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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醫療收費調整方案年內公布
盧寵茂：包括急症室收費藥費等 集中資源助弱勢人士

單次收費180元的公立醫院急症室已近7年

未有加價，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

寵茂昨日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透露，今年

內會提出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調整的初步方

案。特區政府會綜合考慮醫療成本、資源運

用優次、對弱勢社群的照顧、社會接受程度

和市民負擔能力來作出調整。另外，政府會

繼續加強控煙工作，包括循序漸進增加煙

稅，直到達至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75%稅

率，稍後將公布下一階段控煙措施，並會分

短中長期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盧寵茂透露，今次收費調整並不限於急症室收
費，亦包括藥費等，政府希望透過調整收

費，幫助低收入的弱勢社群和因病致貧的人。
他引用醫管局數據表示，使用昂貴藥物的病人每
年約需花費5,000元買藥，5%病人的每年相關開支
更高達14萬元至30萬元。「部分人原本是小康之
家，但遇上大病就有財政困難，因此社會應集中資
源提供協助。」他留意到，有病人在急症室和政府
門診求醫後會索取大批藥物，認為相關資助可更好
地運用在更有需要的人身上。

防止類似韓醫罷工事件在港發生
盧寵茂又指出，在醫管局每年300萬名病人中，
13%因正接受政府的福利援助而獲豁免收費，認為
醫管局可調整收費，協助更多基層人士。
對韓國醫生罷工事件，盧寵茂覺得傷感，「看到

有重病和急症病人無醫院接收，很多手術要取消，
我也替韓國人民感到可憐。」他希望香港醫護界引
以為鑑，視之為反面教材，「最終受害的都是人
民，大家應有共同目標，防止類似事件在香港發

生。」

將公布短中長期控煙措施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再加徵煙稅，建議每支煙
稅款加0.8元，盧寵茂表示，提高煙稅後，煙稅佔
煙草售價的比例仍只有70%，未達世衞組織建議的
75%，因此政府會考慮社會接受程度，循序漸進加
稅「目標很清晰，就是世衞建議的75%」。
他認為，加稅是有效的控煙手段，並指曾擔心疫

後「口罩令」解除後，吸煙率會反彈，但事實是去

年加煙稅後，初步資料顯示吸煙率已有所下降，去
年戒煙熱線的查詢個案亦已按年增加25%。在今年
預算案公布當天，熱線查詢數字更比平日多八倍，
反映加煙稅有效。
特區政府於去年7月就「活力健康 無煙香港」

控煙策略展開為期兩個半月的公眾諮詢，盧寵茂表
示，已分析公眾諮詢結果，大部分人支持加煙稅，
政府很快會公布具體推出哪些措施，「有些策略較
溫和，但我們會先選擇有成效的，總括而言會分為
短、中、長三種政策落實執行。」

▲盧寵茂冀年內提
出公營醫療收費調
整方案。

電視節目截圖

▶單次收費180元的
公立醫院急症室已
近 7 年未有加價。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慢性
腎病與「三高」息息相關，一項於昨
日「2024世界腎臟日暨香港腎臟日嘉
年華」上公布的調查顯示，26%受訪
腎病患者未有完全按指定劑量服藥，
逾44%受訪者更未完全知道服用藥物
的原因、好處或不良反應。
負責調查的腎臟基金會及兩個腎科
學會建議腎病病人要定時用藥，並要
清楚藥物功能，不應隨意停藥或自行
購買處方藥，如有疑問要與醫生溝
通。對於公立醫院病人每次求醫後往
往獲發大量藥，可能造成浪費，醫管
局主席范鴻齡表示，未來會檢討配藥
制度及相關收費。

逾44%不清楚藥物效果等

香港腎臟基金會、香港腎科學會、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於今年1月份成功透
過問卷訪問了178名腎病患者，結果顯
示他們的用藥情況並不理想。
調查發現，26%受訪者未有完全按
指定劑量、方法及時段用藥，主要原
因為忘記服藥（61%）。
調查又發現，逾 44%受訪者未完
全知道服用藥物的原因、好處或不
良反應，另有 64%受訪者擔心藥物
的副作用；30%受訪者不會主動告
訴醫生未有依時、按量及按方法服
藥；31%受訪者不會主動告知有剩
餘處方藥物。
醫管局數字顯示，香港現時約有

11,220 名末期腎衰竭患者，包括去

年新增了1,428名患者。香港腎臟基金
會主席雷聲亮表示，教育病人正確用
藥常識刻不容緩，故今年嘉年華以
「藥物與你——醫患用藥」為主題，
同時公布「適當用藥」、「小心用
藥」及「有效用藥」等「精靈用藥10
錦囊」，提醒病人及市民必須認清藥
物標籤及切勿隨意自行停藥等。
出席活動的范鴻齡指出，目前醫管

局每年藥物開支超過96億元，佔總開
支10%，其中專科門診每種藥收費15
元，不限數量，長期以來造成很多藥
物浪費的情況，未來將檢視整個藥物
收費制度，「此舉並非為了慳錢，而
是為減少藥物浪費及為有需要的病人
增加資源，包括加大藥物名冊。」

26%腎病患者未按劑量服藥 機構籲勿主動停藥

◆調查發現腎病患者對藥物認識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2024世界腎臟日暨香港腎臟日嘉年華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旅客跨境巴遺失財物 「外援」內地司機助尋回
香港全面復常以來，香
港和內地交流增多，作為
旅客常用交通工具之一的
跨境巴士亦逐步恢復往日

繁忙。長途旅行往往令人疲憊，在公車
上遺失物品時有發生，有時遺失的不
僅有財物，還有個人證件等重要物
品，旅客的焦急心情可想而知。昨
日，一名讀者向香港文匯報反映，他
前晚乘坐跨境巴士從皇崗前往灣仔，
其間遺失鑰匙包，內含數千元，他向
運營巴士的公司致電查詢，最後有幸
尋回，特向相關負責員工致謝。香港
文匯報聯絡到涉事職員陳先生，他謙
稱協助乘客找尋失物是工作本分，「沒
有覺得自己做了很高尚的事情，但能幫
到人，我感到很開心。」
跨境全日通灣仔線會展站站務經理
陳先生在該公司已任職20年。多年的
職業生涯中，他已記不清多少次幫助
乘客找回物品，前日事件對他來說只
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卻沒想到這件
小事讓旅客「念念不忘」。

陳先生說，公司在皇崗口岸有專線
運營權，但會因具體線路、時段而與
不同巴士公司合作，所以每每有旅客
在車上遺失物品，最重要的是能提供
準確的車輛信息，以方便追查。
「口岸巴士屬於聯營模式，有不同
合作，例如前晚是東橋客運公司，也
有的線路是中旅、環島公司等。」接
到旅客報失電話後，陳先生根據班次
很快聯絡到車輛司機李先生，他為首
日上班的外聘內地司機，兩人一起找
到了該名讀者遺失的鑰匙包，並聯絡
對方取回。「長途客車上間中都會有
乘客遺失手機及錢包等物品，如果沒
有被其他乘客拿走，我們就會把失物
放在總站，等待失主上門認領。這是
做回我們自己的本分。」

冀乘客都得到良好客運體驗
他樂見事件得到解決，期望所有乘
客都盡量得到良好的客運體驗。目
前，該公司巴士班次已恢復至疫前約
70%水平，他希望今年可繼續回升。

與日常新聞不同，採訪今次失物尋
回事件令記者感到格外暖心。香港文
匯報記者認為，口岸是市民北上和旅
客南下的必經地點，營辦口岸各類服
務的機構起到窗口作用，無論是熱心
幫助旅客找回物品，抑或詳細解答乘
客的疑問，都代表了香港的服務水
平，更對外展示香港人的好客之道，
旅客對香港的好印象就是由這些一點
一滴的小事累積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跨境巴士上偶然會有乘客遺失手機
及錢包等物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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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新來港者「走出隱蔽」義工獲嘉許

◆由 30名住戶
及逾450名義工
在「喜盈」長
達 80米的外牆
畫上充滿色彩
的壁畫。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倩攝

◆主禮嘉賓為義工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營運、位於長沙灣的過渡
性房屋項目「喜盈」，近日與「畫美麗香港」合辦壁畫活動，由30名住戶及
逾450名義工在「喜盈」長達80米的外牆畫上充滿色彩的壁畫，內容糅合了
城門水塘、大帽山、青馬大橋等荃灣及葵青區的特色景點，再配以花鳥、樹
木等主題，為社區注入了朝氣。而通過壁畫活動，住戶間亦建立了友好鄰里
關係，感受到社區的溫暖。
71歲的朱先生居住在「喜盈」一人單位，搬進「喜盈」前居無定所，「搬

進這裏之前居於深水埗一個50呎的板間房，這裏就有150呎！」他表示，過
去頻繁的搬遷與沒那麼安全的居住環境，難以建立鄰里關係，「一回到家就
是關上房門，因為住在板間房的人魚龍混雜。」搬進「喜盈」後，他認識了
不少新朋友，減低了孤單之感，「畫壁畫活動讓我有了更多社交，第一次感
受到社區生活原來是這麼溫暖！」

住戶：自己家園自己上色
年過七旬的住戶司徒女士指畫壁畫時充滿歸屬感，「自己的家園由自己上
色！」她並笑言，近日在乘坐巴士回家的途中，好幾次因為只顧往窗外望壁畫
而忘記下車。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壁畫活動促進了基層社交，提升了過渡性房屋居

民的幸福感，「他們大多原居於環境惡劣的劏房及板間房，過着他們被蛇蟲
鼠蟻叮咬而擔驚受怕的生活，安全問題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問題，無暇建立
鄰里關係，這些活動能讓他們認識新的朋友，提升自尊自信。」她說，「喜
盈」早前接獲近3,000申請，反應熱烈，第一批居民於去年10月入伙，第二批
居民亦於今年1月入伙，目前入住率已爆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
港人口中有不少屬新來港人士，
如何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非常重
要，新家園協會推出「新來港大
使計劃」培訓數千名大使和義工
探訪，關心新來港家庭的生活狀
況及為他們介紹社會資源等。新
家園協會昨日舉行「2023─2024
年新來港大使計劃大使義工嘉許
禮」，有獲得金獎嘉許的義工形
容，做義工既幫到別人也讓自己
學習到不少新知識，最難忘曾協助一名足不出戶、缺乏支援的新來港人士踏出家門，
參加各樣活動，「我未來會繼續做協助新來港人士早日融入香港社區的義工。」
新家園協會自2012年起在民政事務總署支持下承辦「新來港大使計劃」並一直推行
至今，累計探訪了58,000戶新來港家庭，幾乎覆蓋了近十年來14%新來港家庭。計劃
還培訓了逾5,600名大使和義工，累計義工服務時數超過84,500小時。計劃同時提供社
區資訊展覽及講座、社區導向活動，語言班組、就業培訓課程等多元化服務，協助新
來港人士擴展社交網絡及促進個人發展。
獲得義工金獎的許美仲表示，2013年來港定居時因要照顧子女，找不到一份適合的

工作，感覺很彷徨及無助，後來於2020年成為一名協助新來港人士的義工，「我想做
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於是把學習到相關的資訊分享給他們，希望他們走少點彎路及減
少無助情緒。」她說，參加計劃後令她更加了解香港的社區資源及政策，既能自我增
值亦能進一步幫助「同路人」盡快融入香港的生活。
新家園協會會長劉晉嵩表示，「新來港大使計劃」全方位配合香港人才政策，「透
過一系列的綜合服務，令從高才通計劃等來港的人才盡快融入本地社區，安居樂業，
為香港經濟帶來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