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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大公報主辦「發揮

港優勢 增值謀發展—中醫藥新機遇研討

會」，邀請中醫藥專家、學者、業界代表，

就如何發揮香港中醫藥優勢、中西醫協作短

中長期發展規劃、完善人才培訓等建言獻

策，醫務衞生局、醫院管理局代表在會上介

紹政府推動中醫藥發展的情

況，表示將發揮好超級聯繫人

和增值人角色，為中醫藥發展

作出新貢獻。

魅力巢湖 產業集聚
（特刊）

做好「實」字文章 為企為民服務
第二批主題教育開展以來，安徽巢湖市牢牢把握
「學思想、強黨性、重實踐、建新功」總要求，把
「實」的要求貫穿主題教育全過程，讓群眾切身感受
到主題教育帶來的新變化。
皖維集團坐落於巢湖市鳳凰山街道燈塔社區，是
安徽省重要的化工、建材、新材料聯合製造企業。為
推動「PVA-PVB樹脂-PVB膠片」產業鏈向下游汽車
製造領域延伸，鍛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今年皖維集
團決定建設產業園，開發300萬套/年汽車玻璃項
目，在實施過程中卻受到土地要素制約。
了解到皖維集團發展需求後，巢湖市委市政府啟

動了產業園房屋及土地徵收項目，社區積極配合做好
相關工作。此次項目涉及房屋徵收面積4.1萬平方
米、土地約422畝，短短三個月時間，整體拆遷工作
已接近尾聲，房屋徵收完成率達到96.8%。
室外寒冷，皖維集團西區小區73歲失獨老人楊慧

立感受到的卻是春天般的溫暖。12月13日上午，燈
塔社區志願者、「紅色小管家」聯合社工如期上門，
為老人打掃衞生，陪他拉家常。燈塔社區黨委書記、
居委會主任黃華介紹，在第二批主題教育中，社區全

面推行一線工作法，發動網格員開展敲門行動，與小
區物業和駐區單位形成合力，着力解決群眾的操心事
煩心事揪心事。
為有效解決城市管理「頑疾」，第一時間解決群
眾訴求，巢湖市城管局依託「數字城管」指揮平台，
實時在線派遣，合理調派執法資源，讓群眾看到變
化，得到實惠。
近期，巢湖市疾控中心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

心」，把開展主題教育與守護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融為一體，應急小分隊實行24小時值班制，加強
監測，開展評估，發布提示，有力有效維護群眾生命
健康安全。
巢湖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方勇表示，第二批主
題教育開展以來，巢湖市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
一，緊緊圍繞群眾「急難愁盼」，把暖心服務送到群
眾家裏；把整改整治作為關鍵舉措，將一項一項問題
清單轉化為成果清單；把推動發展作為根本目標，深
入實施「工業立市」「生態興市」戰略，着力構建
「4+3+X」產業體系，以高質量發展成效檢驗主題
教育成果。 文：嚴化文

在研討會上，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首先介紹中
西醫結合治療的理念及最新發展趨勢。他建議特

區政府提升中醫藥在香港醫療體系中的作用，並要培訓
好中西醫結合的人才。

倡公院提供中西醫協作計劃模式
他認為，香港開展中西醫合作具備中醫技術優秀、臨

床水平高、現代醫療水平高等優勢，目前缺少的是一種
合作機制，建議現時在多間公立醫院提供中西醫協作計
劃模式，並且複製到全港所有公立醫院。
香港醫務衞生局署理中醫藥發展專員何家騏、香港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巧雲介紹了本港中西醫協作最新
發展。他們表示，香港近年來大力推動香港的中醫師接受
高階臨床人才培訓，特別是臨床技巧、住院機制、住院臨
床操作方面的培訓。何家騏強調，政府高度支持中醫藥發
展，力度前所未有。在助力國家讓中醫藥「走出去」過程
中，需要思考中醫藥發展如何做大、做廣、做深。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研究及拓展）呂愛平指出，當

前的中西醫結合應該有新思維，「中醫和西醫完全不一
樣，因此找到橋樑很重要。」他認為，當代生命科學和
數據科學的發展「簡直不可思議」，包括基因測序、代
謝組學、細胞治療等高新技術，中西醫結合應該不失時
機抓住這一「橋樑」。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表示，香港目前有三

件事應該做：第一就是中西醫都應該把各自的優勢病種
確定下來，制定臨床指南；第二是中西醫融合過程中的

充分溝通；第三是集合香港中醫藥的資源和力量，成立
中醫中藥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

究所所長林志秀提出三個建議：一是醫管局的「中西醫
協作診療計劃」擴至更多的多發病、常見病；二是在政
府的「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積極加入中醫藥元素；三是
大力開展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研究，建立中西醫
結合的臨床診療指南。

條例待改進 需重審中成藥定義
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會長李應生指出，香港《中

醫藥條例》二十多年沒有改進過，有必要重新審視中成
藥的定義；又如西醫的儀器，中醫是否就絕對不能碰？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架構，以及香港中醫考試制度，都
有檢視的空間。他還就中藥的品牌、檢測、標誌，以及
中藥的普及化應用等提出建議。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表示，推動本港中醫藥
發展，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制訂《中醫藥發展藍圖》，完
善中醫藥發展政策的頂層設計，還要修訂《輔助醫療業
條例》，促進跨醫療專業協作。陳永光建議，在推展落
實政策過程中，全面提速、提量、提效，推動香港中醫
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學系及中醫藥創新研究
中心講座教授李銘源表示，香港應爭取早日成立中醫藥
專科學院，「教育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他指內地專家
定期就不同病症舉辦研討會，香港中醫師、中藥業人士
應多北上與各地中醫藥專家深入交流，取長補短。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李嘉欣博士說，中醫藥發展
仍然面臨認知性問題，特別是青少年對中醫藥缺乏普遍
的常識，中醫在大學的西醫學科上不是必修科，好多學
生都不清楚中醫是什麼，有哪些功效。她表示，政府當
務之急應該從青少年的教育抓起。

善用中西合璧 讓中醫藥走出去
研討會邀各界為港建言 發揮優勢完善人才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江 鑫 嫻
韶關報道）「中華
健康快車 2023 廣
東韶關光明行」系
列公益活動日前在
廣東韶關舉行。據
健康快車創會主席
方黃吉雯介紹，
「健康快車」是香
港回歸祖國時，香
港同胞送給內地民
眾的禮物。26 年
來，這個建在火車
上的流動眼科醫
院，已為內地 28
個省份和「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共計23萬
多名白內障患者送去了光明與希望。健康快車
香港基金主席譚耀宗表示，希望未來能為更多
內地同胞送去光明。
「孩子的眼睛能看見了，為生活帶來了更多
希望，全家都很開心。」張先生的孩子小雨晨
是今次活動的受益者。經過「健康快車」韶關
站上車醫護團隊——汕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汕頭國際眼科中心醫生的檢查後，她被確
診罹患先天性白內障。車上的醫務團隊經過多
學科會診，為小雨晨提供了全面安全的診療方
案。在團隊的通力配合下，三歲的小雨晨手術
成功，視力已達0.3。

料年內為八千多人免費復明
據介紹，今年4月，三列「健康快車」從北京

出發，截至12月，停靠在河南洛陽、山東德
州、新疆巴州、青海海西州德令哈、青海樂
都、吉林通化、山西晉城的健康快車火車醫
院，累計幫助7,266名白內障患者實施了免費的
復明手術。目前，廣東陽江和韶關停靠點，健
康快車火車醫院工作還在持續進行中，預計今
年一共能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8,000餘名白內障
患者實施免費復明手術。
另外，今年4月和9月，健康快車「一帶一
路國際光明行」項目派出兩批眼科專家團隊分

別前往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共為兩
國1,198名白內障患者實施免費復明手術。派
出的眼科專家還「手把手」帶教當地眼科醫
生，開展學術交流，捐建兩所國際防盲中心。
除實施免費的白內障復明手術外，「健康快

車」在湖北黃石和山東臨沂，還捐建了兩所
「健康快車」眼科中心。譚耀宗表示，目前全
國共有93所「健康快車」眼科中心，旨在為
當地留下一列不走的「健康快車」，持續救治
更多低收入白內障病人。
另據了解，42所「健康快車」糖網中心今年

累計篩查糖尿病患者1.8萬餘人，篩查出R3期
重症患者520人。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總編輯兼大公報
社社長、香港文匯報社社
長李大宏在研討會上致辭
表示，大文集團旗下媒體
積極發揮智庫型、倡議型
媒體角色，近年來不遺餘
力為促進香港中醫藥發展
建言獻策，發揮了重要作
用。他指出，「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可以憑藉獨
特優勢，在推動中醫藥傳
承、發展、創新，助力構
建人類健康衞生共同體的
進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他以四個「前所未有」

作了分享：首先，國家對
香港在推動中醫藥發展方
面獨特作用的重視前所未
有；其次，特區政府支持
中醫藥發展的力度前所未
有；第三，現代科技成為
中醫藥價值的倍增器前所
未有；第四，香港打造中
醫全產業鏈的能力前所未
有。他表示，「有國家作
為堅實靠山，有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雙加持，香
港發展中醫藥正面臨歷史
上最好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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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香港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16日在天津市香港商會成立15周
年晚會上表示，今年是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
年，天津和香港一直是共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憑
借香港頂尖的專業服務和多元人才，香港可以和天津企
業一起抱團出海，進一步開拓「一帶一路」的龐大市
場。同時，未來天津可利用香港作為亞洲綠色金融樞紐
的優勢，進行綠色與可持續投資、融資和認證。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既

直接參與內地的龐大市場，同時跟世界接軌，成為連接
內地與世界的重要橋樑。此外，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
正穩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等多個定位，打
造『一帶一路』首選功能平台。」陳國基表示，今年
初，天津市代表團到港舉辦投資環境推介會，並簽署超
過150億元人民幣的合作項目，涵蓋智能製造、生物醫
藥、基礎設施等範疇，成果豐盛。
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鄭偉源表示，香港一直是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功能平台，不單是參與者，也
是促成者、受益者。「憑借我們多年來與內地和海外建
立的強大聯繫和取得的合作經驗，加上我們在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等多個重要領域
的既有優勢，香港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硬聯通』和
提供專業領域服務的『軟聯通』方面，都為『一帶一
路』倡議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從中也掌握到不少發展機
遇。」
天津市香港商會會長楊亮賢表示，當前全球供應鏈面
臨重構，其中，天津和香港在產業互補性方面也有很大
的潛力可挖。例如，天津可以將自己的製造業優勢與香
港的服務業優勢相結合，打造更加完整的產業鏈條和服
務體系，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

中西區關愛隊聯席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在地區
推行關愛隊的工作和理念，宣揚守望相助、患
難扶持、發揚關愛精神的傳統美德，凝聚各界
愛心和力量、集結社會資源，協調統籌中西區
15隊關愛隊的服務工作，並從外界尋找資源提
供部分開支及營運經費予關愛隊義工培訓的支
援。
中西區關愛隊由今年9月成立至今，關愛隊

聯席與各小隊保持緊密合作和溝通，並經常一
起執行任務和舉辦了多次講座，如颱風「小
犬」襲港前視察各小區的情況並提醒居民做好
防風措施，至風暴期間，啟動「颱風、惡劣天
氣」應急措施，支援臨時庇護中心的服務，和
在風暴過後，出動到所屬小區向居民提供協
助，並通知有關政府部門幫忙清理阻礙道路雜
物等。
中西區關愛隊聯席亦不時聯同各小區關愛隊
為居民舉辦大廈管理工作坊，巡查區衞生黑
點、行人通道情況及聆聽市民各方面意見，並
因應早前床蝨問題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舉辦
「床蝨知多少」講座等，急市民所急，幫助解

除市民對問題的疑慮和焦慮，並提供實際可行
的解決方案。
中西區關愛隊聯席對各小隊抱有創造關愛和共
融社區環境的目標和期望，並鼓勵各小隊透過不
同形式的社區活動和服務，促進與居民之間的交
流和互動。我們相信，只要能夠締造一個充滿溫
馨和關愛的社區，居民將對其居住的社區萌生歸
屬感和能真正感受到「家」的快樂和幸福。
我們聯席將繼續聯同各小區舉辦各類型社區活
動，如身體檢查和健康講座、宣傳防貪防騙信
息、法律知識講座和節慶聚會等等，以提高居民
對社區的參與度和歸屬感。此外，我們團隊會不
斷努力、不斷學習和不斷成長，透過不同渠道繼
續向區內居民積極宣傳關愛隊的服務，讓區內居
民更深入了解關愛隊。同時，我們將不斷努力、
學習和為我們所愛的社區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展望將來，我們將會加強與新一屆區議會的互聯
互動和合作，共同推動社區的發展、共建美好的
中西區。

◆中西區關愛隊聯席主席、
寶翠關愛隊副隊長 葉永成

關愛隊建溫馨社區 居民感受「家」的快樂

「健康快車」26載助23萬患者重見光明 陳國基盼津港共拓「一帶一路」商機

掃碼睇片

◆「發揮港優勢 增值謀發展—中醫藥新機遇研討會」上，中醫藥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就如何發揮香港中醫藥優
勢、促進中西醫協作等建言獻策。

▲小雨晨在接受術後檢查。

◀ 「中華健康快車2023廣東韶關光明行」
系列公益活動 16 日在廣東韶關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