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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與港大深院互派人才

香港近年致力發展中西醫協作服

務，其中，醫管局中西醫協作計劃於

今年首季起，由8間指定公立醫院擴

展至26間，全面涵蓋7個醫院聯網合

共53個服務點。該計劃針對的特定病

種，包括中風、肌肉及骨骼痛症、癌

症紓緩及去年新增的癌症治療先導項

目。醫管局預計全年可服務 3萬人

次，並指今年內探討發展至應用在呼

吸科疾病及老年退化疾病兩個全新病

種，未來亦會派出更多香港中醫骨幹

到內地交流及深化臨床培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中西醫協作服務點擴至53個
醫管局料全年服務3萬人次 擬派香港中醫骨幹北上交流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巧雲昨日介紹，
在指定病種病房，中西醫團隊會評估、篩選

情況穩定的病人，向病人講解服務內容並邀請參
與，若病人同意參加，就可以在病房接受中西醫協
作治療服務，每次收費120元，綜援人士免費。
伊利沙伯醫院內科部門主管方榮志表示，該院每
月轉介約30名病人使用中醫服務，平均每月約有
18名中風病人接受針灸治療，佔急症入院中風病人

超過一成。據他了解，部分不願意參與計劃的病人
可能是怕針灸會痛，或病情不穩定，而很多病人都
很滿意在急症階段接受針灸服務，亦有病人反映接
受服務後症狀有改善。

醫生：婆婆中風針灸後有改善
他舉例指，有70多歲的婆婆中風入院，接受痛症

針灸後，症狀明顯改善，亦減少食用止痛藥，滿意

中西醫協作的治療效果。
黃巧雲表示，截至上月底，中西醫協作計劃總診
症量超過44,000人次，而在今年首季起擴展至53個
服務點。她指目前人手足夠，可以應付需求，每個
醫院服務點都有最少3名中醫師接受培訓後參與計
劃，而這些中醫師需要有7年的經驗。
她透露，醫管局未來會探討將服務發展至其他新

病種，今年內主要探索老年退化性疾病及呼吸科疾

病，已經組織團隊進行研究，期望在今年內推出相
關先導計劃。
至於收費，黃巧雲表示計劃獲得政府資助，已由
之前每次200元下降至現在120元，會再與政府溝
通調整收費。
另外關於治療費用需要使用八達通支付，黃巧雲
回應表示有關費用是由中醫診所教研中心收取，會
研究優化收費流程，例如增加電子支付渠道。

◆醫管局中西醫協作計劃今年首季起擴展至26間公立醫院，全面涵蓋7
個醫院聯網合共53個服務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香港瑪麗醫院與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結對發展」合作項目昨
日正式啟動，雙方確定人才交流計
劃，將互派臨床、醫技、護理和管
理人員深入交流學習，借鑒促進醫
療服務的優化提升。同時，兩家醫
院將定期舉辦雙方人員的學術交流
分享活動。
兩間醫院亦會分享罕見及複雜病
症的治療技術，響應社會多元化的
服務需求。

推動優質資源融合
香港瑪麗醫院與港大深圳醫院早
前簽署為期3年的「結對發展」合作
協議，本次活動是兩家醫院簽署合
作協議後首次聯合活動，雙方管理
層在醫療人才交流、管理層交流、學術交流、創新科技、
質素安全、卓越專科等六大方面進行深入溝通，深化細化
交流合作項目落地措施，共同推動優質資源融合，互相借
鑒，雙向賦能，促進醫療事業協同發展。
瑪麗醫院行政總監李德麗醫生表示，港大深圳醫院是深
港合作的重要平台，多年來與瑪麗醫院保持穩固的夥伴關
係。兩家醫院簽署「結對發展」合作協議後，會推進多項
措施，包括恒常化專科醫生交流、安排管理層定期互訪，
並透過聯合舉辦學術會議分享臨床經驗，促進專業發展。

在創新科技應用及質素安全方面，雙方將互相借鑒以提升
水平。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張文智教授表示，瑪麗醫院和港大深
圳醫院都是港大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港大深圳醫院將借助
與瑪麗醫院「結對發展」的合作機會，學習瑪麗醫院在
醫、教、研、管等各方面的運作經驗，加強雙方互動交
流，共同發揮深港醫療合作的橋樑紐帶作用，探索深港兩
地高水平醫院協同發展模式，滿足粵港澳大灣區居民的醫
療服務需求。

◆香港瑪麗醫院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結對發展」合作項目正式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智能手
機已成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市面上的品牌更新換代迅速，往往一兩
年後就因沒有零件維修，手機出現小毛
病後只能換機。消委會今年1月至2月
期間，檢視市面6個手機品牌及11個耳
機品牌的售後保養等資料，發現過半貴
價的智能手機均只提供1年售後保用，
未能符合用家期望。質保範圍外維修收
費高昂，如屏幕破裂更換費用，是機價
的 17.9%至 36.1%。而延長保修期收
費，未必比逐次維修划算。
消委會建議政府、業界可參考歐盟的
相關法規，研究延長及訂明產品維修及
備件供應的期限，減低消費者替手機進
行維修時可能遇到的阻礙，推動可持續
消費。

換手機屏幕 可佔手機價36.1%
消委會這次調查蘋果、華為、三星、
小米、索尼、榮耀的9款智能手機，質
保期內均只有非人為導致的損壞或故障
才可獲免費維修，否則消費者需要支付
維修費及/或更換零件費，部分品牌還
會收取額外附加費用，如檢查費或人工
費等，一般介乎120元至200元。例如
質保範圍外的屏幕破裂更換費用，由最

低483元（小米）至最高5,770元（華
為），分別佔有關手機建議零售價的
17.9%至36.1%。
當中兩個品牌（華為和榮耀）不提供
延長保用，換言之在1年售後保用期過
後，若手機出現故障，即使非因意外或
人為所致，消費者亦只能自費檢查及維
修，另外4個品牌的延長保用計劃收費
由539元至1,899元。
即使消費者付了錢延長保用期，亦不
代表可以無條件免費維修，例如索尼仍
需收取300元零件費，才可更換因正常
損耗導致其容量低於原始規格80%的電
池；各品牌維修後置鏡頭需收費400元
至 1,055 元 ， 佔 手 機 售 價 4.7% 至
22.2%。
消委會表示，如果延長保用計劃收費
過高，還不如逐次維修划算，就會削弱
消費者延長保用的意慾。而手機品牌的
零件存倉期普遍2年至4年，意味即使
產品本身其他性能仍然良好，亦可能因
零件不足而沒法維修。反觀歐盟委員會
規定生產商，於產品停售後7年內仍然
保存相關零件。
消委會建議特區政府和廠商參考歐盟
法規，提高維修資訊透明度、及延長零
件存倉期，減少製造電子廢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銀行服務日
趨數碼化，惟不少弱勢社群追不上數碼發展
步伐，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只有兩成
65歲以上長者曾於網上使用理財服務，他們
仍慣用「紅簿仔」（存摺）。消費者委員會
近日調查十間銀行，除了恒生銀行有附帶條
件、只為現有客戶提供存摺服務，新客戶只
能選擇月結單服務外，其餘銀行都提供存摺
服務予現有及新開戶的長者。其他長者友善
措施方面，消委會發現補領存摺、輪候櫃位
及接聽電話專線方面都有改善空間，當中電
話熱線最長15分鐘才有人接聽，促請銀行保
障長者基本消費權益。
消委會近日邀請17名介乎65歲至82歲的「智齡消費教育
大使」進行電話訪問。當長者遺失存摺，有銀行表明不會
提供補領，必須重新開戶。
此外，雖然長者客戶可免費索取紙本月結單，但沒有銀
行提供特大字體的月結單，令視力較差的長者或較難閱讀
內容。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指出，美國國家社區再投資聯盟
（NCRC）發表的「長者友善銀行服務指南」，有8間美國
銀行選擇特大字體月結單，她建議香港銀行效法。
同時，為提供服務予較偏遠地區的客戶，目前恒生銀
行、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提供7間流動分行車服務，每日到
訪不同地區。黃鳳嫺建議，業界在檢視分行分布時，一併
考慮各區的人口架構及分行人流，並鼓勵其他大型零售銀

行提供流動分行車，讓長者更便利地享用實體銀行服務。

長者用電話理財 最長等逾15分鐘
較為「精靈」的長者或懂得使用電話理財，該10間被調
查的銀行都提供電話理財服務，但是有受訪長者反映錄音
目錄過於冗長，往往要花較長時間才能選擇到合適的服
務。根據消委會的調查結果，有25%（12次）需等候超過4
分鐘才能與客戶服務員直接對話，最長一次更輪候超過15
分鐘。
黃鳳嫺建議，銀行設立長者服務專線，提供較簡單的電

話理財目錄，縮短接駁至專人接聽的時間，亦可考慮引入
包括來電號碼識別系統、語音認證和語音識別系統等科
技，便利長者。

遺失「紅簿仔」無得補領 考起老人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香
港近視人口比例全球最高，成年
人近視率逾七成，衍生龐大眼鏡
市場，不過服務素質參差。消委
會昨日公布，近3年共接獲181宗
配眼鏡投訴，去年佔54宗，今年
首兩個月也收到8宗。投訴涉及眼
鏡店視光師馬虎，顧客配眼鏡後
視力更模糊、變色眼鏡產品效果
與實際不符、防藍光眼鏡出現反
光及鬼影等。消委會促請眼鏡店
確保服務及貨品的專業性，應向
消費者提供全面及準確的鏡片資
訊，並清晰講解銷售與保用範圍
的條款，避免發生售後爭議。

視光師馬虎 無驗散光
消委會公布當中數宗典型投訴
個案。吳小姐前往A眼鏡店配眼
鏡，並攜同舊眼鏡度數紀錄予視
光師作參考，惟視光師拒絕參考
舊紀錄，直接為其進行檢查。整
個程序迅速完成，吳小姐感覺對
方態度懶散及敷衍，試戴新眼鏡
數星期後，感到視力模糊，翻查
當天的驗眼紀錄，發現視光師沒

有驗到她有散光。吳小姐遂到另
一間眼鏡店驗眼，該視光師以不
同類型儀器驗眼外，更為每邊眼
睛試戴不同度數及散光軸度的鏡
片作比較。吳小姐對比兩店的驗
眼結果，發現數據懸殊，於是返
回A店展示兩邊數據的差異，店
員僅解釋該店資料是尚未完成分
析的數據，並不能作準，
吳小姐於是向消委會尋求協
助，經介入後，A店終向吳小姐作
出退款。
另一宗個案，張先生到一間眼

鏡店更換鏡片，在店員推薦下以
476元購買一對防藍光鏡片，取貨
及試戴時，已發現鏡片有反光及
鬼影問題，初時以為眼睛未適
應，但配戴兩周後問題仍然存
在，張先生於是要求店方更換普
通鏡片並退回差價被拒。經消委
會介入後，店方退回476元。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購買眼鏡

前應多加留意商戶的信譽及口
碑，亦可參考過往及親友的經
驗，並由註冊的視光師提供服
務。

手機保用一年太短
消委倡延長期限

配
眼
鏡
投
訴
3
年
181
宗

◆消委會促
請銀行保障
長者基本消
費權益。圖
為有長者到
銀行處理賬
戶事宜。
資料圖片

◆方榮志表示，伊利沙伯醫院平均每月約有18名中風病人接受針灸治療，佔急症入院中風病
人超過一成。圖為伊利沙伯醫院主座大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