；呼吸道更會經常積累痰液，
需定時抽痰，以免招致肺炎。

SMA患者不能自理生活

近年涉及照顧老人或病者的悲劇事件
接連發生，早前一名60歲兒子疑在家中發
生意外失救致死，82歲長期卧床的病母無
力求援亦因此喪命，事件轟動全城，聞者
傷感。事實上，本港正面臨老齡海嘯，預
計至2039年，每三名市民便有一名是65歲
或以上的長者，以750萬港人計算，屆時會
有約250萬名長者，安老服務包括照顧者的
需求勢必大增。

在本港，以老護老、以老護病、以病
護老及以病護病等情況非常普遍，部分家
庭在缺乏支援下變得隱蔽且高危。《大公
報》透過訪問不同照顧者、立法會議員、
專家及學者，讓社會關注照顧者及其家庭
的需求，探討如何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援
助，共建一個關愛共融的友善香港。

立法會議員李世榮
接受《大公報》訪問時

表示，本港人口老化日趨嚴重，現時政
府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作後援，然而
相關配套不足，首要的居住及照顧者問
題，兩方面均是需要加強配套。他指政
府現正增加興建資助房屋，數年後，年
輕一代自組家庭，移居北部都會等新開
發地區，未來本港舊區將會有許多獨居
或雙老的長者乏人照顧。

議員促盡快檢視相關配套
李世榮講述曾在將軍澳探訪一對雙

老住戶， 「伯伯婆婆均屬退休的80歲長
者，由婆婆照顧伯伯。在探訪期間，婆
婆要幫伯伯打胰島素針，但大家想想，
80歲的婆婆幫80歲的伯伯打針是否安
穩？」 他指有關個案凸顯居家安老需要

妥善照顧者，而該婆婆及不少類似個案
可列入高危照顧者。另外，他又指雖然
長者育有子女，惟子女各有工作及家
庭，難以充當照顧者的角色，因此政府
必須盡快加強安老及照顧者相關政策，
將照顧者政策作首要的任務完成，才能
實現居家安老。

現時坊間有不少機構提供照顧者的
服務，李世榮直言這些服務未能夠如24
小時看護般在家照顧長者。他又指現時
本港照顧者服務無論在人手或設備上均
是追落後，照顧者的服務需要加強並
作長遠規劃。他又提到近年政府設立
照顧者支援專線182 183以至網上的資
訊平台，加強照顧者的服務，惟因遲起
步，相關配套並不足夠。 「大家從一些
新聞可看到，相關慘劇仍不斷發生。」
他又指照顧者政策與安老政策密不可

分，因而需要發展照顧
者服務、樂齡科技和機
構服務， 「多條腿一齊
走」 ，才可以應付未來
人口老齡化的挑戰，達
成居家安老的終極目
標。

政府在去年9月26日推出24
小時服務的照顧者支援專線

182 183，提供即時諮詢和輔導、外展、緊急支

援及轉介服務等，有關專線的服務水平，對有需
要的市民非常重要。大公報記者日前致電有關專
線實測，歷時逾20分鐘的查詢，接聽的社工詳細
講解且耐心教導如何取得有關服務。

大公報記者模擬獨居的親人罹患癌症，日前
致電該專線，接聽的女社工態度積極，十分詳盡
地介紹。她指病人家屬在住院期間遇上照顧的問
題，可向駐院醫務社工要求提供協助，例如要求
上門照顧有需要的病人。而一般長者不希望入住
安老院，或子女有其家庭難以照顧長者，有關長
者可以在居住區域服務機構申請長期護理服務。
這位社工在電話中更特意提醒，長者需輪候院舍
及日間護理中心，才可申請有關服務。

此外，182 183專線社工又提到如長者希望
居家安老，並有自我照顧能力，可暫時凍結入住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申請，另外申請上門的家居
服務，包括綜合及改善家居服務，可獲受過訓練
的護理員上門護理服務，還有送飯及陪診服務，
惟她強調，相關服務必須要輪候院舍或日間護理
中心才能使用，個案需由社工跟進，有需要長者
可在居住區域的長者及鄰舍中心尋求協助申請。
最後，專線社工更提醒，患病長者覆診時，可向
醫生提出所需的要求，以便醫生作轉介。 「醫院
並不會自動提供服務，必須你要開口。」 社工更
補充說社會上有不少癌症的支援中心及同路人機
構，亦可提供相關服務。

編者按：

182 183支援專線可幫手
記者實測

人口老化 照顧者服務需求迫切
配套不足

◀李世榮（中）促請政
府檢視現有政策，加強
幫助照顧者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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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看照顧者支援專線
•專線：30線
•專業社工輪值接聽：超過100位
•接獲來電（截至今年8月底）：超過45000宗
•尋求情緒輔導：59%
•查詢社區支援服務：14%
•照顧問題：10%
•財務問題：3%
•健康、房屋及申請暫託服務：14%
•專線轉介個案：約770宗
•外展方式提供緊急支援：46宗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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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設儲蓄計劃助青年置業
【大公報訊】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聯合辦事處上月進行青年置業及人
生規劃問卷調查，並於昨日發布《青年未來置業
儲蓄計劃倡議書》，建議推出 「青年未來置業儲
蓄計劃」 幫助青年置業。

問卷調查發現，對 「置業、結婚、養育子女」
三項人生大事，青年的理想規劃順序是：先置業，
再結婚，最後養育子女。置業對青年的成長發展、
工作積極性、和關心地區發展等方面均有正面積極
的影響。

近年青年收入升幅被樓價升幅大大拋離。
2023年一間約323平方
呎的單位需要青年不吃
不喝工作15年才可以負
擔得起。青年置業的比
例亦從2006年接近12%
下降至2021年約7%。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委員胡景霖表示，青年
人最大的期望是政府可

以供應數量充足且青年可以負擔的資助出售房屋
單位；同時優化機制，讓青年可以預知上樓年
期，可以更好地規劃人生。政府雖然有提供資助
出售房屋單位予市民申請，但其整體供應量十分
有限；而且需要抽籤，運氣成分居多，容易造成
資源錯配，青年也無法預知置業時間，難以規劃
人生大事。

就此， 「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 將面向21
至40歲、沒有持有住宅物業的青年，讓計劃參加
者在協議年期內定期供款，到期時轉為首期購買
專項單位；供款用於購買政府儲蓄或基金項目，

支持香港基建，讓青年
參與城市建設，投資自
己的未來，建立更強的
歸屬感。計劃的特色包
括：單位專項專供、供
款可負擔、上樓可預
期、審查嚴入寬出、鼓
勵組織家庭，及設有退
場和轉售機制。

▲工聯會建議設立 「青年置業儲蓄計劃」 ，供款8
年後可在專項單位置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