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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年積極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

護，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香港醫學專科

學院（醫專）負責為確保本地及境外專科

醫生的素質作重要把關。醫專昨日與傳媒

茶敘時指，與政府一直有溝通安排協助非

本地包括內地或海外醫生在香港執業，包

括審批外地來港專科醫生等。由於外地專

科醫生與本地專科醫生的培訓期限存在差

距，醫專希望在可行情況下向外地醫生提

供培訓機會，維持6年專科培訓要求。另

外，隨着人工智能（AI）被廣泛應用在論

文領域，論文考試未必能實際反映考生的

醫學水平，醫專計劃參考國際趨勢，更改

培訓模式，評核醫生能否在臨床工作環境

做到特定診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上海總會甲
辰龍年新春團拜晚宴昨日在該總會會所舉
行，逾百人出席活動，共迎新春。儀式
上，該會理事長曹其東與永遠名譽會長王
緒亮、監事長李德麟等多位總會理監事成
員一同手持新年掛飾和寫有「福」和「大
吉」的開運揮春，送上新年祝福。曹其東
在活動上致新春賀詞時表示，春回大地，
總會與社會各階層一樣正積極走出疫情陰
霾，努力改善並全力提升上海總會的各項
服務。
曹其東在活動上致新春賀詞時表示，

「敬老扶貧，關心社稷，弘揚文化，支持
教育」是總會的宗旨，大家牢記在心，亦
會努力付諸實踐，在關愛長者、關心兒童、關
注青年、救災扶貧等方面，將繼續作出應有貢
獻。
他提到，承前啟後、薪火相傳更是總會的優良
傳統，很高興看到愈來愈多的上海總會青年委員
認同宗旨、關心會務發展、積極參與會務工作，
而中青年核心團隊的成長成熟是社團延續發展的
關鍵，總會正朝此方向前進。他亦期待與眾多友

會開展交流，共同為香港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
展作出積極貢獻。
活動現場「年味」十足，不少嘉賓都身着唐
裝、旗袍等中華傳統服飾出席，現場還設有「投
壺」等傳統遊戲吸引大家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姚祖輝，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大宏，全國政協委員姚茂龍等出席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吳
俊宏）香港潮州商會甲辰年新春團拜昨日
在潮州會館會所禮堂舉行。該會會長馬鴻
銘致辭時表示，香港潮州商會要有創新發
展的理念，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和社會
發展，乘着「一帶一路」的東風，為國
家、香港和家鄉作出新的貢獻。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入境事務處處長
郭俊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王卉、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等蒞臨主禮，
和大家歡聚一堂，同賀甲辰龍年新春。團
拜伊始，馬鴻銘聯同該會副會長高佩璇、
鄭敬凱、蔡少偉、陳強向嘉賓拜年，接
着，馬鴻銘與該會永遠名譽會長許學之、
陳幼南、胡劍江、林宣亮、黃書銳和一眾主禮嘉
賓為醒獅點睛掛紅。
馬鴻銘致辭時指出，2023年是復甦的一年，新
冠疫情基本完結，香港逐步恢復全面通關，第七
屆區議會選舉成功舉行，本港「搶人才、搶企
業」卓有成效、香港「夜繽紛」提振經濟措施的
實施等，充分表明特區政府正帶領香港走出疫情
陰霾，努力培植信心和希望，香港經濟已在復甦

之路上全速前進。
張國鈞致辭時提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希望『23』做得好，香港2024、2025、2026年
都會過得更好。」張國鈞又讚揚商會發揮優良的
傳承文化，除了老師傅表演醒獅外，亦請來潮洲
商會學校學生表演，是中國人優良「以老帶新」
傳統，期望商會除團結鄉親外，繼續為香港做更
多好事。

上海總會團拜穿唐裝玩「投壺」潮州商會慶新春 冀助力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
怡）乙型肝炎有機會惡化為肝
硬化，甚至肝癌，現時香港約
有41萬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對香港公共衞生造成重大負
擔。衞生署顧問醫生（特別預
防計劃）黃駿君透露，為了實
現「無乙肝新一代」，已經為
母親是乙肝患者的嬰兒安排接
種乙型肝炎疫苗後的血清測
試，確保高危嬰兒已受保護，
以及正委託大學進行研究，將
在香港進行乙肝篩查作經濟效
益評估，為制訂擴大乙肝篩查
的策略和資源運用提供重要參
考。
黃駿君表示，1988 年前出
生、未有惠於普及兒童乙型肝
炎疫苗接種計劃的市民，導致
現時 35 歲或以上乙肝人口偏
高，對本港公共衞生的負擔仍
然沉重。母嬰傳播是乙肝主要
傳播途徑，自2022年 1月起，
患有乙肝且病毒載量高的孕婦
會獲提供抗病毒藥物，以進一
步降低傳播風險，截至2023年

底，共有1,990名嬰兒接受乙肝
疫苗後的血清測試。
為達至世界衞生組織於2016
年訂下全球目標，以實現於
2030年或之前消除病毒性肝炎
作為公共衞生威脅的願景，衞
生署正聯同醫院管理局透過多
項措施，提升診斷及治療慢性
肝炎的服務容量，去年9月與醫
管局共同制定「慢性乙型肝炎
成年病人的基層醫療治理指
引」，試行基層醫療與專科合
作治理模式，有關經驗將有助
規劃在基層醫療層面進行篩查
及治理乙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去年中起為東鐵線13個
車站進行自動月台閘門安裝工程，其中馬場及落馬洲站的自
動月台閘門已投入服務，大埔墟、上水、大圍及沙田站的相
關工程料今年上半年完成，其餘粉嶺、火炭、太和及九龍塘
站的安裝工程亦會在半年內陸續啟動；至於羅湖、旺角東及
大學站月台弧度較大，工程難度較高及具挑戰性，將會於今
年第四季才啟動安裝工程。港鐵預料今年底共有9個車站完成
安裝，可望於明年內完成全線車站月台的近1,600對自動幕門
安裝。

爭取2025年內完成餘下車站
港鐵機電工程建造總經理梁志添昨日向傳媒介紹東鐵線
安裝自動幕門工程進度。他表示，東鐵線歷史悠久，要根
據個別車站的地理條件等，作出更詳細規劃和測試，汲取
了經驗及克服不同困難，令部分車站的工程提早動工，但
沒有簡化流程。在全年無間斷營運的東鐵線上安裝閘門是
一項複雜的工程，團隊除了利用晚間非行車時間的「黃金
兩小時」進行工程，亦會在有備用月台的車站，爭取於日
間非繁忙時段進行安裝工作，爭取在2025年內盡快完成餘
下車站的工程。
東鐵線13個車站合共35個月台，每個月台安裝45對閘門。
工程團隊在安裝閘門前完成各項前期工序，包括鞏固月台結

構，以承托每個月台45對、每對重0.5噸的閘門；在安裝前確
定月台狀態適合，分3次將閘門等部件，搬運到裝嵌位置展開
工程，須接駁超過100條線纜，以連接電力、訊號、控制等
12個主要系統，最後檢查和測試閘門開關、障礙物偵測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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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預料今年底共有9個車站完成安裝自動幕門，可望於明
年內完成全線車站月台的近1,600對自動幕門安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醫專擬改革培訓 評核以實踐為本
冀向非本地醫生提供培訓機會 維持6年專科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根據《輔
助醫療業條例》修訂建議，容許物理治療
師和職業治療師可於指定情況下，免轉介
直接服務病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梁
嘉傑昨日表示支持修訂，「現時好多市民
要等醫生轉介才可以見到物理治療師或職
業治療師，而在等待轉介的過程中，可能
出現耽誤病情的情況，令病人康復及治療
不理想。」
不過他強調，「免轉介」並不等同「免

診斷」，為保障病人安全，病人仍應在接
受醫生診斷後才進行物理治療或職業治
療。「例如有病人背脊痛，若不經診症便
直接推介至物理治療師治療，那麼將存在
健康隱患，因為背脊痛亦可能是其他疾病
的一種症狀。」
他說，「免轉介」需要充分考慮相關
安排適用的範圍、培訓和能力水平、專
業責任等等，關鍵原則是確保病人安全
和適時獲得相關醫療服務之間取得平
衡。

梁惠強：北上執業牙醫屬少數
政府計劃第三季起擴大醫療券在內地使
用的範圍，增加5間綜合醫療機構和兩間牙
科機構。香港牙科醫學院主席梁惠強認
為，政府措施目標是「補助跟病友走」，
現時選擇北上執業的牙醫只屬少數，「最
重要是病人有選擇權。」
梁惠強續指，一般有恒常照顧口腔健康
的港人，都有固定的香港牙醫跟進，如果
想體驗不同的牙科服務，亦可選擇到深圳
就診。他認為，兩地互相競爭是一件好
事，指香港和內地牙科服務均日益進步，
兩地牙醫亦有保持交流。

香港所有專科醫生資格均由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評核及頒授。醫專主席梁嘉傑昨日表

示，本地醫護人手持續短缺，而醫專一直為非
本地專科相關資歷與香港醫專認可的資格進行
可比性審核，並向醫管局相關職位申請者的專
科資歷提供意見，監督並確保專科醫生的評核
及質素。

深建培訓中心 拉近兩地水平
他表示，醫專早於2019年在深圳建立深港醫學
專科培訓中心，截至去年底，已為深圳市各醫院
組織多達43場專科醫師及導師培訓，總培訓數量
達1,411人次，加強了兩地醫療交流及拉近兩地
醫療水平。
他又指，內地畢業的醫科生成為專科醫生前需
要在醫院受訓3年，而香港專科醫生資格的獲取
則需接受6年培訓及考核。由於兩地之間的培訓
期限以及培訓系統存在差異，因此希望在可行情
況下為非本地醫生提供培訓機會以彌補差異。為
保障醫生的專業性，會維持6年的專科培訓時
間，「6年的時間能確保他們接觸到足夠的病
人，積累足夠的經驗。」

論文試未必反映考生醫學水平
醫專未來將開展專科培訓改革，會採用以實

踐能力為本的醫學教育（CBME）的評核方
法。梁嘉傑表示，現有培訓模式較着重考試
（筆試），「單靠一次考試或者論文來評審醫
生的知識和技能並不適合，因為每名醫生學習
速度不一，而且現在AI 很發達，只要輸入題
目，便能寫成一篇論文。」
他表示，新模式下，導師會持續評核考生能

否在臨床工作環境下做到特定診治流程。
隨着科技普及化，醫療業引入AI是未來一大趨

勢。伊利沙伯醫院顧問醫生（放射診斷部）馬承
志表示，現時AI在醫療業上主要應用於輔助診斷
等工作上，例如輔助大腸鏡檢查，較複雜的工作
仍依靠人手。他指，將AI應用於醫療業，除了能
夠提高準確性，也可紓緩人手不足的問題，「醫
生可以節省這些時間，集中精力去處理更複雜的
工作。」
不過，他亦指，AI在醫療上的普及，也帶來一
些挑戰，包括倫理道德的考慮，「有時需要收集
病人的數據去做分析，則會涉及到隱私問題，委
員會會嚴格執行使用AI的原則，促進使用AI的
醫療專業和道德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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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甲辰年新春團拜。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黃駿君透露，已為母親是乙肝
患者的嬰兒安排接種疫苗後的血
清測試。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上海總會甲辰龍年新春團拜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醫專計劃參考國際趨勢，更改培訓模式，評核醫生能否在臨床工作環境做到特定診症。圖為位於黃竹
坑的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