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科門診升呢 引入綜合診所
醫局：醫生率領團隊制訂臨床服務流程 涵蓋19病種

公立醫院的服務量龐大，近

期醫護人手流失情況惡化也令醫

療壓力沉重，醫院管理局行政總

裁高拔陞昨日發表網誌指，醫管

局未來會引入新服務模式，並擴

展「公私營協作計劃」，以多管

齊下提升專科門診服務，期望可

以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醫管局

主席范鴻齡則透露，該局正醞釀

挽留人手的具體措施，期望方案

可於本月23日（周四）舉行的

醫管局大會中獲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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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來港人
士是香港社會的新鮮血液，也是重要的
人才儲備庫。不過，社區組織協會昨日
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逾六成內地來港
兒童認為香港存在歧視，三成多受訪兒
童表示，曾因新來港身份受到歧視；成
人情況更甚，近六成內地新來港人士曾
遭受直接歧視，即使來港逾七年已獲永
久居民身份仍不能倖免。
社協、新移民互助會及反歧視關注組
於2019年5月至今年1月聯合進行「內地
來港定居人士受歧視情況研究」，並於
昨日發布結果。調查團隊共訪問336名已
成年的新來港人士，以及195名具新來港
家庭背景的兒童，以了解他們所面對的
歧視狀況及影響，並提出改善建議。

兒童歧視調查顯示，超過六成(67.2%)
受訪者認為香港存在歧視，32.3%受訪兒
童表示曾經因新來港身份直接受歧視，
35.8%曾經因家人是新來港者而受歧視。

57.7%成年新來港者指受歧視
成人方面，近六成(57.7%)內地新來港

人士曾因其身份直接受到歧視。調查並
發現，新來港成人受到的歧視有很大隨
意性，來港超過7年、有永久居民身份
證，也很可能遭到歧視，有關場景包
括，受到不禮貌對待、受到較少尊重、
在餐廳或商店受到較差服務等，顯示香
港社會普遍對新來港者存有偏見及刻板
印象。
社協表示，本港面臨老齡化加劇問

題，新來港人士及其下一代可成為重要
的勞動力補充，但香港社會歧視減低他
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不利整體社會發
展，故建議政府取消各項對本地及新來
港人士有區分之別的政策，並加強公眾
教育；同時應立法將族群仇恨及騷擾列
為刑事罪行，設立投訴機關處理對新來
港人士歧視的投訴。

67.2%內地來港童稱港存歧視

立法會正審議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
執業的《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包括容許未有香港永久居留
權的境外醫生也合資格申請來港，范鴻齡
表示歡迎政府提出有關修訂，指醫管局未
來需要與食物及衞生局和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商討如何增加醫生培訓名額。

盼月底醫局大會通過方案
不過，范鴻齡指，現階段難以評估經修

訂的方案可以吸引多少非本地培訓醫生來
港工作，他表示醫管局正考慮一系列挽留
人手的具體措施，以應對醫護人手流失率
高企的問題，指如果相關措施可於本月23
日（周四）舉行的醫管局大會中獲通過，
醫管局會立即向外公布詳情。
除了增加醫生人手外，醫管局亦會以其

他方式改善服務，高拔陞指，專科門診現
時每年服務750萬人次，並每年額外增加
80萬個新症，服務壓力十分沉重，病情穩
定的個案若需輪候經年才獲診斷，情況並
不理想，故局方有決心解決輪候時間過長
的問題。
高拔陞表示，醫管局將引入跨專業的
「綜合診所」，團隊會由醫生領導，並配
合資深護師和專職醫療人員，因應不同疾
病制訂臨床服務流程，分別參與不同的治
療階段，如新症評估，或跟進穩定病情的
個案。

「綜合診所」服務現時已涵蓋19個病
種，當中包括港島西聯網的風濕科，高拔
陞指病人會先由風濕科專科護士評估病人
及安排所需檢查，再根據醫生制訂的方案
調配藥物，以及早在治療黃金期介入，令
新症輪候時間明顯縮短。他補充，九龍東
和港島東的耳鼻喉科亦預計在未來一年有
「綜合診所」投入服務。
另外，醫管局本月會擴展「公私營協作

計劃」，邀請病情穩定的內科專科門診病
人，於私家醫生診所覆診、配藥及進行所
需化驗，實行「共同醫治模式」，做法除
了可以分流部分專科門診覆診病人，以騰
空服務量加快診治更多新症病人外，亦能
令病人毋須舟車勞頓多次返回醫院。
高拔陞表示，「共同醫治模式」未來會

進一步推展至骨科病人，期望措施可以鞏
固基層醫療家庭醫學概念，減少市民對專
科服務的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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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營養
學會早前以
網上問卷訪
問 102 名包
括兒科醫生
及營養師等
醫護專業人
員 ， 發 現
92%受訪者
同意母乳餵
哺可預防過

敏，並有超過七成人
員認同豆奶粉或羊奶
粉無助預防嬰幼兒過敏。學會指出，餵哺母乳是預防敏感的最佳選擇，近年的研究
亦發現媽媽在一般情況下毋須因哺乳而戒口，但部分醫學界人士仍存在「戒口防敏」
的觀念，學會建議加強醫護人員專業培訓，讓家長及早和正確預防兒童過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社協建議，政府應立法把族群仇恨及
騷擾列為刑事罪行，設投訴機關處理對
新來港者歧視的投訴。

●范鴻齡表示，醫管局正考慮一系列挽留人手的具體措施，以應對醫護人手流失率高企的問
題。圖為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