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四十年代，肺結核（俗稱肺

癆）是香港的主要疾病之一，每10萬

人就有逾百人死於該種病。一群熱心市

民於1948年成立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簡稱防癆會），並於翌年成立律敦治療養院專

責治理肺結核。時至今日，肺結核確診個案及死亡數目已大大減少。防癆會主席藍義方近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75年間，香港經歷了極大轉變，防癆會的工作重點亦轉為推動

預防肺結核與心臟病工作、提供中醫藥及安老等服務。近年，港人慢慢認識醫藥服務及粵港

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正正需要香港文匯報這份正統報章，透過報道向市民帶出正確

訊息並反映民意，繼續成為香港與內地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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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癆會與文匯報共同關注民生
主席藍義方：報道有效反映民意 發揮兩地溝通橋樑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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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報道更多內地現況 讓港人了解國家發展

藍義方表示，肺結核的成因與衞生環境有密切關
係，可說是一種「貧窮病」，其後隨着香港發

展，患病率亦下降。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的數字顯示，香港肺結核
呈報個案數目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約1.3萬宗
高峰呈報個案，減至去年約3,200宗。至於每10萬人
的死亡率亦由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逾百人，大幅降至去
年僅2.6人。

見證75年來港醫藥服務發展
「（防癆會）以前的工作專注於結核病，自從1991
年成立醫管局後，律敦治療養院亦於同年重建成為律
敦治普通科醫院；1957年建成的葛量洪醫院亦於（上
世紀）九十年代先後進行本港首宗心臟及肺部移植手
術。」藍義方說，隨着香港於過去75年間經歷巨大變
化，防癆會的宗旨沒變，不過，由於治理肺結核的工
作在醫管局成立後已由其統籌，故防癆會亦開始發展
中醫等服務。
藍義方解釋，雖然社會不斷發展，但他指市民的居
住環境依然十分狹窄，加上隨着人口老化，慢性病患
者亦不斷增加，令市民近年更注重身體健康，亦慢慢

認識醫藥服務的重要性。防癆會於2007年便開始舉辦
免費中醫健康諮詢及講座，轄下3間中醫診所於2022/
23年度錄得超過20萬求診人次，現正籌備第四間中醫
診所。
同時，因應新冠疫情，防癆亦開拓外展服務，包括

參與由醫管局於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推行的「住院病
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以及推出「遙距中醫覆診服
務」等，這些都是因應時代及環境變遷而作出的調
節。

讚文匯報夠正統 關注各階層
藍義方讚揚香港文匯報是一份十分正統的報紙，多

年來十分關注社會各階層，包括不時以大篇幅探討基
層醫療及房屋等議題，有效地向社會、特區政府以至
中央反映民意。
展望未來，他認為整個大灣區有很大發展空間，

「事實上，不少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科研等發展亦快過
香港，相信未來兩地可在中醫藥、護理及安老等方面
有很大合作與發展空間。」
他深信香港文匯報將繼續發揮好橋樑角色，讓兩地

人民更快、更準地獲得最新資訊。

香港社會不斷發展，回歸後
港人的自由度大增。不過，藍
義方認為，港人太大的自由
度，某程度上是導致出現2019

年社會事件的其中一個因素，幸如今已進入由治及
興的年代。
他強調，誠實地報道新聞及向讀者發放正確的訊

息是傳媒應有的操守。香港文匯報於過去75年間一
定堅守這法則，同時亦令讀者獲得正確的資訊，認
為港人不應再理會那些歪曲事實的傳媒。
藍義方舉例說，曾有一間他收看多年的外國媒

體，竟在香港發生示威事件時杜撰成因，不斷向外

界發放錯誤的訊息，「作為傳媒一定要誠實，此後
我再也不看那間媒體的報道！」
他讚揚香港文匯報誠實地報道新聞，而有關內地

新聞的報道，對港人而言亦十分重要，除了令港人
更了解國策外，也更全面地認識國家的最新發展。
「許多港人不了解內地的環境及最新發展，甚至

出現誤解，例如誤以為現在仍是很貧窮。」藍義方
表示，自己廿年前到新疆旅行時，的確存在部分破
爛屋子，但如今已是整整齊齊，乘坐火車時亦可見
四周道路規劃井然有條，反映中國社會已逐漸脫
貧，「香港文匯報可以多將這些最新資訊帶給港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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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黃大仙民政事務專
員黃智華將於9月1日暫別黃大仙區，迎接下一個挑
戰。他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他將於9
月3日起赴京修讀公務員事務局與北京大學合辦的
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碩士課程，並擔任班長，與其
他19名高級公務員同事到北京大學學習一年。回首
3年兩個月的民政工作，他慶幸自己可以在最黃金的
時期為建設更美好的黃大仙區而努力。
在當區出生的黃智華，對過去一段時間和黃大仙的

地區領袖、政府同事和機構及團體共同打拚，建設更
美好的黃大仙區感到很高興。「民政專員的職位是一
本太倉卒的書，而在故事中遇上大家，令每一頁都充
滿驚喜，如今讀到尾聲，更令我捨不得讀完。」
他在2020年7月上任黃大仙民政專員時，即遇上
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於黃大仙區蔓延。面對挑戰，
他沉着帶領地區團體齊心抗疫。當時。黃大仙區是
全港首個向確診大廈居民派發應急物資、動用流動
檢測車地區，更率先挨家抵戶呼籲公共屋邨長者接
種第一針。在黃大仙廟舉行的「千人接種在大仙」
活動，錄得的長者接種人數更是全港第一。
「疫情期間，黃大仙區眾志成城，成為全港的抗

疫先鋒典範。若沒有各政府部門和地區團體一呼百
應，黃大仙區就不會創下如此佳績。」他說，過去3
年，黃大仙各界一直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奮發拚搏、為民請命，共同抗擊疫情、改善環境衞
生，又舉辦多元活動，激發社區的愛國熱情和節日
氛圍，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和社區凝聚力。
「一日黃大仙人，一世黃大仙人。」離任在即，
黃智華依然掛念黃大仙未來發展。他說，將來與鑽
石山綜合發展區內的「孔廟」、「活水公園」及「文化園
景大道」鼎立，黃大仙區將會化身全港唯一儒、釋、
道三教齊集的中華文化基地，鞏固香港「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的地位，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談到下月初赴京深造一年，黃智華說，新學年課程

目標是培養「知國情懂世貌明時局能前瞻敢創新」的
公務員，讓學員增強國家意識和戰略眼光，提升公共
管理綜合領導能力，以及掌握「一國兩制」方針、憲法
和基本法，以及國家發展總體和戰略布局。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他期望

不負黃大仙區各位鄉親所託，學成歸來，報效國
家，為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和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貢獻。

黃大仙民政專員黃智華將赴京受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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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書蘭）由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率領的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
業界代表團昨日抵達成都，
展開4天成都、北京訪問行
程。他們昨日到訪了四川香
港公證聯絡辦公室、天府中
央法務區檢察服務中心等，
了解當地所提供的各種的法
律服務和產業布局。林定國
昨晚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
代表團希望透過是次訪問，
促進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合作，並鼓勵內地企業善用
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專業服務，充分發揮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推廣香港專業服務
是次代表團超過100人，成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

會、香港律師會、企業等代表組成。代表團將出席
於成都舉行的第六屆香港法律服務論壇，以及在北
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法律挑戰與應對策略
研討會，向國企和內地商人推廣香港的法律和爭議
解決服務，協助大家「走出去」。
抵達成都後，代表團先到天府中央法務區參觀，
了解該法務區在推廣公共法律服務、法治交流合作
和法律科技等方面的先進發展。該法務區是全國首
個省級層面推動的中央法務區，以「打造立足四
川、輻射西部、影響全國、面向世界」的一流法律

服務高地。
其後，代表團又參觀了四川香港公證聯絡辦公室、

天府中央法務區檢察服務中心等，了解當地的新區整
體規劃和產業布局，以及所提供的各種法律服務。
林定國表示，成都上月已通過的《四川天府新區條

例》將於10月1日施行，以支持天府中央法務區發展
商事仲裁、調解、涉外法律服務，探索建立商事糾紛
多元解決機制，而當中包括支持香港在內的中外地區
法律服務機構在天府新區開展相關業務合作，認為有
關安排將讓香港法律界有更多機會在法務區貢獻專業
才能，對法務區的法治建設起積極作用。
適逢參加「第九屆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的香港

武術代表隊亦於昨日抵達成都，香港律師會代表特
地與港隊會面交流、打氣。香港律師會其後在社交
平台發帖說，律師會一向重視通過運動推廣健康人
生，亦設有Sports Law Committee，專責研究與體
育有關法律，預祝港隊今次再創佳績。

林定國率團抵成都 推動兩地交流合作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與部分代表團成員參觀天府中央法務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