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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在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疾病
病患率上升，新一份施政報告將公布的
醫療政策與市民息息相關。行政長官
李家超早前落區諮詢時預告，地區康健
中心是完善地區基層醫療健康網絡的重
要一環，政府將陸續把過渡性質的地區
康健站升級至地區康健中心。據了解，
施政報告將有一定篇幅內容，涉及中
醫、社區復康和疫苗，為市民提供更多
元化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港人北上大灣區養老漸成趨勢，現
時有88000名65歲以上的香港長者通常
居於廣東省，新一份施政報告料將繼續
着墨跨境醫療。據了解， 「長者醫療券
大灣區試點計劃」 使用範圍將進一步擴
大，逐步擴展至更多大灣區城市；至於
跨境使用電子健康紀錄，即病人自攜病
歷到內地求醫，也將開放予更多內地醫
療機構。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施政》深化基層醫療改革 解決看病難
強化地區康健中心 擴大長者醫療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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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今年7月已擴展至廣東
中山，便利大批居住在中山等珠江西岸一帶的香港長
者。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到訪黃大仙區，就新一份施政報
告聽取市民意見，並參觀地區康健中心，了解中心為居
民提供的服務。

楊玲獲委任為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主任

跨境演練 澳門救護車直駛港醫院

▼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聯同澳門特區政府進行 「大灣區
跨境直通救護車試行計劃」 演練。圖為演練人員在瑪
嘉烈醫院模擬運送病人到病房。

▼梁先生表示，
內地醫生能操廣
東話，完全無需
擔心溝通問題。

【大公報訊】香港特區政府昨日（8
日）聯同澳門特區政府進行 「大灣區跨境
直通救護車試行計劃」 演練，測試在模擬
載送病人的情況下的救護車跨境安排，演
練大致暢順。兩地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會
檢視流程，以期在今年內推出試行計劃。

目標今年內推出試行計劃
昨日的演練，主要是為測試跨

境救護車來往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
及香港指定醫院（即瑪嘉烈醫院）
的行車路線，以及救護車的出入境
安排。指定的澳門跨境救護車從澳
門仁伯爵綜合醫院出發，經港珠澳
大橋到達瑪嘉烈醫院，最後經港珠
澳大橋返回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昨
日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
施政報告宣布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救
護車跨境運送病人安排。試行計劃

將先實行直通救護車由深圳和澳門的指定
醫院，載送病人到香港指定公立醫院的安
排，繼香港特區政府聯同廣東省和深圳市
政府於今年8月23日順利進行演練後，香
港與澳門特區政府昨日亦成功進行演練，
進一步理順跨境直通救護車運送流程，為

推出試行計劃做好準備。
香港與澳門並商討，落實跨境直通救

護車上醫療物品及人員進入香港的具體細
節。其中，在病人有臨床需要的情況下，
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會派出醫護人員跟隨
救護車，運送病人到本港指定公立醫院。

香港特區政府會確保相關醫生符合香
港相關法例規定，使他們在入境香港
後，仍可繼續為救護車上的病人進行
所需醫療程序。

試行計劃下，啟動跨境救護車機
制的首要條件，是確保派送醫院（即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或澳門仁伯爵綜合
醫院）和接收醫院（即香港醫管局轄
下指定公立醫院）事先達成協議，以
病人的醫療需要、安全和利益作首要
考慮，同時設有防止濫用機制。香港
特區政府會視乎試行計劃推出後的成
效及運作經驗，考慮下一階段計劃的
安排。

康健中心打造基層醫療樞紐
李家超在上月的施政報告諮詢期間，

曾經到訪黃大仙區，了解社區藥房、中醫
服務中心和地區康健中心的設施和服務，
尤其關注後者作為基層醫療服務系統樞紐
的運作情況和實際效果。

他當日表示，相信必須由地區康健中
心做好樞紐角色，有系統和連貫地統籌整
合社區裏的公私營醫療機構，和不同熱心
組織與非牟利機構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
務，構建完善基層醫療網絡，並預告收集
到的意見和想法交予團隊跟進，有助撰寫
新一份施政報告。

數據顯示，全港十八區地區康健中心
的會員人數約26.3萬人，會員數量仍只佔
全港人口的很小比例。據了解，政府在新
一份施政報告將會進一步深化推進基層醫
療改革，包括進一步推動社會宣傳，讓更
多市民對地區康健中心有正確的認知，吸
引更多市民參與其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
員會主席陳凱欣認為，李家超當日落區已

有所暗示，相信地區基層醫療方面，極大
機會有所着墨。

另外，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涉及
跨境醫療的新舉措，截至上月，長者醫療
券的使用範圍已經擴至大灣區九間醫療機
構，除了一般的綜合醫療服務，也可用於
牙科服務。

此外， 「醫健通」 流動應用程式已由
今年七月中開始，試行跨境健康紀錄和個
人資料夾兩項新功能，可用於 「長者醫療
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的六間機構，便利香
港市民自攜病歷到內地求醫，甚至適用於
電腦掃描等檢查。

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 「長者醫
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使用範圍進一步擴
大，除了分階段加入更多醫療機構，同時
逐步擴展至更多大灣區城市，不只限於目
前的深圳、廣州、東莞和中山市。

擴大「跨境健康紀錄」使用範圍
消息人士表示，有關自攜病歷、跨境

使用電子健康紀錄的使用範圍，也將進一

步擴大，長遠而言研究將電子病歷，開放
予更多內地醫療機構，一經授權後，即可
透過 「醫健通」 檢視求診港人電子健康紀
錄。

現時香港與內地和澳門，並沒有直通
的陸路跨境救護車運送病人安排，只能在
口岸以 「車過車」 方式移交病人，但有關
方式或對某些有特別醫療需要的病人造成
醫療風險。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探討推行大灣區
救護車跨境運送病人安排，特區政府已分
別於今年八月底及昨日，先後聯同廣東
省、深圳市政府及澳門政府展開演練，測
試跨境救護車的行車路線，以及出入境安
排，演練大致暢順。

消息稱，跨境救護車由於牽涉修訂
《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
救護車上醫療物品也需要修訂相關法例，
所以距離正式推行跨境救護車運送病人，
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估計試行計劃或長達
一至兩年，待完成修例等，才可以落實
「點對點」 運送病人。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道：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將長
者醫療券使用範圍擴大以來，不少長者到內地醫院尋求服務。
有長者表示，到大灣區醫院求診過程順利，服務周到，但適用
的醫院較少，使用跨境電子病歷等方面感複雜，期望可以簡化
相關應用程式，方便長者使用。工聯會表示，有內地求診需要
的主要是居內地養老的港人及長期病患，期望新一份施政報告
可以擴大適用醫院範圍，逐步完善跨境醫療服務。

醫生講粵語 無需擔心溝通問題
目前在本港接受心電圖檢查，價格動輒過千元，輪候時間

較長。78歲的梁先生於上月初發現走斜坡時，頸部有點疼痛，
向中醫求診後，醫生建議他接受一次心電圖檢查。

梁先生求助工聯會的工作人員後，了解到內地接受心電圖
檢查價格和時間更有優勢，終在上月底透過 「長者醫療券大灣
區試點計劃」 ，在深圳一間指定醫療機構使用醫療券，診金加
上心電圖檢查的費用只需300多元，而且可以即日收到心電圖報
告。

「內地進行檢查的過程順暢，服務體驗亦十分不錯！」 梁
先生坦言，最初對就診過程不了解，但致電查詢後，醫院職員
細心解釋就診的整個流程，包括如何乘搭接駁巴士或地鐵前往
醫院，態度非常親切，醫院有開放專門接待港人的窗口，看診
醫生亦能操廣東話，完全無需擔心溝通問題。

冀簡化「跨境健康紀錄」App操作
「醫健通」 流動應用程式自今年7月15日起，已試行 「跨境

健康紀錄」 新功能，便利香港市民安全地於特定境外醫療機構
跨境使用電子健康紀錄，以獲取更連貫的護理服務。

梁先生表示，平日有使用 「HA GO」 和 「智方便」 等流動
應用程式，通常用到幾個常用功能，但 「跨境健康紀錄」 新功
能在使用上較為複雜，他至今仍不清楚如何使用， 「就像這個
病歷，HA GO上面有一個，醫健通上面又有一個，其實我們有
都點混淆，既然功能上有重疊，我覺得可以考慮簡化一些操
作。」 他又認為，長者醫療券在內地適用的醫院較少，例如深
圳綜合醫院只有兩間綜合醫院可供選擇，希望未來可以擴大適
用醫院範圍。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總幹事吳燕君表示，需到內地求診主要
是居內地養老的長者或長期病患，但目前支持長者醫療券的醫
院主要分布在深圳、東莞、中山和廣州，範圍較小，希望未來
可以拓寬適用的醫院範圍。

【大公報訊】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
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律政司昨日宣布，經公開招聘後委任楊
玲為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公室主
任，她將於11月1日履新。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歡迎是次任命。他表示，楊玲是在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領域備受肯定的學
者，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包括在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的工作經驗，深信楊玲定
能帶領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公室，
推展將香港發展成為本地法、外國法和
國際法法律人才能力建設中心的政策措
施。

楊玲於2004年獲得中國律師執業資
格，現時任職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副秘書
長兼中國關係主管。她分別在2006年及
2009年獲得武漢大學國際法法學碩士和

法學博士學位。在2018年加入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前，楊玲是華東政法大學副教
授，任教國際仲裁逾八年。楊玲曾就國
際爭議解決和中國仲裁的範疇，廣泛發
表學術論著，目前是《上海國際仲裁評
論》的執行主編。她並獲委任為仲裁
員。

律政司重申，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
訓學院將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
和國際化格局，定期舉辦法律實務課
程、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等，促進
「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的人才交流，為

國家提供涉外法治人才培訓，培養熟悉
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法制等
的法律人才。此舉將有助鞏固香港作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地位。

環保署：指定袋未來不再用 住戶勿積存

▲環保署截至9月已向全港公屋住戶免費派
發約1億個指定垃圾袋。

掃一掃有片睇
劉碩源（視頻）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
特區政府今年5月底宣布暫緩實施垃
圾徵費，環保署表示截至9月已向全
港公屋住戶免費發約1億個指定垃圾
袋，署方自今年8月底起陸續向成功
簽署《減廢回收約章》的私人住宅處

所提供免費指定袋，暫時有約130萬
個被領取。

環保署指，現時庫存的指定垃圾
袋共有6千萬個，當中主要是較大型
的指定袋，不適合一般住宅家庭使
用。署方會將這些垃圾袋提供予其他

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公共屋
邨使用。

住戶出售指定袋可罰款20萬
署方提到，即使將來政府

透過按指定袋方式落實垃圾收
費，屆時採用的指定袋將經優
化設計，現有指定袋將不再適
用，提醒市民毋須積存。署方
又提醒未獲授權的人士切勿出
售任何指定袋，以免誤墮法

網。據悉環境保護署近日在公共屋邨
張貼告示，以 「善用免費指定袋2件
事你要知」 為題，通告住戶 「無需積
存」 免費指定袋，因為不會在將來任
何減廢計劃中使用，住戶可以善用來
處理家居垃圾。告示又提醒住戶切勿
出售指定袋，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20
萬元。

另外，署方指7月 「綠在區區」
網絡回收物的重量和去年12月比
較，半年間增加約70%；截至今年8
月，平均每日廚餘收集量約310公
噸，相較於去年12月增加了5成，家
居廚餘的回收量大幅提升，今年8月
收集到的家居廚餘量較去年12月增
加4倍，顯示綠色回收文化正在社會
上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