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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選拔20中醫師赴粵進修培訓
北上兩年參與臨床救治值班會診 學成歸來助建香港特色中西醫協作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在香港，中醫師一般坐鎮門診，少有

機會到住院部工作。如今，香港中醫師有

機會到廣東三甲醫院臨床執業，能夠親自

開處方、救治住院的重症病人，提升中西

醫結合水平。12日，「大灣區進階中醫臨

床培訓計劃」在廣州開班啟動。香港醫管

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計劃將選拔安排

20位香港高年資中醫師到廣東短期執業兩

年，進行中西醫協助發展的進修培訓。他

指出，香港中醫師在廣東省中醫院進修培

訓中，可參與臨床救治、處方開藥、值班

會診等，是一個重大突破。未來這批中醫

師學成歸來，將有助構建具有香港特色的

中西醫協作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2024
春季廣交會開幕在即，為進一步便利廣大境外人士
在粵活動，支付寶「灣事通」（OneStop）綜合服
務平台已於近日上線「境外人士數字便利化服務專
區」（簡稱「服務專區」），推動粵港澳數字灣區
建設成果惠及更廣。該專區為來粵境外人士打造
「支付通、出行通、生活通、政務通」的一站式優
質服務體驗，30餘項熱門數字化應用均可「隨時隨
地、指尖即辦」，同時支持16種語言翻譯，讓境
外用戶使用更順暢、便捷。12日下午，廣東省政務
服務和數據管理局（簡稱「政數局」）在廣州舉辦
境外人士在粵數字便利化服務推介會，就這一服務
專區向23個國家和地區的駐穗總領事館、駐粵商
會代表進行了專門推介。

掃碼支付體驗「一碼通行」
服務專區從支付、出行、生活、政務四方面為境
外來粵人士提供支持。近年來，我國移動支付發展
迅速的同時，銀行卡、現金等傳統支付方式佔比下
降，在一些消費場景下，對部分群體特別是境外人
士造成不便。按照國家部署，專區「支付通」功能
依託互聯網主流支付平台能力實現「外卡內綁」。
境外人士只需使用境內外手機號或郵箱進行註冊，
即可綁定覆蓋200多個國家地區的境外主流銀行
卡，實現掃碼便捷支付。此項服務已覆蓋廣東省內
網約車、公交、地鐵、單車、餐飲、商超、住宿、

景點等使用場景和線下線上絕大部分商戶，平台自
動換匯結算，掃碼支付體驗可與內地居民一樣簡單
方便。
為更好地為來粵客商在商貿洽談、參加展會、文

化交流、觀光旅遊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務專區提供
「出行碼」，廣州全市地鐵、公交均可「一碼通
行」，並拓展至廣東21個地市公交和地鐵，以及
香港公交地鐵應用。保障境外人士往來和辦事暢通
是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務實舉措，專區對境外人
士常用的政務服務，如通關時如何走快捷通道，辦
理境外人員臨時住宿登記，辦理簽證、居留許可
證、工作許可證等高頻政務服務進行梳理、翻譯、
指引，方便客商在線辦事。

配套近30項雙語優質服務
日常生活方面，針對境外卡信號不穩定、外文服

務平台少、身份核驗難、服務信息散等不便利情
況，專區為境外人士打造全鏈條、優質便捷「生活
包」，一站式提供包括購買內地電話卡及換匯、地
圖、打車、訂酒店、訂車船機票、外賣、快遞、景
區、購藥、電影、郵寄等近30項雙語優質服務。
同時，配套雙語智能客服、熱線電話、優惠禮包等
專屬服務，旨在大幅度提升境外人士在粵期間生活
工作的便捷體驗。
去年底，為以數字化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
質量發展，打造宜居宜業、舒適便利的優質生活

圈，特別是針對粵港澳三地居民跨境往來的需求，
廣東省會同香港、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灣事通」綜
合服務平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同城、無感
跨境」。廣東省政數局副局長熊雄介紹，為進一
步推動對外開放，更好服務即將召開的春季廣交
會，今年以來，廣東政數局聯合內地數字化龍頭
企業，全面梳理外籍客商在粵商務、旅遊、生
活、出行等方面需求，在「灣事通」平台上建設
「境外人士數字便利化服務專區」，充分融合我
國移動支付優勢與互聯網平台數字化能力，提升
境外人士在粵各方面體驗，以高質量服務助力大
灣區高水平開放，為國家深化對外開放探索數字
化服務新路徑。

「灣事通」上線新專區 一站式服務境外人士 「灣事通」助力境外人士「萬事通」
支付通
◆實現「外卡內綁」，境外人士使用境內外手機
號或郵箱進行註冊，可綁定覆蓋20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境外主流銀行卡。此項服務已覆蓋廣東
省內出行、餐飲、商超等使用場景和線下線上
絕大部分商戶，平台自動換匯結算，掃碼支付
體驗簡單方便。

出行通
◆公交：刷碼支付乘坐香港、廣東21個地市公交；
◆地鐵：刷碼支付乘坐香港、廣州、深圳、佛
山、東莞地鐵；

◆網約車及單車：線上預約網約車或掃碼騎共享
單車，並在小程序服務內完成支付。

生活通
◆酒店預訂：使用護照信息線上預定酒店，並在
小程序服務內完成支付。

◆辦理手機卡：通過辦卡地圖查看附近營業廳分
布，輕鬆定位，就近辦卡。

◆手機充值：隨時隨地通過服務專區內的充值功
能，快速充值話費，支付便捷安全。

政務通
◆可便捷使用中英雙語境外人士政務服務指引，
預約或辦理包括個人住宿申報、住宿登記查
詢、外國人簽證證件申請、在華永久居留申
請、護照報失申請等多項政務服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合作數據一覽
項目類別

粵港澳中醫藥合作項目

中醫藥互通項目

中醫藥人才交流

港澳中成藥在廣東

粵港醫院間「院院合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詳細信息
2018年至2023年底簽署

粵中藥製劑跨境至澳門醫院

赴港廣東中醫人才

香港中醫人才赴粵

生產上市的香港中成藥

獲批在內地註冊上市的港澳中成藥

香港中醫醫院與廣東省中醫院

數量/狀態
85個

5款

10位醫生、70名護士、
7位中醫師、5名放射師

超過200名

麝香活絡油等2個

10個

合作涵蓋醫院籌備、人才交流、
遠程病例研討等

首批5人已獲內地短期行醫執業資質
該計劃首批5名香港中醫師，率先到位於廣州市
的廣東省中醫院進行為期兩年的培訓。「香港中
醫師將和我們一起值班、一起開處方、一起治病
救人，我們對他們將參照醫院職工一樣安排工
作。」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院
長張忠德表示，目前首批香港中醫師已經獲得了
內地短期的行醫執業資質，他們的行醫資格證已
經通過了廣東省有關部門的審核並批准下來，目
前在廣東省中醫院有行醫資格和處方權。

導師「一對一」帶教 不同科室輪值
張忠德表示，香港中醫師僅僅在門診治療病

人，局限性非常大，對危重症病人的病情發展及
臨床治療整個過程認知不夠。對於這方面的中西
醫結合臨床治療模式，他們亦需要加以培訓和實
踐才能熟悉。他介紹，首批香港中醫師目前已投
入到該院的針灸科、神經科進行臨床診療，未來
還會安排他們到腦血管科、神經外科、重症專科
等不同科室輪值。「我們對每一位香港中醫師都
量身定製培訓方案，選好導師團隊，『一對一』
地帶着他們工作。我們已經制定一個很詳細的工
作跟培訓計劃。」
「我們將發揮中醫藥和現代醫學技術等優勢，
全力為香港培養一批具有良好中西醫協作診療能
力的骨幹人才。」張忠德感慨，雖然該計劃只培
訓20名香港中醫師，但待他們學成返港，每個人
各自帶動身邊的中醫師，要是一個人能帶動七八
個人，那麼這股力量也是很龐大的。這亦有望推
動香港中西醫結合的診療模式在未來10到15年有
所突破，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

案例複雜豐富 港中醫師：十分增長見識
東華三院—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中

西區）中醫師黃惇祺，是首批參與培訓計劃的中
醫師。雖然他已經是資深的中醫師，但對於此次
長期的培訓計劃仍感到十分興奮。「一直以來，

我們香港的中醫師主要在門診工作，專注於內科
和針灸服務，較少涉及住院服務。這幾周先在針
灸科工作，同時也接觸住院部的重症病人，讓我
對住院服務及傳統中醫治療手段都有新認識。」
他續稱，在香港門診，病人大多病情明確；在廣
東省中醫院，接觸到的更多是急症患者或診斷未
明確、需要住院檢查的患者，而且廣東患者數量
也比香港多。「這些複雜豐富的臨床治療案例可
以積累更多實踐經驗。」
在廣東省中醫院的資深醫生「手把手」指導
下，黃惇祺還能近距離接觸和學習到一些過去在
香港難以接觸到的傳統療法。「比如針灸方面，
對肩周炎治療的『運動針』之前在香港就沒聽
過，十分增長見識。」他說，現在已經開始深入
參與康復科和專門治療服務，希望能為重症住院
病人提供更多的幫助。
黃惇祺期望，經過兩年的臨床培訓，當他返回
香港時，能夠將在廣東積累的寶貴經驗與所學的
新療法應用到香港的病房中。「我有信心通過中
西醫的緊密協作，能夠為香港的住院部病患提供
更為全面和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本次
「大灣區進階中醫臨床培訓計劃」，是「大灣區中
醫訪問學者計劃」的進階版。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
總裁高拔陞表示，「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推
出後收到非常正面的回應。藉着計劃的成功，這次
派了香港5位中醫師到廣東進行進階培訓。高拔陞
認為，香港的中醫師加入內地醫院團隊，在科室主
任的指導下，全程負責分管病人的臨床診治，有助
於全面提升臨床診療能力。

港擇優選派8年或以上臨床經驗醫師
據介紹，此次培訓的20位香港中醫師均有比較高

的選拔標準。香港醫院管理局結合香港中醫專科發
展需求，從具有8年或以上臨床經驗的中醫師或曾
以學員身份參與「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的中
醫師擇優選派，每屆20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進階版的培訓計
劃已經啟動，但「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亦

依然運行。後者屬於「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
劃」的一部分。廣東省中醫院腫瘤科醫生柴小姝
去年作為訪問學者到瑪嘉烈醫院進行交流指導。
「我在香港帶了3位香港中醫師學徒，他們已經是
年資5年以上的中醫師，中醫底子深厚而且非常勤
奮好學。但是他們在西醫操作技能方面相對弱，
因為接觸得比較少。」柴小姝說。為了強化這幾
個學徒的中西醫協助能力，在香港的培訓過程
中，全程都對香港中醫師進行「手把手」的帶
教，讓香港中醫師更加了解中西醫結合治療是如
何運作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東省中醫院已分階段

派出3批包括重症醫學科、腦病科、針灸科、腫瘤
科、骨傷科等在內的10人次醫護人員赴港，在香港
醫院管理局屬下的公立醫院，與當地醫務人員一起
共同探索專科病種的中西醫協作服務新模式。廣州
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透
露，第四批2名專家不日也將前往香港。

粵港中醫「雙向奔赴」北上南下同步進行

◆◆首批首批55名香港中醫名香港中醫
師將在廣東省中醫師將在廣東省中醫
院進行為期兩年的院進行為期兩年的
培訓培訓。。他們都對培他們都對培
訓感到興奮訓感到興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來自尼日利亞的參會代表正現場體驗「服務專
區」。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粵港醫生有話說
廣東省中醫院腫瘤科柴小姝醫生：
◆我們通過「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到香港
交流指導，以「師帶徒」的方式，為香港醫生
講解了專科的知識，讓患者提升生存質量，讓
香港中醫師對於專科知識的掌握有了更深層次
的理解。

廣東省中醫院針灸科副主任中醫師王聰：
◆在內地，中醫和針灸在病房開展非常普及；但
香港並不是這樣。所以通過到香港訪問計劃，
我們將提供門診服務的香港中醫師帶入病房，
「手把手」指導他們在病房的會診如何與西醫
結合。通過幾個月的培訓，香港中醫師有了很
大的進步。

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內科部門主管方榮志醫生：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除了中醫知識外，對西醫
的認識都很豐富。巡房的時候我們會邀請中醫
師及訪問學者一起討論病人情況，我們可以講
解西醫病理，互相補足。

香港瑪嘉烈醫院林美瑩醫生：
◆大灣區中醫學者有豐富中西醫知識，他們累積
了很多年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經驗，對提升我們
的日常醫療水平有很大幫助。

首批「大灣區進階中醫臨床培訓計劃」香
港中醫師黃惇祺：
◆我從事中醫師工作已經7年。一直以來，我們
香港的中醫師主要在門診工作，專注於內科和
針灸服務，較少涉及住院服務。這次來到廣東
省中醫院臨床培訓，有幸在針灸科深入學習，
並接觸到一些中醫傳統特色醫療，這讓我對住
院服務有了全新的認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