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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退休後選擇在內地城市養老，

如何協助他們更便利及適切地享受醫療和

安老服務至關重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昨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強調要增

加兩地醫療合作，包括推出「長者醫療券

大灣區試點計劃」，明年擴大「長者醫療

券」範圍至更多大灣區醫療機構，目標是

在長者集中居住的地區先增加約5間醫療機

構作試點，並探討明年放寬「廣東院舍照

顧服務計劃」的資格，擴展至內地機構營

辦的指定安老院，讓長者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養老有更多選擇。另外，鑒於香港醫療

人手緊絀，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頗

長，施政報告表示將採購大灣區內地城市

的醫療服務讓香港市民就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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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計劃」研放寬資格 安排港人公院價赴深就醫

◆明年擬將「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
劃」擴展至內地機構營辦的指定
安老院，資助領取綜援長者入住

◆明年第二季起擴展「長者院舍照
顧服務券計劃」適用範圍至護養
院宿位，並增加1,000張服務券

◆下年度向「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
基金」額外注資10億元，資助安
老及康復單位購置、租借和試用
科技產品

◆推動有利長者生活的樓宇設計：明
年擬把通用設計及通達概念納入屋
宇署樓宇設計手冊內

◆下年度向「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額外注資8,000萬元，鼓勵長者
終身學習和投入社區

◆以荃灣及南區作試點，關愛隊協
助識別需支援的護老者和殘疾人
士照顧者，另探訪或接觸獨老和
雙老住戶，轉介有需要個案至社
福單位

◆指定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長
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單位，有
空置宿位或服務名額時提供住宿
和日間暫託服務

◆未來兩年增設四間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支援精神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鼓勵各界支持、關懷照顧者，推
廣宣傳活動為期三年

◆擴闊「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
金」用途至適合家居使用的樂齡
科技產品，供長者、殘疾人士及
照顧者借用

◆個案經理與嚴重精神病患者比例
優化至不超過1：40，第一優先
（緊急）及第二優先（半緊急）
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分別不超過
一周及四周

◆社署明年優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服務，及早識別有需要人
士，並加強社工培訓

◆明年在3個地區康健中心推出先導
計劃，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

◆為關愛隊隊員提供精神健康支援
培訓，協助轉介有需要市民尋求
支援

◆年內於深水埗推出首個「社區客
廳試行計劃」項目，為劏房戶提
供額外生活空間

安老與照顧者措施撮要

◆資料來源：2023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長者院舍券增千張 宿位擴至護養院

醫 養 過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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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除加強照顧
北上內地養老的香港長者外，亦推出多項措施支
援在港的長者，包括擴展現有「長者院舍照顧服
務券計劃」至護養院的宿位，並增加1,000張服
務券。另外針對近期發生多宗涉及照顧者的倫常
慘劇，施政報告亦提出多項措施支援這些護老者
及殘疾人士照顧者，如動用關愛隊探訪或接觸這
些照顧者，協助識別有需要人士以轉介相關社會
福利單位跟進，並擴展暫託服務網絡，為被照顧
人士提供住宿及日間暫託服務。

下月推一站式照顧者資訊網站
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是「錢跟人走」，
合資格長者每月可獲面值16,161元院舍券，以
入住參與計劃院舍。施政報告提出擴展有關計
劃，將服務券適用範圍由現時只有參與計劃的

護理安老宿位，擴展至護養院宿位，並增加
1,000張服務券至合共5,000張，讓更多合資格長
者受惠。
不少未有入住院舍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由親人

照料，惟不少照顧者身心疲憊。施政報告提
出，對照顧者提供經濟援助、照顧技巧訓練、
輔導和情緒支援等，同時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提
供個人護理、家居清潔、康復訓練和暫託服
務，繼上月啟動「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
後，下月將推出一站式照顧者資訊網站，便利
和鼓勵及時求助。

關愛隊助識別支援護老者照顧者
施政報告並進一步提出以荃灣及南區作為試

點，由關愛隊透過探訪或接觸，協助識別有需要
支援的護老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將個案轉介至
相關社福單位跟進，並協助關愛隊轉介住戶安裝

「平安鐘」；有關關愛隊亦會探訪或接觸獨老以
及雙老住戶，將有福利需要個案轉介社福單位。
政府會在試點推行後檢討，考慮擴展至其他社
區。
為讓照顧者可短暫休息及或處理私務，施政報

告提出擴展暫託服務網絡，會要求約140間「改
善買位計劃」安老院、約20間「私營殘疾人士院
舍買位計劃」院舍及約190間參與「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計劃」的服務單位，在有空置宿位或服
務名額時，為被照顧人士提供住宿及日間暫託服
務。照顧者專線服務的社工亦會為有需要的照顧
者配對附近暫託服務。

注資10億「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政府下年度並向「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額外注資10億元，加強資助合資格安老及康復服
務單位購置、租借及試用科技產品，如醫療護理

超低床和智能防遊走系統等，且擴闊基金用途至
適合家居使用的樂齡科技產品，讓合資格安老及
康復服務機構申請購置合適產品，供長者、殘疾
人士及照顧者借回家使用，以提升長者及殘疾人
士生活質素，減輕照顧者壓力。
除長者及殘疾人士外，公眾亦關注精神病患者
及照顧者的支援，施政報告除指出加快處理個
案，優化醫管局個案經理與嚴重精神病患者比
例，並優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和加強社
工培訓外，社署未來兩年會增設4間專為精神復
元人士照顧者而設的家長/親屬資源中心，以支
援精神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此外，3個地區康健中心明年推出先導計劃，
與社區機構合作為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評估，以及
早跟進和轉介高風險個案；另會為關愛隊隊員提
供精神健康支援培訓，協助轉介社區中有需要的
市民及早尋求支援。

香港長者在內地若想使用醫療券，目前只限於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或者屬下指定健康服務中

心。施政報告提出擴大「長者醫療券」適用範圍
至大灣區內合適的醫療機構，目標先增加約5間醫
療機構作為提供基層醫療服務試點，亦會涵蓋深
圳等個別指定牙科醫療機構。

有關醫療機構方便長者到診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與哪些醫療機構合作正在
商討中，前提是有關醫療機構方便長者到診，包
括考慮港人長者集中居住地區，以及提供的醫療
服務適用於香港的機構，按有關醫療機構的位
置、服務質素、保證等因素進行挑選，至於是否
屬三甲醫院並非最重要考慮。另外，特區政府亦
會考慮內地醫療機構是否有充足人手處理醫療券
事宜。
施政報告亦表示要善用大灣區醫療服務，在合
適的大灣區醫療機構，包括港大深圳醫院為香港
市民策略性採購醫療服務，紓緩香港公立醫院服
務壓力，縮短市民輪候時間。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為讓市民方便就醫，目前
正與深圳市內的醫院商討中，若成功合作，可安
排部分香港市民以香港公院價錢到內地的醫院就
醫，估計使用的服務為低風險診斷服務，包括拍
片、掃描、喉鏡等。
另外，為讓長者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有更多
選擇，施政報告提出探討明年放寬「廣東院舍照
顧服務計劃」，將計劃擴展至由內地機構營辦的
指定安老院。特區政府早前亦放寬計劃資格，曾
提供資助安老院舍照顧服務而紀錄良好的香港私
營機構亦可參與，而政府亦會視乎經驗，探討資
助領取綜援的長者選擇入住「廣東院舍照顧服務
計劃」的安老院，加強支援他們選擇在大灣區養
老。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透過「廣東院舍照顧服
務計劃」，現時已有147名長者在計劃下的兩間廣
東省院舍養老。

料吸引部分長者北上睇牙醫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長者醫療券
大灣區試點計劃」便利居於大灣區內地城巿約8.5
萬名香港長者求醫，亦吸引部分香港長者會北上
接受牙科服務。他預計新增的醫療機構會由香港
醫療集團營運，或使用香港醫療管理模式。他並
認為未來應探討將香港長者納入內地醫保系統。
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歡迎擴大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表示問卷調查顯示
超過八成受訪港人長者有意未來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安老，認為計劃增加選擇，亦縮短院舍輪候時
間。她表示長者較屬意深圳、廣州和中山的院
舍，認為交通便利，而廣東省亦有院舍監督名
單，長者普遍滿意當中4星和5星院舍設施和服
務，相信政府會採用客觀指標選擇內地院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照
顧者承受巨大壓力，香港今年更
發生數宗涉及照顧者的悲劇。年
逾八旬的香港市民劉伯表示，施
政報告針對照顧者推出的措施，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照顧者壓
力，但對於以老護老的家庭，仍
然要推出更多政策以保護長者，
例如24小時緊急支援以及上門暫
託服務等。
劉伯說：「我和我的老伴都八
十多近九十歲，兩個人都有不少
病痛，其實兩個人在家都是互相照顧，如果有一個突然發燒、咳嗽，
醫生說要留醫的話，那麼另一個老人在家裏就沒有人照料，如果一連
兩三天沒人照顧已經很危險。」他憶述，曾試過一次其老伴因病入
院，但不放心他一人在家，故寫了一張「申請出院紙」，「希望政府
在這方面繼續做得好一些，提供一些24小時的緊急支援或者上門暫
託，有什麼事，起碼家裏那個老人也有人照顧。」
他認為政府增加照顧者津貼是好事，惟照顧者津貼申請條件較苛
刻，「如果申請了綜援，就不能申請照顧者津貼；申請了長者津貼，
也不符合資格申請。全港有十幾萬的照顧者，而照顧者津貼只有一千
多兩千名額，想要申請實在太難，希望政府在照顧者津貼申請上能
夠放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
指出會推出「醫健通+」，方便香港病人攜同電子病歷在內地
求診時使用，此外香港特區政府亦正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商討
救護車跨境運送病人服務，避免現時兩地救護車在邊境口岸
轉送病人時，需要更換救護車送院的不便，因換車過程可能
令患者病情受影響，而過去每年香港與內地須跨境運送病人
的個案，估計不會超過100宗。
特區政府為推出「醫健通+」，未來5年建立綜合醫療資訊
基建，透過「一人一健康戶口」，統一存放公私營電子病歷
以及整合醫療服務治理流程，市民可以透過手機翻查及攜帶
電子病歷和預約服務，而新系統能支援各項醫療政策及改
革，尤其是大灣區跨境醫療協作。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市民在系統內有一個儲存櫃桶，儲存
在香港的醫療紀錄，當在內地求醫時可隨時自行下載，提供
給內地醫生參考。特區政府下一步會與內地商討能否以同樣
方式，將港人在內地醫療機構的電子醫療紀錄帶返香港，以
在香港求醫時提供給香港醫生參考。不過，鑑於內地對醫療
紀錄帶出境有本身法規，預計實施上有一定困難，長遠而言
香港與內地會尋求將醫健通可跨境使用。

跨境救護車直送港公院
至於跨境救護車服務，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正與澳門及內地
進行商討，但暫未有落實時間表，預計由內地及澳門運送來
港的個案較多，至於香港與內地的跨境救護車運作模式，初
步構思是救護車由內地醫院直接送往指定的香港公立醫院，
內地主診醫生可跟車，而使用服務須符合指定條件，包括須
由兩地醫院主診醫生協議跨境運送，且病人病情要較穩定，
但需進行長期治療，以及病人不適宜轉換救護車。

「
醫
健
通+

」
設
電
子
病
歷
方
便
北
上
求
診

照顧者冀推24小時緊急支援

◆照顧者餵長者進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施政報告提出擴大「長者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大灣區內合適的醫
療機構，圖為現時適用醫療券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