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港澳
人士來到大灣區工作生活。為解決生活在深圳

的港澳居民就醫問題，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與聯合
醫務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合醫務」）聯合
設立了「港澳居民服務中心」。
中心引入香港「先全科，後專科」的服務模式與

體系，由具備香港全科診療經驗的醫護團隊，為港
澳居民提供熟悉的全科首診及慢病管理服務。在中
心執業的香港醫師，可為港澳居民提供「港澳藥械
通」的處方服務。

就診後有七天健康隨訪服務
該中心位於醫院門診樓四樓的國際名義診療中心
內部，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中心設計布局參照香
港診療標準，由聯合醫務金牌醫生護士團隊提供服
務，並且由香港資深醫生在線共同會診。
居住於蛇口的港人鄔女士是中心試運行期間的首
批體驗者，她當天一早就抵達中心，進門後，首先
到前台完成掛號和建檔。隨後由健康管家帶領到護
士診室進行診前評估，初步了解病史及相關情況，
之後進入全科診室就診。與其他面診不同，鄔女士
除了有中心醫生現場診療外，還提前預約了香港醫
生在線共診，「這裏能夠提供港醫遠程共診，解決
了我因疫情不能返港看病的實際問題，真的是太方
便了。」

鄔女士告訴記者，中心的環境溫馨舒適，就診流
程簡單，最重要的是就診時不會有人打攪，隱私得
到了很好的保護。就診後的健康隨訪，也是參照香
港就醫習慣，有七天的隨訪服務，包括病情跟蹤、
用藥情況的跟進、醫療報告解讀、健康諮詢、複診
預約、線上處方、生活方式指導等，很全面。

健康管家全程陪同協助
後疫情時代赴港就醫遭遇「壁壘」，移居深圳的

港澳居民數量不斷增多，據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黨
委書記駱旭東介紹，早在2021年9月15日，醫院就
已匯同聯合醫務在深圳和香港同時開通互聯網國際
診療平台，正式為兩地居民提供「港醫通」線上服
務。此次「港澳居民服務中心」的啟用，正是線下
服務的延申，也是前海合作區內「線上+線下」港澳
居民一體化醫療健康全新閉環服務模式的開啟，香
港醫療健康服務正式進入2.0版本。
「港人就醫習慣找長期相熟的醫生，但內地的公立

醫院模式很少會有固定的醫生為同一位患者看診。」
李家聰告訴記者，中心提供的港式服務，為每一位患
者配備專門的健康管家，管家會在前台等候患者，並
協助完成看診、繳費、取藥等診療過程，如遇到特殊
情況，需要轉診或者住院，管家也會全程陪同前往。
「一切以病人為中心，是港式醫療服務的核心，希望
不論是診療體驗還是服務流程，都能讓患者感受到細

緻入微的港式醫療服務。」

推出「便利付」方便患者支付
此外，為解決具有保險門診權益的患者支付流程

過於繁雜，費用結算等待花費時間冗長等就醫難
題，中心推出了「便利付」服務。對於符合直付條
件的保險客戶，就診後無需現場支付醫療費用，申
請墊支費用服務，簽單即可離開。

將引入國際保險支付體系
李家聰認為，港澳居民服務中心的建立，不僅能

讓港澳居民享受到熟悉的港式家庭醫生服務，實現
院內全科—專科轉診及跨境轉診，還將引入國際保
險等支付體系，打通港式醫療服務落地大灣區的最
後一公里。

先全科後專科
港醫在線會診

深圳首家港澳居民服務中心試運營

港式全科診療：引入香港「先全科，後專科」的服務模式與體系，提供全科
首診及慢病管理服務。在中心執業的香港醫師，可為港澳居民提供「港澳藥
械通」處方服務。

微信小程序上預約診所就診，帶上
預約二維碼及身份證件就診；

1

患者到前台進行登記，完成掛號和
建檔；

2

護士診室進行診前評估；3

全科診室醫生見面問診及進行相關
檢驗檢查；

4

取藥後，由護士講解用藥注意事項，
約定複診的時間，提供診後隨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5

港式特色

專科轉診協作：提供便捷快速的院內轉診通道，安排必要的香港專
科醫生會診；應患者需要，安排香港醫療機構的跨境雙向轉診。

多語種陪診服務：對需轉診至院內專科的患者，提供從掛號、
問診、實驗室檢查、影像檢查、取藥、治療及住院等就醫全
過程的多語種陪同服務。

保險理賠直付：符合條件患者就診後無需現場支付
醫療費用，簽單即可離開（免賠及自付部分除
外）。

診後健康隨訪：參照香港就醫習慣，全科醫生為線
下就診的患者提供診後七天隨訪服務，包括病情跟
蹤、用藥情況的跟進、醫療報告解讀、健康諮詢、
複診預約、線上處方、生活方式指導等。

港醫遠程共診：提供預約香港醫生在線共診的方
式，由香港醫生提供（在線）＋金牌醫生（現
場）診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23
日，「廣東省商事制度改革十年」新聞發布
會在廣州舉行。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一級
巡視員、新聞發言人張文獻在會上透露，廣
東毗鄰港澳，外商投資多，經貿往來密切，
投資者經常會拿廣東和港澳台及國外進行比
較。截至目前，廣東全省實有外商投資企業
18.68萬戶，其中港資企業7.09萬戶，澳資企
業6,491戶，港澳企業加起來佔了外商投資企
業的50%以上。
張文獻表示，為了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廣東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正在不斷創新。他介
紹：「這十年來，我們陸續推出了『粵港銀政
通』、『粵澳銀政通』等改革措施，大大便利
了港澳人士到內地興辦企業。」

着力提升市場主體活躍度
「廣東下一步將對接港澳規則，攜手港澳

推進登記註冊的一體化，不斷完善政策規則
對接、體制機制創新、平台建設等，建立與
港澳銜接、國際接軌的監管標準和規範制
度。」張文獻透露，具體措施包括積極推動
港澳簡化版公證文書，拓展「銀政通」服務
功能，推進內外資一體化服務，協同推進跨
境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探索粵
港澳三地的電子營業執照、電子印章、電子

簽名互通互認，提升登記註冊便利化水平。
「大灣區內地9個市現有市場主體的數量
佔全省78.68%，每千人擁有企業數達到了81
戶，接近發達國家經濟體水平。」張文獻表
示，廣東接下來將認真研究小微企業和個體
工商戶的發展規律，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
系，着力提升市場主體的活躍度，使廣東既
有頂天立地的大企業、也有鋪天蓋地的成長
型企業。
張文獻指出，廣東還將大力推進公正監

管，健全信息歸集公示、信用約束激勵、信
用風險分類管理等制度，營造一個公平有序
的競爭環境。

廣東將推動粵港澳登記註冊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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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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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鄔女士正在與港醫遠程會診港人鄔女士正在與港醫遠程會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港人鄔女士港人鄔女士（（右二右二））在深圳港澳居民服務中心體驗就診在深圳港澳居民服務中心體驗就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在廣東投資的港資企業逾7萬家。圖為在東
莞一家港企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就診患者在諮詢看診流程就診患者在諮詢看診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第十
四屆中國航展門票銷售暨《我與航展共成長》
圖文徵集23日在珠海啟動，這標誌着本屆航展
公眾日門票正式開售。港人可使用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進行購票和入場。根
據相關防疫要求，觀眾入場前24小時內，須在
「珠海航展」微信小程序進行防疫申報，入場
時須出示申報回執。據悉，中國空軍將派出以
「20」為代表的現役裝備，中國陸軍亦將首次
派出現役直升機參展並在航展期間飛行展示。

公眾日為11月11日至13日
據了解，第十四屆中國航展將於今年11月8
日到13日在珠海國際航展中心舉行，公眾日為
11月11日到13日，每天開放時間為9時至17
時。觀眾可使用中國大陸居民二代身份證、香
港澳門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台灣
居民台胞證、外國人護照四類證件進行購票和
入場。

採用實名制購票
本屆航展門票採用實名制購票，均為身份證

票，公眾日每天售票4萬張，售完即止。
本屆航展公眾日門票均由珠海航展有限公司

官方渠道獨家銷售，官方售票平台分別為：
「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官方網站、「中
國航展」官方微信公眾號、「珠海航展」微信
小程序、「珠海航展」App。
據相關防疫要求，入境未按相關要求完成集

中隔離和居家健康監測等措施人員，健康碼為
紅碼或黃碼人員，無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
人員等均不能入場觀展。具體防控措施將隨國
家疫情防控政策進行動態調整。

香港展團將回歸航展
據悉，本屆航展期間，美國、法國、德國、
意大利、沙特等國家將以展團形式展示該國航
空航天技術的最新成果；波音、空客等國際知
名公司將亮相；香港展團也將回歸，可望展出
香港航空業不同範疇的能力，並為業界提供商
業配對與建立合作關係等平台，以促進香港航
空業發展，深拓大灣區乃至內地及海外市場。
此外，中國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中國空
軍航空大學「紅鷹」飛行表演隊將炫技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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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港醫療

合作邁進「快車道」，近日，深圳首家港澳

居民服務中心在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落地，引入

港式家庭醫生服務，打造以「港式全科+醫

院專科」協作模式，實現院內全科—專科

轉診及跨境轉診，極大地方便了生活

在廣東的數十萬名港澳居民就醫。

中心試運行期間，不少體驗的香港

患者認為，環境和服務不錯，開

藥方便，還能預約香港醫生在

線共診。聯合醫務中國總裁及

首席執行官李家聰表示，香港

醫療健康服務已正式進入2.0

版本，未來還將與更多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醫院共建服務

中心，加速推動跨境醫療協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