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捐延續生命 離世卻未「離開」
逾2550病人苦等移植 醫生盼學校教育傳媒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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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今醫學進步，但對某些器官

衰竭的病人，器官移植仍是延續生命

的唯一希望。醫管局日前表示，香港目前有

逾2,550名病人等候器官移植，但今年截至

6月只有49宗器官捐贈移植個案，數目較過

去兩年同期少。有醫生指出，香港器官移植

存活率高，以腎臟為例，術後一年的存活率

高於90%，希望通過學校教育和傳媒推廣，

讓更多人理解及支持器官捐贈。有捐贈者家

屬對能幫助他人延續生命感到開心，「這不

單是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延續，亦是離世

家人的生命延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確保公營醫療服務的穩定供應及
人手配置，特區政府正探討以立法方式，要求合資格醫護專業人員
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醫務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在立法
會生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會考慮將相關安排涵蓋適用所有醫護人
員，不僅限於專科醫生，惟不同醫療專業人手短缺狀況及培訓時長
不一，需針對各專業及職位進行討論，不會劃一年期標準，暫亦未
有立法時間表。
盧寵茂指出，現時有90%市民會使用公營醫療服務，因此公營醫
療系統會有較多不同類型的病例，若規定醫護須服務一定年期，相
信可增加年輕醫生接受培訓的機會。
他指出，相關規定不只限於專科醫生，強調所有醫護人員都在考
慮之列。「非本地培訓醫生已有這要求並已通過法例，他們來到後
要在生署或大學等機構服務，這不限於專科醫生，也可包括牙科
醫生、護士等。」

議員贊同：合情合理
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贊成有關建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

示，政府的政務官及部分私人機構都有類似安排，認為如公營機構
的醫護受訓後，很快就轉投私人界別「搵錢」，變相是浪費公營資
源。
對於有評論稱，有關安排或會影響合資格醫護進入醫管局意慾，

她直言不太相信，「他們若有志接受訓練，不只想限於日常工作、
開刀等，例如公共生管理，可給予他們多些獎學金，他們也可申
請政府獎學金，至少回來不會失去職位。」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認為，有關建議是合情合理，但關注到
具體的規定服務年期及落實時間表。
盧寵茂在回應時表示，醫療服務包含多種專業職位，每個專業的

情況不一，因此不會劃一規定要服務多久，「每個專業都有其人手
短缺情況、不同培訓時間及其後的問題，要針對每一個專業討
論。」
他強調，有關建議尚在初步構思階段。政府重視持份者及專業機
構的意見，待擬訂有關建議的框架後，會諮詢相關持份者和業界，
以訂定具體的內容，未有時間表，又表示在立法過程中，會同時考
慮如何提升工作滿足感以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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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去
年3月估算，香港至少有逾22萬人租住生活
環境惡劣的劏房。民間團體「關注基層住屋
聯席」（聯席）昨日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遞交公開信，建議提出重推「N無津
貼」、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
劃、推行夏季能源補貼、設立劏房支援社工
隊等建議。
聯席認為，政府推出紓緩非公屋非綜援家
庭在輪候公屋時經濟壓力的「現金津貼試行
計劃」，援助範圍較此前的「N無津貼」縮
小了，包括將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家庭、不
符合申請資格的公屋申請家庭，以及未有申
請公屋但現時居於劏房的市民剔除在外。根
據立法會資料顯示，符合「現金津貼試行計
劃」申請資格並獲批的家庭由2021年「N無
津貼」的逾12萬宗減至「現金津貼試行計
劃」的7.4萬宗，顯示至少有約5萬個基層
家庭因新計劃而不能受惠。因此，他們建議
政府應重推「N無津貼」措施，以援助更多
基層住戶。
聯席指出，關愛基金曾於2020年推出的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以一筆過現金津貼方式，協助居於不適切居
所的低收入住戶購買傢具、進行家居維修及
滅蝨等。關愛基金的檢討報告指受惠住戶對
援助計劃的反應非常正面，社聯的調查亦顯
示逾97%受訪住戶認為援助計劃能幫助他們
改善家居環境，希望政府繼續推行該計劃，

並進一步簡化申請程序，讓合資格申請的家
庭可以更快獲得審批。

籲設夏季能源補貼幫劏房戶
聯席又建議政府設立夏季能源補貼，並透

過關愛基金將之直接發放給劏房租戶，具體
建議為於每年6月至9月間，每月分別向一
人、二人及三人或以上家庭分別發放300
元、500元及700元津貼。
聯席同時指出，劏房戶居於狹窄且惡劣的

環境，租金昂貴，水電費普遍被濫收，不少
住戶面臨精神困擾及長幼照顧困難等問題，
而服務舊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累積的個案
量驚人，十分有限的社工人手往往只能集中
處理有危機的家庭問題，無力支援大量劏房
住戶面臨的種種生活及精神危機，故建議設
立「劏房戶支援社工隊」，專門為劏房戶提
供長期社區支援，協助他們解決不同的生活
需要，並組織互助小組，發掘義工，建立支
援網絡。

團體倡重推「N無津貼」援基層戶

醫院管理局日前舉辦「醫療服務全接觸」講座，向
傳媒講解器官捐贈和移植的過程及相關知識。醫

管局數據顯示，2021年共有147宗器官捐贈用作移植
用途，較2020年的133宗輕微上升，但今年截至6月
卻只有49宗，而目前有逾2,550名病人等候器官移
植，情況不容樂觀。
瑪麗醫院成人深切治療部部門主管陳惠明表示，在
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期間，由於深切治療部住滿病
人，為器官移植帶來一定壓力，但緊急器官移植服務
並未受影響。

腎臟移植術後一年存活率逾90%
醫管局腎臟配對捐贈計劃工作小組主席馮加信表

示，香港器官移植存活率高，其中腎臟移植的術後一
年存活率高於90%，而器官衰竭病人的死亡率高，併
發症亦隨時來襲，「若以透析、人工心肺等方式治
療，只能讓病人生命延長很少時間。」

獲捐贈青年：原來生命可以好燦爛
他表示，不少器官衰竭病人成功移植器官後都更加

珍惜生命，並去做很多以前想做但無法做的事情，
「有重獲新生的青年曾出外代表香港參加世界移植運
動會並取得季軍。他們發現，原來生命可以好燦
爛。」
捐贈者家屬彭太分享了她的心路歷程：她的丈夫於

10年前突然中風不治，「他離世後，有醫生問我有否
意願將其器官捐贈作移植用途，起初內心一度掙扎，
因為不知丈夫生前對器官捐贈的意願。」後來，彭太
將器官捐贈一事告知8歲兒子和老爺奶奶，一同作出捐
贈丈夫器官的決定，「我個仔都知道器官捐贈的概
念，學校有教過，他也認為能幫到人是好事。」

夫捐器官 妻：他像從未離開我
彭太表示，其丈夫的器官已經幫助了3個家庭，

「這不單是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延續，亦是我先生
的生命延續，感覺他好像從未離開過我。」
醫管局表示，受文化的影響，香港對器官捐贈的接

受度仍較低，希望通過學校教育和傳媒推廣，讓更多
人理解及支持器官捐贈，為有需要的病人及其家庭重
燃希望。

◆ 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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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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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2022年立法會選委會界別
補選提名期接近尾聲，昨日又多3人報名參選，分別為工聯
會成員、香港IT人協會理事長李廣宇，民建聯成員、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以及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
海龍。
李廣宇昨日在港區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理事長黃國、副會長謝愛紅，立法會議員陳穎欣、香港
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秘書長程岸麗等陪同下報名參選。
李廣宇表示，自己從事企業數碼轉型多年，曾參與不同行
業的科創工作。通過豐富的自身經驗，他了解不同階層難處
亦深明培養創科及人才發展的重要性。他相信自己在數碼轉
型及企業管理經驗方面的經驗，可以在議會中做到督促政府
加速科技轉化，加強社區治理水平。
陳永光在他的競選辦主任譚耀宗，助選團團長李應生、李
慧琼，立法會議員陳勇、陳克勤、葛珮帆、陳恒鑌，中醫界
選委馮玖、林志秀，批發及零售界選委黃光輝，及選舉代理
人柯創盛的陪同下報名參選。
陳永光表示，香港迎來很多機遇，也面對各種挑戰，希
望得到選委會各界委員的支持，進入立法會，發揮自身專
業所長，以實幹服務社會，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作出貢
獻。身為中醫業界人士，他會致力推動中醫中藥傳承創
新，為抗疫復常和完善香港醫療體系發揮更大作用，及推
動中醫中藥的產業發展，為香港經濟創造更大價值。
尚海龍昨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林順潮，全國婦聯港區特邀代表張雅麗，立法會議員邱
達根、譚岳衡、林振昇、李浩然，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
傳宗的陪同下報名參選。
尚海龍表示，在過去十多年間，他以專業所長結合商業創
新，在不同工作崗位、以不同的公職身份，為香港和內地的
科創領域發展及交流貢獻力量。
他的參選宣言是「推動創科發展，助港由治及興」，以科
技促進社會進步，是他的初心使命，希望以自己多年積累的
專業素養，服務香港創建國際創科中心，促進香港與內地城
市珠聯璧合，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已報名參選的還有黃梓謙、黃錦輝及何敬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持續提升學校管理效能，教育局昨日向全港
學校發通告，公布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細則和多項新措施。在
學校的自我評估方面，由2023/24學年開始需要匯報的表現評量項目會增加至
25項，新增項目包括國民教育經歷、學生體適能表現、學校資源運用的數據或
資料等。校方每年都要向校董會報告及提交予教育局，藉此推動學校問責與反
思改進。
「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於2003年起推行，以配合校本管理實施。教育局

早前委託香港大學就有關架構進行效能研究，再結合多年來的學校自評經驗，
提出多項優化措施。
在學校自評工作方面，為配合中學和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在2017年和2022年

先後更新，在今學年起，教育局要求學校自評時，需要更聚焦於課程指引強調
的7個學習宗旨，並以此作為反思點，綜合運用香港學校表現指標和自評資料
及數據，從整體角度評估培育學生的工作成效。
為進一步加強學校運用數據的能力，學校自評時的「學校表現評量」清單會

增至共25個項目（以中學計，小學適用項目較少），其中3個項目為新增，包
括學校資源運用、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以及體適能表現。學校須每年透
過問卷或評估套件等蒐集數據並提交予校董會和教育局。

師訓增設STEM/STEAM培訓數據
部分現有項目之下亦會新增子項目，如教師專業培訓一項會增設國民教育和

STEM/STEAM教育相關的培訓數據，高中科目選擇一項則會增加修讀應用學
習或其他語言的數據。在學生對國家和學校的態度（小學）/情意發展（中
學）一項，小學部分會加入有關國民教育的副量表，中學則會採用評估套件新
版本。

教育局按需要上載重點視學報告
架構中的校外評核會沿用目前的程序和做法，由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會繼續

核實學校自評的成效，並提供回饋改善建議，促進學校持續發展。而由2023/
24學年下學期起，教育局將於網頁上載外評報告的總結章節，及按需要上載重
點視學報告，讓公眾知悉提高透明度。
教育局表示，會於12月舉行簡介會介紹優化架構措施，明年4月起則會分階

段舉辦研討會暨工作坊，協助學校加深了解相關資訊。詳情可瀏覽局方的學校
教育質素保證網頁（https://www.edb.gov.hk/qa）。

2023/24學年起
學校自評增國教經歷

李廣宇陳永光尚海龍報名 參加立會選委界補選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昨日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遞交公開信，建議提出重推「N無
津貼」、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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