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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街症網上派籌
免長者通宵排隊

12．30實施 半數名額獲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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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街症服務長期短缺，《大公報》早在前年8月已報道有長
者需要通宵排牙科街症籌的情況。昨日，醫務衞生局公布口腔健
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組總結報告，指由本月30日起，推行牙科街
症網上登記抽籤派籌，政府另亦考慮未來為牙科街症服務引入資
格審查。

有長者擔心網上登記操作複雜，憂不懂求診。有立法會議員
擔心抽籤派籌的安排會讓長者更難求診，促請政府以基層為主要
服務對象，向公務員提供津貼，騰空名額予等候街症的市民。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智慧綠色新基建
當局向

立法會交代
鐵路項目最

新進展，南港島綫西段會放棄傳
統重鐵，採用智慧綠色集體運輸
系統，項目採取高架形式，列車
在專屬高架橋上行走，與路面交通
完全分隔，料可壓低四成成本。
對乘客而言，不論黑貓白貓，只
要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無論乘搭
傳統重鐵，或者智慧綠色集體運
輸系統出行，同樣是 「搭車」 。
關鍵是出行是否便捷、舒適及準
時抵達目的地，同時票價合理及
可負擔。

南港島綫西段建造成本減少

四成，港鐵營運壓力相對減輕，
減低票價加價壓力，對港鐵及乘
客都是好消息。

當下，政府只是預料可節省
四成成本，但大型工程總會出現
不可預測因素，隨時發生超支情
況，必須縝密做好工程預算，嚴
格控制工程成本，避免工程超
支，切實善用資源，減少浪費，真
正做到 「智慧綠色」 這四個字。

無論建築、運輸系統，乃至
日常生活，智慧、綠色是社會未
來趨勢，香港未來大型基建、交
通運輸，應廣納海內外新科技和
技術，投入新思維，敢於新作
為，才能跟上新時代步伐。

透視鏡
蔡樹文

 上接A1 

資助弱勢睇牙 明年第二季生效
醫務衞生局昨日

公布口腔健康及牙科
護理工作小組總結報告，建議政府對
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體系採用 「做闊
做淺、做窄做深」 的策略。包括明年
第一季推出 「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
導計劃」 ，向13至17歲青少年提供每
人200元資助額，讓家長支付共付
額，接受牙科評估、洗牙等服務；明
年第二季推出 「社區牙科支援計
劃」 ，為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牙
科檢查、脫牙和止痛藥物，並加入補
牙等服務，為滿足條件者提供逾九成
的費用，市民只需就每顆牙支付50元

行政費，部分人士將獲得全數資助。

尋非政府機構支援
醫務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昨

日表示，當局認同工作小組建議將現
時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體系重治療、
輕預防的傾向，扭轉為重預防、早發
現、早治療的方向。他亦表示， 「社
區牙科支援計劃」 計劃利用非政府組
織、社福機構服務弱勢社群的網絡轉
介牙科病患，冀涵蓋至無家者、低收
入人士及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等社
群。他透露，衞生署已於上月邀請機
構提交計劃書，反應積極，將在確定

合作關係後再商討轉介病患的標準。
有關注基層組織贊成找非政府機

構支援的做法。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
瑋翹表示，有社福界或地區團體參與
很重要，因這些組織通常最先接觸到
弱勢社群，因此他們可透過這些組織
更快得到轉介。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
示，牙科治療成本高昂，例如杜牙
根，收費或對一般家庭也造成經濟壓
力，當局可考慮為中等收入家庭在必
要時多提供資助。當局可沿用關愛基
金資助項目做法，邀請私人執業牙科
醫生參與新計劃，善用人手。

《大公報》率先報道睇牙難
牙科街症服務長期短缺的問題被人

詬病已久。《大公報》兩年前曾報道過長
者與基層市民為輪候政府牙科診所的 「剝
牙籌」 ，通宵排隊輪候，衞生署遂陸續調
整牙科診所派籌安排，但仍有不少聲音反
映幫助不大。

昨日，醫務衞生局公布口腔健康及
牙科護理工作小組總結報告，並因應報告
建議制訂口腔健康行動計劃，包括本月
30日起牙科街症服務將透過電子派籌
等。

衞生署昨日表示，將於本月30日推
出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採取實名制，
市民毋須到場排隊取籌。街症有一半名額
會留給長者，以抽籤形式分配。衞生署發
言人表示，地區康健中心及長者機構會協
助登記使用新系統，不懂使用電腦或手機
上網的長者等有需要人士，可於登記時間
內到擬登記牙科街症的診所、各地區康健
中心或地區康健站尋求協助。署方亦表

示，新登記系統將積極考慮引入資格審
查，參考醫管局普通科資格審查的做法，
視乎電子派籌後的服務需求再決定是否推
行，明年或公布有關消息。

長者憂不懂操作耽誤求診
對於相關安排，有長者認為 「到場

排隊更容易」 ，直言不懂上網，亦有長者
感到不解，認為網上登記操作複雜，擔心
不懂操作會耽誤求診。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凱欣
昨日向傳媒表示，網上登記雖可免去長者
到場輪候的問題，但名額不足的問題根源
未除，是 「治標不治本」 ，她亦質疑引入
資格審查的必要，強調政府應改善名額不
足的問題，否則即使篩查也依舊多人輪
候。對於新系統的抽籤制，她認為，系統
沒有設緩急先後的優先次序，或導致部分
人始終抽不到。她亦建議，政府應以基層
為主要服務對象，為公務員提供津貼或實
行 「共治計劃」 ，讓他們使用私家牙科服
務，騰空名額予現時輪候街症的市民。

及早治療

▲大公報率先報道長者通
宵排牙科街症苦況。

口腔健康小組報告重點
• 「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計劃將於明年第一季推出。13至17歲的青少年可透過政府資
助及市民共付形式，使用私營牙科機構的部分服務，包括牙科評估、洗牙等。政府資助額為200
元，家長需要支付 「共付額」 ，政府建議金額為200元，私營牙科機構可以自訂收費，但須公開
透明。

• 「社區牙科支援計劃」 ：計劃將於明年第二季推出。為有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牙科服務。除
了牙科檢查、脫牙和止痛藥物，亦會加入補牙服務，已獲醫管局豁免全部醫療費用的人士，政府
會資助全數費用；已獲豁免部分醫療費用的人士、65至74歲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由社工轉介
的有需要人士等，政府會資助超過九成費用，但有關市民需要就每顆牙支付50元行政費。

•推出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12月30日起推出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經網上登記並獲發手機短
訊通知獲分配牙科街症名額的市民，可於指定時間到指定的牙科診所接受服務。系統會以電腦抽
籤方式分配牙科街症名額。有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給65歲或以上的長者。新登記系統考慮引入資
格審查，聚焦幫助有經濟困難人士。

兩邨舊商戶可競投新舖位 延續小店情懷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老邨

難逃清拆命運，但邨內多間小店經營多
年，是無數街坊的共同回憶。為延續小店
情懷，房屋署推出特設招標安排，讓華富
邨和彩虹邨特定商戶參與競投新屋邨或其
他房委會屋邨的商業單位，而對於哪些商
戶保留，房署將諮詢居民意見並商討。

或發放一筆過替代津貼12.5萬
房署消息人士表示，為協助邨內特色

店舖及小商戶繼續營業，房委會將透過社
區參與活動發掘別具特色和值得保留的商
戶，讓他們參與競投在接收屋邨或原址重
建邨預留的新商業單位，或其他房委會現
有零售設施內的指定空置商舖及檔位，中
標者在新租約下可獲三個月免租。

若合資格商戶放棄參與此特設招標安
排，便會獲發放一筆過替代津貼12.5萬
元。一如既往，合資格商戶亦可獲發放金
額相等於正式公布清拆安排當日於租約內
所訂明每月淨額租金15倍的特惠津貼。

房署消息指，房委會將收集意見及了
解受影響商戶的意向，再敲定細節。房署
強調，商戶只有一次參與特設招標的機
會。若今次招標安排反應良好，房署不排
除在未來的重建項目中繼續此安排。

此外，房委會將進一步研究於新彩虹
邨設計中融入舊邨獨特的設計元素，也會
透過新的建築設計手法，並考慮保留彩虹
邨文化特色，如懷舊店舖招牌、地面街舖
設計，以及邨內古榕樹等。但被問及彩虹
邨球場是否保留，署方表示未有定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示，一直
關注彩虹邨原有商店受合約限制，未必能
在原邨重置店舖，建議政府盡力保留彩虹
邨特色。同時歡迎房委會透過社區參與活
動發掘別具特色和值得保留的商戶，讓他
們參與競投在接收屋邨或原址重建邨預留
的新商業單位，延續小店情懷，協助邨內
特色店舖及小商戶繼續營業。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針對
外界關注彩虹邨球場景點能否保留，他認
為該景點的情況隨着一期進行重建而出現
變化，故此是動態的，設計師非常珍惜彩
虹邨過往的外觀及風格，正想方設法予以
保留，但原封不動的保育是不可能。他期
望社會各界能給時間予政府仔細考量及設
計，在新彩虹邨還原昔日的風光。

發展非遺旅遊用新思維推動香港開創新局面
康文署昨日公布，將點燈、

大埔端午遊夜龍、盂蘭勝會、廣
彩製作技藝等四個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納入 「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 ，令名錄上的
項目增至24個。另外， 「非遺清
單」 上的項目則由480個增至507
個。這些 「非遺」 項目體現香港
文化積澱的厚重，也是發展高質
量旅遊的重要資源。

隨着遊客質素的持續提升，
單純的景點觀光已無法滿足要
求，昔日火爆的購物也漸趨平
靜。深度遊、沉浸遊成為新的消
費模式。遊客更願意融入目的
地，體驗民俗文化活動，參與到
最有當地特色的非遺文化中來，
或品嘗舌尖上的文化。

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
對外國人來講，在香港過年過節
或參與其他特色活動充滿中國風
情。對內地遊客而言，香港的聖
誕節、萬聖節等活動頗有吸引
力，香港的非遺項目一樣令他們
大開眼界。雖說香港非遺項目是
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由於
歷史的因緣際會，不少非遺項目

乃香港獨有，如大坑舞火龍、長
洲太平清醮就是表表者。

再以剛納入 「非遺代表作名
錄」 的盂蘭勝會為例，這是香港
多區及多個族群的重要節慶活
動，由宗教團體、社區組織主辦
的法會聘請佛、道儀式專家進行
科儀，以祭祀祖先、向無祀孤魂
分衣施食、酬謝神明庇佑。表現
方式豐富多彩，主要分為 「潮州
傳 統 」 、 「 海 陸 豐 ／ 鶴 佬 傳
統」 、 「水上人傳統」 和 「本地
傳統 」 等，除了以宗教儀式祈
福、潔淨社區，更發揮着聯繫社
群的社會功能。

創 下 香 港 電 影 票 房 紀 錄 的
《破．地獄》，以超度先人的法
事為主題。超度儀式並非 「迷
信」 ，它反映中國人的生死觀，
也是歷史變遷中人們的精神寄
託，已納入香港非遺項目。

香港不缺優質旅遊資源，缺
少的是發現的眼光。保護好、發
展好、宣傳好這些非遺項目，既
是香港無處不旅遊的體現，也是
說好香港故事的最佳載體，這是
香港推廣旅遊的正確方向。

剛獲任命為運輸及物流局局長的陳
美寶，昨日首次以局長身份出席立法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就議員對鐵路建
設的質詢作出回答，被視為一次 「公開
考試」 。陳美寶不負眾望，展現了她的
清晰理念、解說能力和領導能力。她特
別強調日後將以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
實現建造工程的提速提效，提振了人們
對香港未來交通基建的信心。

特區政府於2014年宣布7個鐵路項
目，提出時間表、路線圖及初步預算，
但進展未如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前
些年的特殊政治環境加上三年疫情所
致，但與相關部門推動項目時拘泥陳規
舊俗也有一定的關係。在昨日的立法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上，議員們 「先禮
後兵」 ，在歡迎陳美寶、期望日後合作
無間之後，立即就有關鐵路項目提出各
種質詢，不乏尖銳的批評，陳美寶有備
而來，展現能力和自信。

南港島綫西段關乎區內13萬居民的
福祉，也關乎南區未來的整體發展。大
公報一直高度關注相關規劃，曾推出一
系列專題報道並舉辦座談會，積極推動
發展計劃。特區政府日前作出積極回
應，宣布以綠色運輸系統興建，最快
2027年動工。不過，以高架橋方式興建

且接近民居，令人擔心影響景觀及帶來
噪音。陳美寶同意，在人口密集環境下
使用高架橋方式興建，需要多作解說，
小心處理。但她同時指出綠色運輸系統
的優勢，在於具備成本效益，且噪音影
響較重鐵為低，佔地面積也較小。

東九龍的集體運輸系統延宕多年，
也是昨日焦點之一。有議員指原先提出
的走線是郵輪碼頭至觀塘，但現時只去
到啟德，但東九龍的商業中心在九龍
灣，質疑現時走線方案對整區發展幫助
有限。陳美寶表示，啟德項目目前正在
草擬招標文件，會廣納意見，目標是不
遲於開始建造後三年完成工程。希望程
序可以加快，提前落成項目。

政府目前正全力推動各項鐵路項
目，當中東涌綫延線、小蠔灣站、屯門
南延線、北環綫第一期古洞站以及洪水
橋的項目已經展開，2027年起陸續完
工。陳美寶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對於工
作進度會向前看，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二是日後採取 「雙創新」 的思維和方
式，即以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加快進
度。在技術層面，不論是透過港鐵興建
還是公開招標，都將廣納本地、內地乃
至海外的新科技。在政策層面，會盡量
壓縮或同步推進工程，避免規劃、設計

及施政耗用過多時間。
新官上任第二日就走入立法會的陳

美寶，對鐵路建設項目了然於胸，對如
何解決項目中的問題和爭議也是胸有成
竹，這次 「考試」 可謂合格。有資深立
法會議員及行政會議成員稱許其擔任常
秘多年，熟悉情況，思路清晰，對於工
作範疇知識掌握得非常好，解說很有條
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解說過程
中，陳美寶展現了虛心聆聽的態度和銳
意改革的思維。

運輸業是香港三大傳統經濟支柱之
一，未來發展面對不少新課題、新挑
戰。包括如何發揮好機場三跑系統的潛
力，提升香港的物流運輸中心地位；以
及如何加強與大灣區的跨境基建合作，
助力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
特區政府連年財赤、庫房縮減的情況
下，既要搞好基建，又要節省成本，身
為局長責任重大，必須用新思維探索解
決問題的新方法，不能墨守陳規。

從陳美寶的豐富工作履歷到昨日在
立法會的優秀表現，顯示她是 「善打硬
仗」 ，是 「敢做事、做成事」 的合適人
選。希望包括陳美寶在內的特區管治班
子在未來任期內，全力以赴，勇於改
革，用創新思維開創香港發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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