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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市民拜年通常互相祝願對方身體健康，沒有太多積蓄的基層

長者更注重自身的健康狀況。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舉辦「基層長者新春

訴求論壇」，聯同一眾基層長者向立法會及特區政府提出8項新春願望，

其中醫療服務是他們最關注的公共服務，「公院輪候時間好長，又無能力

睇私家（醫生）！病情拖吓拖吓現在一隻眼睛已經失明。」多名長者提出

希望改善門診服務，縮短專科及急症輪候時間。亦有長者認為，康健中心

宣傳不足，多數長者不知能到康健中心跟進病情，以至一窩蜂衝急症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社協昨日舉行基層長者論壇，立法會
勞工界議員林振昇、醫療衞生界議

員林哲玄，以及社福界議員狄志遠到場
聆聽長者訴求，並逐一作出回應。

婆婆呻打電話難撲預約籌
不少長者在論壇上都反映公立醫院普
通科門診難預約，經常因為撲不到門診
名額，迫於無奈到急症室求醫。有婆婆
稱：「門診很難打電話（撲預約名
額），你在10時正的30秒內沒進入（預
約系統），你就永遠都不能進入。」
普通科門診難預約，專科門診輪候時
間又漫長，而基層長者沒有能力承擔私
家醫院的收費，有病無法醫，令他們感
到無助。早前因青光眼發炎而眼睛不適
的長者萍姐，好不容易才撲到門診名
額，檢查後發現一隻眼睛已經惡化至失
明，病情非常嚴重，如此危急，手術仍
要排期至4月3日，萍姐擔心另一隻眼的
病情亦迅速惡化，變得雙目失明，「其
實能否提早做手術？」
另一名長者華麗上月就出現驚險情
況：她突然感覺心跳加速，「說不出
話，感到好辛苦，原本打算睡一會就沒
事，朋友卻堅持要送我到公立醫院急症
室求助。」
最後，她經救護車送往醫院診治，
「救護員說我當時急性心臟病和心肌梗
塞發作，可能隨時有生命危險。」她是
當日上午10時抵達急症室，卻一直等到
下午5時才獲派病房，經過數天治療，已
排期4月做手術。她直言：「實在是太辛
苦才到急症室求助。」

憂睇急症若加價耽誤病情
對有消息指，公立醫院急症室擬對非

緊急個案加價，華麗說：「你們說加至
300 元、500 元的話，對於我哋長者而
言，我就一定唔會去。」華麗相信，這

是普遍基層長者共同想法，擔心長者為
免被收取高額求診費，拖延求醫，反而
耽誤病情。
71歲的馮婆婆提到，特區政府目前有
不少基層醫療服務，卻缺乏宣傳，以致
長者不會善用社區醫療資源。她以自己
為例，「我患有肌少症，獲深水埗地區
康健中心安排營養師控制飲食及教做運
動，中心的護士非常有耐心，服務好
好，但經常拍烏蠅，好多獨居長者及露
宿者都不清楚有這個中心提供低廉、優
質服務。」馮婆婆希望政府向長者加強
宣傳地區康健中心。

議員：如門診延至午夜已幫到手
林哲玄透露，曾與政府討論公院急症

室加價的議題，認為加價的前提是先為
市民提供更多選擇，例如夜診服務，特
區政府應考慮在賽馬會診所延長服務時
間至午夜12時，已經幫到部分人。
他認為特區政府「一人一家庭醫生」
政策方向正確，但仍然做得不夠。「整
個基層醫療發展要往什麼方向，要到社
區內變成一個好像沒有牆壁的醫院，不
是說伊利沙伯這麼大的醫院，而是沒有
牆壁的社區醫院，你要抽血、照X光、
物理治療護理全部能在社區找到。」
狄志遠亦不贊成急症室加價，「你加多
少才能收回成本，又令到我們覺得能控制
得到不會濫用，我看不到有這個效果，多
年來醫療加費都無法減低輪候時間。」
社協提出基層長者八大新春願望，包
括改善普通科門診，一人一家庭醫生；
增設地區康健基金，醫社合作保健康；
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以老護老要支
援，護老者津貼我無份；誰來照顧照顧
者，暫託宿位要增加；增加資助院舍，
改善私院質素；長者就業要友善，放寬
有薪病假，及長者有心又有力，撤限制
助長者就業。

婆婆照料老伴 盼護老者津貼降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人口老齡化嚴重，

長者數目愈來愈多，以老護老的情況亦趨常見。特區
政府去年推出5項措施支援照顧者，包括照顧者津貼加
碼等，但領取綜援及傷殘津貼的長者往往不合資格。
71歲自身患有多種長期病的李婆婆，因長時間照顧臥
病在床的丈夫，周身骨痛並精神狀況不佳，她希望特
區政府增加對長者護老者的支援，以及放寬護老者津
貼限制，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另外，部分長者會選
擇在安老院安享晚年，但有長者反映年老妻子入住私
人院舍後，得不到良好對待，被折磨到消瘦，批評院
舍衞生水平欠佳，希望政府監督院舍質素。
71歲的李婆婆在昨日社協舉辦的「基層長者新春訴

求論壇」上講起自身情況時情緒激動，她表示自己患
有多種長期病，過去幾年一直照顧87歲、臥病在床的
丈夫，長時間下來她承受嚴重的精神壓力，曾想過與
先生一起離開人世。

冀准領綜援長生津者申「護老者津貼」
由於患有多種病的丈夫醫療費用大，但夫妻倆領取

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未合資格領取政府向低收入照
顧者發放的每月3,000元照顧者津貼，李婆婆希望政府
放寬護老者津貼限制，讓她可以領取津貼，紓緩經濟
壓力。
另一名長者馮伯伯講述其妻子入住的私人院舍服務

質素欠佳。他說，該院舍員工照顧不周到，太太住院
舍後3個月被折磨到身形消瘦。他見過院舍使用已染黑
的毛巾，窗口及床底滿布塵埃，環境衞生欠佳，員工
沒有及時清潔，「護工工作疏忽，雖然向政府報稱每
日為每名長者換8次尿片，但我觀察到每日換不到3次
尿片，希望政府想辦法改善私人院舍質素。」
現場有社協代表補充，曾有私營院舍因人手不足，

為節省時間，有員工一次過為長者穿上多條尿片，導

致長者大腿肉腐爛，認為情況不理想。
到場聆聽長者訴求的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回應表
示，李婆婆的個案並非個別例子，現在香港社會以老護
老是常態，倫理慘案亦時有發生，認為政府需要制定一
個完整的護老政策，包括增加暫託名額、增加經濟支
援，以及工作上的支援，例如彈性工作安排。
狄志遠亦指院舍長期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會邀請社
協約見社署討論服務質素的問題，包括日後如何監管。

議員倡政府加強暫託服務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林振昇認為，政府可考慮放寬讓
領取綜援和長生津的長者，領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
護老者津貼，亦建議政府加強暫託服務。他形容社署
對私人院舍的巡查好隨便，曾發現幾個院舍共同聘用
一名護士，希望護士註冊條例草案修訂後，有更多護
士來港，解決院舍的人手問題。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則建議政府考慮規劃
安護措施，例如在新建成的大型屋邨設置大型日間託
管中心，長者白天在中心內得到專業照顧，家人可以
放心工作，晚上放工則帶長者回家。

◆李婆婆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馮伯伯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舉行「基層長者新春訴求論壇」，聯同一眾基層長者向特區政府提出8項新春願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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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早前踢爆市面上個別

痛症中心以複雜的營銷手法欺騙消

費者之後，時隔兩個月，涉事痛症

中心仍未兌現退款承諾，而是與電

子支付平台互相扯皮，以及走法律

罅令消費者難以訴諸法律。事件中

的苦主遲遲得不到應有的退款，反

映本港保護消費者的法律體系有不

完善之處，亦缺乏有權力的專責機

構維護消費者的權益。政府應全盤

考慮本港在消費權益保障上的不

足，維護市民和旅客的消費權益。

涉事的痛症中心去年12月被踢爆

「假治療、真掠水」，但苦主的退

款要求遲遲未獲進展。一方面，痛

症中心以信用卡經「先買後付」電

子支付平台收取顧客的款項，現在

痛症中心指支付平台沒有將款項退

還，而支付平台則反指是痛症中心

作出虛假指控。雙方互相指責，令

苦主不知道應向誰「追數」。

另一方面，涉事痛症中心有意留

下一間店舖營業，卻又故意不提供

服務，令苦主「摸門釘」。原因是

現行《商品說明條例》下的「不當

地接受付款」罪行，條文指「若商

戶就某產品接受付款或其他代價

時，意圖不供應有關產品，則該商

戶即屬不當地接受付款。」痛症中

心「執剩一間」，就可以狡辯並非

「不供應」，令苦主循法律途徑追

討亦存在困難。

事件的背後，反映市面的消費模

式日新月異，預繳式消費與「先買

後付」、財務公司等聯合起來，令

《商品說明條例》顯得「力不從

心」。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政府必須積極研究訂立新的《消費

者保護法》，設立具執法力的專責

機構，切實打擊不良營銷，保障消

費者權益。

香港目前缺乏處理消費者投訴的

一站式平台，不同的消費糾紛需要

找不同的執法部門處理，而市民熟

悉的消費者委員會只是一個沒有執

法權力的機構。即使有不少涉及消

費者權益保障的法律，但要消費者

告上法庭涉及繁複的程序和高昂的

費用。有議員建議，政府應該賦予

消委會調查權及訴訟權，並參考內

地和外海的做法，設立由接受市民

投訴，到調查、執法，乃至申訴的

一站式平台。

良好的消費體驗離不開令人放心

的保障，這一點對本地市民和訪港

旅客而言都是一樣的。本港近年消

費糾紛層出不窮，無論是涉及本地

消費者的預繳式陷阱，還是涉及旅

客的「斤變両」騙局，背後都反映

出本港在消費者權益保障上未能與

時俱進。因此政府應設立具備執法

權力的專責機構，從全面整體的角

度保護消費者，杜絕不良商家鑽空

子。

完善法律體系 保障消費權益
特區政府入境處公布，年三十到年初三，超過340

萬人次出入境，回復至疫情前水平，訪港旅客人次累

計有 63 萬多，其中內地旅客佔近九成，旅遊業界表

示，年初二煙花匯演帶動酒店房入住率，過夜旅客平

均留港超過3天。本港新春盛事浪接浪，璀璨香港再

度吸引八方賓客，帶動本港旅遊、飲食等行業旺丁旺

財。但大批旅客湧至亦帶來甜蜜煩惱，本港旅遊配套

不足、通關便捷不夠等問題亟需解決。如何延續春節

勢頭、激發消費動能，是本港發展盛事經濟需直面的

挑戰，政府與業界要協力創新，下決心打造本港文旅

新動能。

甲辰龍年春節假期，本港接連舉辦新春盛事，包括

年初一的尖沙咀花車巡遊匯演、年初二的維港煙花匯

演、年初三的賽馬日、年初四的足球賀歲盃及各區新

春繽紛活動。璀璨盛事吸引八方賓客雲集，根據入境

處數字，年三十至年初三，入境人次達148萬，訪港

旅客人次累計63萬多，當中內地旅客佔近九成。旅遊

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昨表示，年初二的煙花匯演，真

的留到客人，初二來港的內地旅客達18萬人次，明顯

比年初一的10.2萬人次，多了近8萬人次，年初二晚

十時，打電話去酒店問，都沒有房了。旅遊業界指，

春節期間每日約有200個內地團訪港，是疫情前同期

的三分之二。零售業界反映，日用品銷售一般，但化

妝品、珠寶首飾銷售比去年同期升幅約一兩成。春節

期間本港出入境人次回復至疫情水平、各行各業旺丁

旺財，顯示本港發展盛事經濟方向正確、大有可為。

但春節期間人潮湧至，也暴露出本港旅遊配套不

足、通關便捷不夠等問題。如尖沙咀碼頭天星小輪接

連兩天大排長龍，現場擠滿旅客，一度發生推擠爭

執，要警察到場維持秩序。天星小輪本是本港公共交

通，但由於內地社交媒體眾多網紅推薦，天星小輪已

成不少內地旅客必到的「網紅點」，但天星小輪運營

管理及設施配套，並未由公共交通升級為著名旅遊

點，其內地旅客常用的微信、支付寶等收費閘機只有

一部，亦無應有程式顯示排隊情況，碼頭出現擁堵、

加密班次亦未及時等。口岸通關上，深圳灣口岸春節

期間24小時通關，深圳羅湖口岸年三十及年初二延長

至翌日凌晨2時，皆極大便利了旅客通關，但港珠澳

大橋通關由於「港車北上」年初三創實施以來新高，

多達8,000多次，有讀者反映車輛出關等候時間比往

常更長。

應該看到，隨着本港盛事經濟如火如荼地發展，加

上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5周年，灣區融合發展加

速，訪港人流、出入境人次皆會大幅增長，本港旅遊

設施配套不足、通關便捷不足等問題亟需加快解決。

以通關便捷為例，本港實施24小時通關的口岸，現只

有皇崗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各界熱切期盼深圳

灣、羅湖、蓮塘等口岸亦能實施24小時通關；澳門早

已有口岸實施「兩地一檢」（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但本港要到2026年新皇崗口岸竣工後才可望實

施「兩地一檢」，各界皆希望本港能有更多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兩地一檢」模式，提升本港跨境通

關的便利度。

同時，盛事經濟發展後如何旺丁亦旺財亦是重大挑

戰。有飲食業界人士表示，由於深圳飲食消費選擇

多、性價比高，春節期間亦不會加價，因此一些港人

傾向北上消費，這對上水、粉嶺、元朗、屯門等地的

飲食、零售業造成衝擊。本港零售業界也反映，農曆

新年期間日用品等生意一般，比 2019 年春節跌約兩

三成。內地旅客到香港買買買的模式已經改變，本港

需要打造文旅新動能，如善用啟德體育園啟用發展啟

德文體旅樞紐等，同時本港零售、飲食業界亦需大膽

變革，以多樣創新刺激市民消費，增強本港消費動

能。

升級旅遊配套 激發消費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