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科排長龍 無家者難求醫
近四成曾受精神病困擾 團體倡增醫生編制跟進

疫情下無家者人數持續上升，社署已登記

露宿者人數由2013年僅595人，激增1.6倍

至2022年1,564人。社區組織協會昨日發

表報告指出，香港無家者正面對不同健康及

醫療的需要，近四成人曾受精神健康疾病困

擾，一成甚至出現嚴重精神混亂症狀，但因

為覆診輪候時間漫長，削弱無家者求診意

慾。協會建議醫管局為外展隊增設精神科醫

生編制，及增派專人跟進無家者的精神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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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渣打香港馬拉松
後，另一項全港大型遠足籌款活動「樂施毅行
者」，在停辦三屆後，將於本周五至周日（24日至
26日）復辦。早於1991年第一次參與活動的財政司
副司長黃偉綸昨日在其社交網站發帖文表示，活動
復辦實在令人引頸以待，亦勾起他不少回憶，並指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地方，市區大廈林立，但綠水青
山往往就在旁邊，建議參加者好好享受比賽過程，
「不論沿途有多艱辛，你會發現香港其實很美。」
黃偉綸表示，自首次參加毅行者活動後，便結下

不解之緣，他隨後幾年繼續以毅行者身份參與外，
也做了多年的義工，負責各檢查站（checkpoint）及
活動安全的相關工作。對他來說，毅行者既是挑戰
自我，亦考驗友誼，在爭取成績的背後，如何與隊
友「齊齊整整」順利完成整項賽事，是每一名隊友
的「人生功課」，「畢竟每人的體力、意志和狀態
各有不同，作賽期間難免意見分歧。有些人有能力
跑快些，有些人想留前鬥後，有些人因傷或想放
棄，當中講求包容、默契、團結及犧牲精神。」

他又指，選手們除集中精力作賽，也不妨欣賞沿
路風光明媚的景色，山嶺、海岸、叢林、溪澗盡收
眼底，並祝願活動當日天氣絕佳，參加者好好掌握
自己和隊友之間節奏，發揮最佳狀態，安全地完成
賽事，也向一眾義工朋友致衷心的敬意。

「樂施毅行者」周五復辦
黃偉綸勉健兒賞港之美

◆黃偉綸曾於2017年出席「樂施毅行者」記者會支
持有關活動。 黃偉綸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患急性心臟衰
竭的女嬰芷希，去年12月接受
內地兒童捐出的心臟，並於香港
兒童醫院完成換心手術，為全港
首宗來自內地的器官移植手術。
香港兒童醫院昨日表示，芷希的
康復進展符合醫療團隊預期，早
前已無須使用強心藥和呼吸器，
近日更由兒童深切治療部轉到心
臟科病房繼續留醫，醫療團隊會
繼續監察其臨床情況，提供所需
治療及復康訓練。
半歲大的芷希一度因為心臟衰
竭而危在旦夕，接受心臟移植是
延續生命的唯一方法，不過，在
香港出現合適捐贈者的機會微乎
其微。國家衞健委和中國人體器
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高度重視事
件，並透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
與 共 享 計 算 機 系 統 （CO-
TRS）」發現內地一名因腦外傷
導致腦死亡幼兒捐獻心臟，在內
地多輪自動匹配，均未有合適的
接受者，為避免寶貴的可移植器
官的浪費，緊急啟動了內地與香
港的醫療救助人體器官共用預
案。在國家衞健委、兩地政府部
門及兩地醫護團隊全力支持下，
該心臟跨境運到香港兒童醫院，
移植到芷希身上。
經過兩個月休養康復，芷希早
前已無需使用強心藥和呼吸器，
近日亦已由兒童深切治療部轉到
心臟科病房繼續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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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資料顯示，2017年香港16歲至75歲華裔
成人當中，約有13%患有一般精神病科疾病，不

過，社區組織協會去年進行的無家者健康及醫療需要
研究發現，受訪的無家者中，分別有37.1%出現情緒
不穩，11.3%出現精神混亂及8.2%出現幻聽幻覺等與
精神健康相關情況，患情緒病的比例較整體人口高，
惟僅24.7%受訪無家者有向精神科專科求診。
研究亦發現，輪候治療的時間過長，使無家者不願

覆診，例如首次預約精神科治療，需時近兩年，但每
次與醫生面診往往只有兩三分鐘，醫生的問診又經常
是：「食唔食得？瞓唔瞓得？有無問題？」
不少無家者質疑，這些問診對控制病情有否幫助。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衞東表示，無家者在精神科專

科覆診期間困難重重，包括交通不便，以及難以負擔
昂貴交通費用，部分精神病病徵也影響他們前往覆
診，希望社會包容患有精神病的無家者。

居無定所 外展隊難持續接觸
64歲的富叔現於長沙灣露宿，在街頭露宿已超過20

年，飽受精神病折磨，早年因為飽受幻聽和失眠困擾

而求診。他表示在街頭露宿時被盜走財物，曾試過手
機連帶藥物也被偷，需要向醫生要求重發藥物，「但
是因為需要再次預約，沒有手提電話是比較困難，都
是要先找到手機。」
此外，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陳仲賢指出，根據香港中
文大學博群社區研究計劃，以及香港無家者精神健康
研究小組的調查，2018年香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醫管局7支精神健康外展隊，以及非政
府機構的外展服務，因人手限制，加上無家者一般居
無定所，外展隊未能持續接觸他們。
46歲的英仔是較少數參加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ICCMW服務）的露宿者，他有狂躁抑鬱，現在露
宿於深水埗，每個月都會接受精神科覆診，並需服
藥。他表示，社康護士每月均會探訪他，並於事前先
行電話聯絡確認見面時間及地點，「社康護士已經跟

進我兩年，每個月都來探我，覺得他們都很關心我。
我不開心的時候都會主動打電話給護士。」

精神科新症輪候 最長達80周
吳衞東表示，現時前往公立精神科專科的病人必須

攜帶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醫生介紹信，以及住址資
料才能預約求診。由此，若有精神病困擾的無家者想
前往精神病科求診，就必須得到醫生的轉介以及取得
住址，資料齊還要輪候，七大聯網的精神科新症最長
輪候時間達80星期，不少人無耐性，因此放棄求
醫。
他建議，特區政府仿效美國紐約做法，增設精神科

醫生的編制，加強支援有精神困擾的無家者，讓無家
者外展隊能對所接觸到而面臨精神困擾的無家者即時
介入及進行評估，轉介精神科專科求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
「簡約公屋」推行以來，社會出現不
同聲音，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吳
秋北聯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日於北
角街頭舉行簡報會，希望釋除市民對
「簡約公屋」的誤解和疑慮，並指港
島區亦是一個較多劏房戶的地區，尤
其是北角，希望柴灣區的「簡約公
屋」選址能盡快開展，政府亦應詳細
向當區市民多作解說，做好柴灣區內
的交通配套規劃。
吳秋北指出，昨日的簡報會屬於拋

磚引玉，同時是促進居民對「簡約公
屋」的理解。他認為，政府掌握更全
面的資訊，應主動多做地區諮詢和解說工作，讓當
區居民安心，「『簡約公屋』的興建實屬雙贏，既
為改善區內交通和社區配套帶來契機，也讓劏房戶
得以改善環境。」
他又指，柴灣作為8幅選址中唯一一幅港島用
地，但屬次輪項目，惟港島劏房戶較多，租金亦較
其他區高，很多市民住在一些不適切的居所，對家
庭尤其是兒童的學習影響最大，他認為政府應盡快
開展工程、盡快落成，強調不應因小枝節而否定整
個「簡約公屋」計劃。
郭偉强表示，有關「簡約公屋」的多項資訊，包
括時間表、單位大小、好處、誤解、柴灣選址等的
討論不應限於議會或坊間評論，而要深入群眾之
中，因項目牽涉公帑的使用，應該詳細向市民解

釋。
他又引述數據指，傳統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由2013
年的2.7年，持續上升至2021年的超過6年，對於政
府有破格思維在短期內紓緩輪候壓力，他大力支
持，並提議增設預先登記機制，讓有需要的市民先
遞表登記，亦方便政府了解地區需求。

居民：住「簡約公屋」可改善生活
一家四口住200呎劏房的街坊表示，輪候公屋兩
年，劏房無間隔，水電費租金逐年上漲，認為入住
「簡約公屋」可改善生活，惟不想小朋友跨區上
學，擔心未能適應新環境，只會考慮柴灣選址。
亦有街坊指，他們一家三口輪候公屋8年仍未能

成功上樓。吳秋北表示會跟進相關情況。

工聯冀速推「簡約公屋」柴灣選址

◆去年底完成換心手術的芷希。
資料圖片

◆吳秋北聯同郭偉强昨日於北角街頭舉行簡報會，希望釋除市民對
「簡約公屋」的誤解和疑慮。 吳秋北Fb圖片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發表報告指出，近四成無家者曾受精神健康疾病困擾，協會建議醫管局為外展隊增設精神科醫
生編制，及增派專人跟進無家者的精神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