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與內地嚴控關口出入

境限制，令部分長居內地的

港人無法如常返港覆診，甚

至瀕臨「斷藥」。香港特區

政府建議委託港大深圳醫院，為部分常住廣東省的港人提供跟進診

症服務，相關費用由特區政府支付，料涉及1.038億港元，約2.8萬

名醫管局病人受惠。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昨日表示，醫院全年

門診量可達近200萬人次，有能力處理該批港人病人；病人一般只

需支付門診掛號和取藥費，共約100元人民幣，惟部分藥物或項目

需自費。該院正與醫管局磋商在病人同意下，讓有關病人的電子病

歷互通，以保證醫療質量安全性。

100人幣深覆診 料惠2.8萬病人
港大深醫院助內地港人診室 全年診量可達200萬人次

盧寵茂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已
收到很多病人查詢，院方亦已就此

作好準備，但目前未有詳細方案，仍待
政府和醫管局決定哪些專科病人可以到
港大深圳醫院就診，以及病人需要負擔
多少費用。

只需支付普通門診取藥費
他指出，港大深圳醫院是一間綜合性
醫院，有不同專科，亦有中醫、牙科、
針灸。專科的門診病人平均收費約420
元人民幣；全科病人則約 200元人民
幣，包括診金、檢查費用、藥費等。盧
寵茂及後接受香港媒體查詢時補充指，
長居內地的港人所需的大部分藥物，深
圳醫院能提供同款藥物，或藥效相近的
藥物，估計病人一般只需支付門診掛號
和取藥費，共約100元人民幣，其餘成
本由公帑承擔，但有部分藥物或項目仍
然需要病人自行負擔。

盧寵茂表示，港大深圳醫院每日門診
量約7,000人次，全年平均處理近200萬
人次，即使如特區政府估計有3.8萬名港
人來看病，全部每年覆診三至四次，只
佔一年門診量的8%，相信該院絕對有足
夠能力應付。

盧寵茂倡「醫健通」取病歷
他並透露，正與醫管局商討能否在病

人同意下，港大深圳醫院可透過「醫健
通」電子健康記錄系統，取得病人病歷
的資料，以助醫生了解病情，同時亦正
研究如何將在深圳醫院看病的記錄交予
醫管局，以保證醫療質量安全性。
被問及病歷互通對於病人私隱的問

題，他回應說：「睇醫生嘅時候，無理
由唔相信醫生，亦都無理由隱瞞自己健
康狀況。」他又說，病人亦可以拒絕，
並強調院方會保障病人私隱，「無理由
懷疑醫院會因其他原因，而使用病人的

醫療資料。」
盧寵茂補充，倘醫生無法查看「醫健通」
記錄的話，當然可通過向病人問診得知其
病情，但擔心其準確性，「當然我們可以

通過同病人問診，讓病人自己說出來，但
這個會擔心準確性，特別是長者，未必知
道自己吃的藥是什麼、未必知道自己的病
歷，最理想是可以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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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
會早前已獲特區政府委託，協助送藥
給長居內地的患病港人，每周設立
800個名額。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約有53
萬港人長居在大灣區的其他城市，長
者佔約17萬至18萬人，相信倘獲安
排到深圳醫院求診，有一定服務需求
量。當「醫健通」互通後，他希望內
地醫院就醫計劃能擴大到大灣區的三
甲醫院，為港人提供覆診服務。
黃國指出，長居內地的患病港人過

往主要透過在港親友配藥，然後經工
聯會寄返內地，但隨着「控關」的時
間愈來愈長，許多內地患病港人長期
無覆診，香港醫生未能掌握他們最新
病情，要求覆診才再處方新一批藥
物。

黃國：港病人內地求醫難
他續說，部分病人於香港有住所，

被迫回港檢疫14日後覆診，但於香
港無居所的港人，唯有在內地就醫以
取得同類藥物，情況不太理想，料受
影響人數會愈來愈多，故認為特區政
府提出的新方案很有用。
西醫工會主席楊超發表示，該會早

前也和政府討論過有關問題，他建議
利用先進科技進行遠端醫療、即視像
問症。目前，有關的設備十分先進，
醫生可以遙距得知病人體溫、氧化
量、心電圖、血色素等資料。在疫情

出行不便的當下，可以為需長期覆診的病人提
供重要的服務，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提供幫
助，包括認證遠端醫療的服務和設備。
他並呼籲病人不要自行到藥房配藥，即使藥

房有註冊藥劑師，如沒有醫生診斷結果，也可
能配錯藥，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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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8萬名居內地的港人無
法返港覆診，甚至瀕臨「斷
藥」危機，特區政府擬委託
港大深圳醫院為他們提供醫
療服務，並在病人同意下，

讓內地醫生能查閱香港的電子病歷系統，
方便準確斷症。惟人命當前，「黑醫護」
肆意以私隱及網絡安全等藉口阻撓。有定
居內地的香港長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大力讚揚政府的計劃，並批評有「黑
醫護」以病人私隱為由反對病歷互通的說
法屬無稽之談，「唔話畀醫生知自己病歷
又點開藥畀你呀？（黑醫護）若不是蠢就
是想玩政治但又唔識玩。」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昨日批評
計劃稱，「不應在這個初行計劃中貿然將
醫管局系統與港大深圳醫院接通，有很多

私隱、網絡安全問題。」

市民：早應開通「醫健通」
78歲的譚先生與家人移居廣州逾10年，

患有糖尿、高血壓等長期病患，過去每三
個月要回港覆診一至兩次，但疫情爆發後
不敢外出，加上隔離措施收緊，故要使用
工聯會的寄藥服務，惟至6月時其香港主
診醫生因長期未能與他面診，無法了解其
最新健康狀況，拒絕再開藥，令他不得不
在7月初回港覆診。他表示，回港後又要
接受隔離檢疫14天，形容是精神虐待。最
終他於7月份覆診並獲配16星期的藥物，
11月將再覆診。

譚先生指出，曾考慮在內地就醫，但本港
醫院未能向他提供過去10年的病歷記錄，內
地醫院又要他重新進行檢查，以掌握其病情，

惟內地檢查費用不菲才被迫回港覆診。他認
為，港大深圳醫院已啟用了數年，其實早應
開通「醫健通」，允許內地醫院查閱本港醫
院的病人病歷，方便港人在內地覆診，尤其
居於東莞、惠州甚至廣州等地的港人，他們
往返深圳比返港更便捷。

他希望特區政府將開通「醫健通」作為
長期性政策，「尤其要融入大灣區，更不
能短視。」對於有醫護團體以病人私隱為
由反對病歷互通，譚先生直言有關指控
「多餘、無稽之談」。他說：「醫生要知
病歷時才會打開資料，加上又無醫療以外
的個人資料，如果連病歷及有否藥物敏感
都不可讓醫生知道，又如何用藥呢？難道
他問你（病人）有沒有咳嗽也因為私隱而
無可奉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玩政治阻查病歷 黑醫護罔顧人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公布，首批2萬名申領「保就業」計
劃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主，本周三（16
日）已接獲秘書處通知成功申請，涉及
工資補貼72億元，承諾受薪僱員人數近
29萬，而獲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主，幾
乎都有在第一期中獲批，但其中23%在
6月或7月時未有把領取的補貼全數用於
支付僱員工資，或支薪僱員人數少於3
月的僱員總數，故須向政府交回部分補
貼金額或罰款。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保就業」計劃

秘書處已透過電郵及手機短訊通知成功申
請人，但政府會向這些違規僱主取回未有
用於支付工資的補貼金額，或要求繳付罰
款，而有關款額將在發放第二期補貼時直
接扣除。在需要扣除補貼的首批僱主中，
有97%僱主被扣除的補貼金額，佔他們於

6月或月所得的補貼金額少於5%。
發言人提醒，申請補貼的僱主，若對
申請結果有疑問，須在通知發出起計7
天內透過查詢網頁提出檢視申請結果的
要求。一經提出檢視申請結果，工資補
貼將暫緩發出，直至完成檢視為止，秘
書處不會接受任何逾期提出的要求。
另外，就第一期補貼期最後一個月（即

8月）的強制性供款而言，按積金局要求，
僱主須於9月10日或之前為僱員供款，但
考慮到新冠疫情影響，政府將接受強積金
受託人以僱主於9月30日或之前繳清的8
月強積金供款，或所提交的相關資料作為
強積金記錄證明書的記錄，以核對有否裁
員。至於就第二期補貼期（即9、10月及
11月）強制性供款，僱主須分別於10月12
日、11月10日及12月10日或之前為僱員
供款。

涉違「保就業」兩成僱主須退補貼

在內地支援隊和本地醫護的共同努力
下，本港成功完成普及社區檢測，第三
波疫情逐漸緩和，特區政府表示會適時
推出「健康碼」，恢復粵港澳三地免檢疫
通關。但攬炒派抹黑普檢失敗後，又對
「健康碼」作出無中生有的造謠中傷，
企圖破壞落實「健康碼」，阻礙三地正常
往來，拖慢本港重啟經濟民生的步伐，
損害市民福祉。這種政治操作與民眾福
祉和民意背道而馳，港人應看清攬炒派
的醜惡嘴臉，不讓其攬炒圖謀得逞。

受疫情影響，本港旅遊、零售等行業
大受打擊，相當多市民手停口停，特區
政 府 致 力 在 疫 情 受 控 下 推 行 「 健 康
碼」，實現免檢疫通關，恢復粵港澳正
常經貿、人流往來，對本港振興經濟、
擺脫民困意義重大。攬炒派在控疫問題
上提不出任何建設性意見，只是蠻橫拒
絕、一味抹黑「健康碼」，根本漠視民
意，罔顧香港利益。

攬炒派抹黑「健康碼」的手段，與攻
擊普檢計劃如出一撤。回想普檢計劃提
出之初，攬炒派大放厥詞，指「普檢無助
抗疫」「市民參檢無病變有病」「檢測會刺
穿鼻咽、傷及脊椎」。但普檢圓滿成
功，用事實粉碎攬炒派的謠言。如今，
他們重施「莫須有」的造謠故伎，詆毀
「健康碼」「是監控工具」，誣衊政府
透過「健康碼」監控市民行蹤，實行
「社會信用評分系統」云云；散播「健
康碼無助抗疫」「隨時有黑客入侵」的

謠言，危言聳聽，企圖誤導市民，不信
任乃至抗拒「健康碼」。

攬 炒 派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攻 擊 「 健 康
碼」，再次暴露他們為反而反，攬炒香
港的醜陋習性。黃之鋒聲言，「未來更
要從政策及運動層面反抗，反對政府推
動『健康碼』」；有攬炒派區議員在區
議 會 動 議 要 求 政 府 永 久 擱 置 「 健 康
碼」。反對「健康碼」的根本目的，就
是要癱瘓管治，令本港百業蕭條、民不
聊生、激起民怨，令社會不安，好增加
攬炒派反中亂港的政治籌碼。

早在今年 5 月，本港和內地、澳門疫
情漸趨平穩，粵港澳三地已着手商討互
認「健康碼」通關。特首林鄭月娥透
露，中央 7 月初已同意以「健康碼」通
關的程序，只是受本港第三波疫情影
響，計劃才押後。澳門 7 月起已試行與
珠海市以「健康碼」通關，效果良好，
博彩業、酒店業生意日漸回復，全國均
可於本月23日起恢復辦理澳門自由行簽
註。這為本港落實「健康碼」，與粵澳
往來提供示範，展示良好前景。

「健康碼」便利通關，為本港經濟復
甦引入動力，有利改善就業，對本港百
利而無一害。工聯會一項調查顯示，超
過九成受訪者認為「健康碼」能促進人
流、物流，有助經濟復甦。攬炒派阻礙
「健康碼」居心叵測，廣大市民必須抵
制抹黑謠言，堅定支持早日落實「健康
碼」。

造謠抹黑「健康碼」認清攬炒禍港伎倆
一名15歲少年早前承認縱火等罪名，被判感

化令，律政司不服判刑申請覆核，高院昨日改判
少年入勞教中心；另外，有調查發現，大多數市
民非常認同法治是香港重要基石，但對本港司法
機構的信任程度相當低。法治精神、司法獨立是
本港成功的基石，但司法獨立並不意味司法至
上，更不能成為司法獨裁。法官若犯錯而導致裁
決不公，律政司應果斷上訴，發揮重要的糾錯作
用，以彰顯法治公義，提振公眾對本港司法制度
的信任和信心。

近年部分法庭判決難以服眾，特別是屢屢輕判
修例風波中的暴徒，嚴重影響市民對法庭的觀
感。有市民投訴，9月16日一日，法庭一連「放
生」6名暴徒，即使有人被控襲警的嚴重罪行，
法庭都裁定罪名不成立。有法官甚至美化暴徒，
例如昨日被改判入勞教中心的少年，有法官曾稱
讚其為「優秀的細路」；更有法官形容搗亂立法
會的被告是「社會棟樑」。

修例風波帶來黑暴氾濫，本港法治遭受重創，
社會渴望法庭依法嚴懲暴徒，以儆效尤，為本港
重振法治、撥亂反正。可惜，法庭不僅一再作出
欠缺阻嚇力的判罰，未能反映案情嚴重性，更有
一些法官向社會釋放錯誤訊息，令年輕人誤以為

「理想崇高」，即使違法亦會得到法庭顧憐輕判。
更惡劣的是，個別法官同情乃至讚賞被告的言
論，帶有強烈政治色彩，違反法官不應發表個人
政見的底線，等同變相縱容違法暴力。正如終審
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所指，本港法院持續地讓
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並形容法院在
過去一年「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

部分法官帶有政治偏見，判決、量刑未能體現

法治公義，與法治精神和市民期望有相當大落
差，難免令公眾對法庭能否秉持公道公正存疑。
有機構公布「市民對司法機構的信任程度意見調
查」，結果顯示，八成受訪者「非常認同」法治是香
港重要基石，但受訪者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度平均
只有3.7分，對「法官判決公正性」的評分更只得
3.08 分，逾半受訪者表示不信任本港的司法機
構；逾九成受訪者更認為，法官在處理政治相關
案件時受政治因素影響。市民對本港司法機構的
信任程度低落，值得司法機構、政府和社會各界
高度重視，認真自省。

本港強調司法獨立，法官依法審判不受干涉，但
不等於「司法獨大」「無王管」。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曾
撰文指出，任何人都會犯錯，法官也不例外，「當
法官在法律觀點上犯錯、錯誤地運用酌情權，或由
於嚴重的程序或其他失當而導致裁決不公，律政司
便要決定是否對案件提出上訴，或者在刑事案件中
以呈述方式提出上訴，或申請覆核刑期等。律政司
的所有決定都是根據法律原則和法庭程序，以及經
過仔細研究整體案情才作出的。」律政司檢控守則
也規定，檢控人員必須隨時都能迅速尋求上訴法院
糾正任何錯誤或不公平情況。

律政司在保障司法公平公正方面肩負重任，當
法官判案存在明顯錯誤，產生重大爭議，律政司
責無旁貸透過上訴機制，扮演好把關者角色，確
保司法審判不偏不倚、公正判案，維護本港良好
法治。本港司法機構亦應與時俱進，仿效英美司
法改革，設立具公信力的量刑委員會，為法庭提
供公平、透明、一致的量刑指引，增強公眾對司
法機構的尊重和信任，進一步鞏固司法獨立的法
治基礎。

律政司要把關糾錯 確保司法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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