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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研派前線護士赴粵交流
第二批粵醫護來港交流獲盛讚 港護士：增進交流學習機會

「澄懷逸興」書畫展港揭幕 展示海內外澄籍鄉親作品

為促進內地與香港的醫護合作、互取所

長，醫管局去年起推出「大灣區專科護理知

識交流計劃」，第二批100名的廣東省護士

已於今年初陸續來港，並於香港多間公立醫

院展開交流。香港醫管局表示，計劃實行至

今，整體回響正面，第三批將會有130位廣

東省護士來港交流，有信心可以拓展至急症

室科及腎科等更多專科交流，並正計劃安排

醫管局前線護士及中層管理人員到廣東省醫

院短期臨床交流，重點交流領域包括小兒外

科、心胸外科等病例較罕見的專科，料未來

6個月至8個月內可落實。有跟廣東護士合

作的香港護士說：「他們有着豐富的經驗，

像多了個專業人士在身邊，可以互相交流學

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該批約100名廣東省護士已於今年1月至2月陸
續抵港，在7個聯網醫院內的相關專科進行為

期約10個半月的臨床交流。他們平均擁有9年臨床
經驗，有10位屬於副主任護師級別。
今屆交流計劃比上屆擴展至更多專科，除以往的
內科及老人科外，亦新增心臟重症監護、眼科、內
視鏡科、圍手術科、重症監護等。醫管局亦將舉行
6場有關高級護理實踐的專題研討會，共同探討最
新的護理服務發展及人才培訓相關議題，包括循證
護理、模擬培訓等。
香港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表示，計劃反
應正面，「雖然現時採用的是一對一帶教模式，但
因為廣東省護士團隊適應力強、經驗豐富，和本地
護士更多時候是一種合作關係，是一種助力。」

第三批將拓至急症室科等服務
他透露，該計劃第三批將會有130位廣東省護士

來港交流，有信心可以拓展至更多不同專科，包括
急症室科及腎科等。同時，香港醫管局正計劃和廣
東省衞健委商討，安排本地護士到廣東省醫院進修
短期臨床交流，交流期最長1個月，「以往的交流
學習大多只為期兩三天，這次交流時間更長、更持
續。」
有關交流的重點領域為小兒外科、心胸外科等

病例較罕見的專科，唐華根解釋，專科交流可以
讓香港的醫護接觸到更多罕見病例，「雖然香港
有700萬人口，但病例還是不夠多，尤其是小孩子
的罕見病、心肺移植手術等，而大灣區內地城市
則有國家級或省級中心，病例比較多，因此對於
香港醫護來說，去交流是一個臨床學習的重要環
節。」
他表示，本月底或下月初將與廣東省衞健委會
面，目前已確定重點領域，估計雙方準備需要一定
時間，「首階段會派業界的先鋒北上學習，考慮到
香港醫護人手問題，未必會像內地這樣派多達百人
過去，但貴精不貴多。」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副顧問護師（深切治療）陳正

郴表示，為了讓新同事學習深切治療知識和護理技
巧，部門會採用一對一帶教模式。
他形容，廣東省護士態度十分積極，當遇到一些

特別個案，即使臨近收工時間，仍會留下學習相關
醫療程序。「通過和內地同事交流，我亦學到不少
知識，例如內地三甲醫院超聲波的應用，即如何利
用超聲波去篩查病例。」

讚內地智慧醫院發展成熟
他表示，自己早前去過內地三甲醫院交流，「內

地的智慧醫院發展得相當成熟，包括智慧藥櫃、智
能監控輸液系統等，這些雖然香港也有，但內地的
醫院做得更精細，值得我們去學習。」
新界西醫院聯網顧問護師（圍手術科）葉佩靈表

示，廣東的護士來港一個月多，未正式參與工作、
接觸病人，現階段希望先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讓
他們進行觀察，而他們積極認真的態度同樣令葉佩
靈印象深刻，「他們非常勤奮，求知慾也很強，加
上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像多了個專業人士在身
邊，可以互相交流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廣東省護士與香港
護士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是一個博採眾長的過
程。來港短短一個半月的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護士蘇志強表示，對香港醫療程序的適應速度較
快，且獲得不少裨益，「兩地醫療程序大致相
若，只是醫學用詞上內地較常用中文，不過亦不
難適應。」
蘇志強認為，香港的分工較為明確，在術前準備
由護士負責的工作較多，而術後的止痛部分亦會由
護士負責，「香港的護士同事非常有人文關懷，很
在意病人的感受，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

適應順暢 互分享電子化系統
他又讚揚香港的智慧醫院發展速度快，「香港

醫院的『無紙化』這方面做得很好，病人的電子
病例（歷）都由醫管局統一管理，資料互通做得

比內地相對好一些。」
在深切治療部交流的北京大學深圳醫院護士莫
敏華表示，香港工作流程和儀器與內地大致相
同，適應上不算困難，目前已有參與收症等工
作；她亦與香港同事分享內地的電子化醫療訊息
系統，冀能促進兩地醫療體系發展。
香港醫護人手持續短缺，香港醫管局總護理行
政經理唐華根表示，由於「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
交流計劃」的規模不大，故對香港整體醫療服務
人手紓緩上，未有關鍵性影響，「希望未來在人
數方面繼續擴大。」
他認為，在香港護士註冊條例修訂後，將更有
利於香港在世界各地招募人才，而辦好大灣區醫
療人才交流計劃會讓香港在向世界各地招募人才
時更有信心，「因為我們同屬一個國家，兩者醫
療結合、取長補短，會有更強效應。」

讚港分工明確 着重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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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汕頭市澄海區
的「僑」主題書畫展揚帆出海，首次來港講
「僑」的故事。第三屆「澄懷逸興」海內外澄
籍鄉親書畫作品展暨「僑」文化展示活動昨日
在藝術香港空間開幕。除了數十件主題鮮明的
書畫作品外，還有多件具有濃郁澄海特色非遺
文化的物件供欣賞，為觀眾帶來書畫藝術與歷
史文化有機結合的觀賞體驗。
是次展覽由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香港潮文
化發展總會聯合主辦，主題是「澄邑情懷．丹
青之約」，展覽為期6天，至23日結束。今次
是首個「僑」主題書畫展揚帆出海，來自泰
國、新加坡、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北京、
廣州、深圳、佛山、義烏各地澄（潮）籍社團
和商會的30多位書畫家和書法愛好者提供40
多件作品，傳遞對祖國和家鄉的熱愛。

冀弘澄海文化底蘊 傳承中華文化
相較前兩屆展覽，今次增加了潮僑文化展示

專案，令書畫展更具潮僑特色，如澄海燈謎、
西門蜈蚣舞、澄海版畫、僑批、鐵支木偶戲、
螺鈿鑲嵌裝飾技藝、鹽鴻手鈎花等，讓參觀者

零距離感受中華傳統書畫藝術和特
色非遺文化的魅力。
汕頭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蔡永
明，澄海區委書記王楚彬等出席開
幕儀式，期望以書畫藝術、潮僑文
化為紐帶，弘揚澄海深厚文化底
蘊，厚植四海鄉情梓誼，聯結傳承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香港潮文化發展總會主席吳哲歆
今次帶來「行穩致遠」書法作品。
作為活動的主要促成者，他介紹，
今次展出書法各體，國畫山水、花
鳥、人物各門類，從意境、技法、
筆墨韻味等方面，都體現了藝術家
勇於創新，具有鮮明個性的新時代藝術風采。
他樂見一眾海內外鄉親創作書畫作品，共同為
弘揚中國書畫藝術而努力，傳承潮汕人文精
神，講好中國及家鄉故事。
帶「四海同心」書法作品首次來港參展的
蘇春嬌直言，這次交流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希
望未來有更多兩地書畫藝術和「僑」文化的交
流與合作機會。她也希望透過作品表達「四海

僑胞一家親，同心協力傳承中華文化」的心
願。
是次活動的主辦機構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的
重要成員之一。潮總表示，是次文化展覽不但
匯聚澄籍鄉親精心創作的書畫作品，更有僑批
等珍貴潮僑文化資料，透過多元的藝術手法和
現代的展現形式，讓市民了解潮汕文化底蘊、
感受中國傳統文化之美。

◆第三屆「澄懷逸興」海內外澄籍鄉親書畫作品展暨
「僑」文化展示活動昨日在港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攝

恒大商業新聞獎 昨頒發30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恒生大學「第八屆商業
新聞獎頒獎典禮」於昨日舉行。今屆商業新聞
獎共設九大範疇、超過30個獎項，涵蓋商業
及金融新聞等各個領域。大公報及點新聞團隊
共奪得兩個金獎及一個銀獎佳績。
「第八屆商業新聞獎」共收到超過500份參

賽作品，邀請了60位不同界別的評審，就參
賽作品的新聞價值、影響力、原創性、獨家
性、報道質素、報道及寫作技巧、分析能力及
視覺表達等多方面評審準則。今屆得獎媒體包
括：無綫電視、香港01、Now TV、香港有線
新聞、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香港電台、南華
早報、信報財經月刊、明報、大公報、中國日
報香港版、點新聞、胡．說樓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現富衛集團主席

馬時亨致辭表示，感謝新聞從業人員的求真專
業精神促進社會不停發展，又強調新聞從業人
員遵守職業操守非常重要。

大公報點新聞摘3獎
恒大校長何順文表示，近年來人工智能發展

使全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界人士正
思考發展出路，在這一背景下，媒體在加深各
界對於經濟金融政策的認識和思考中擔任重
要角色，希望媒體可以繼續為推動香港經濟發

展帶來新的思維和動力。
大公報記者李耀華、蔣去悄、邵淑芬、黃裕
慶、麥振威共同撰寫的《極端天氣危與機》系
列，從極端天氣頻現對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說
起，還探討了巨災債的發展以及香港作為金融
中心的發展潛力，獲最佳商業新聞系列報道獎
文字組金獎。
李耀華還憑藉作品《AI進軍律師行 取代逾

四成崗位》獲最佳商業科技新聞報道獎文字組
銀獎。
今屆新聞獎新設最佳商業「環境、社會和企
業管治」新聞報道獎，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
點新聞團隊的劉舒婷、丁旻、陳璐，憑藉《絲
路盛放洋紫荊—油漆塗層能「無電製冷」？
港產「黑科技」助世界「降溫」》的報道，成
功奪得該獎項影像及聲音組金獎。

◆恒大昨日舉行「第八屆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得獎者、評審及校方代表等合影。 恒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
系風濕及臨床免疫學科主任李曦、生物醫學學院教授
及幹細胞轉化研究中心總監劉澎濤及醫學院院長劉澤
星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最近研發了全球首個幹細胞新
模型，並應用於個人化治療罕見的原發性免疫缺陷
病，成功為患者提供新的治療選擇。有關成果已在
《過敏及臨床免疫學》期刊發表。
港大醫學院和劍橋大學團隊，近期共同開創一個新
型幹細胞平台，以幫助原發性免疫缺陷病患者。研究
團隊從患者身上提取血液樣本，將血液細胞重新改造
為擴展潛能幹細胞（EPSCs），以建立個人化疾病模
型，用於測試不同療法，以確定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治
療方案，以免為患者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團隊的幹細
胞平台展示個人化基因治療在原發性免疫缺陷病的治
療潛力，同時在香港成功鑑定和重新運用原本用於治
療風濕病的藥物，用於治療其中一種原發性免疫缺陷
病「STAT1功能增益症」的患者。
李曦表示，團隊成功為罕見免疫疾病患者提供安
全、有效和新穎的治療選擇，並可望讓許多以往被視
為無法治癒的「孤兒疾病」，藉重新運用現有藥物並
探索其基因治療潛力，帶來新的治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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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醫學院
研發出全球首
創幹細胞新技
術，並應用於
個人化治療罕
見的原發性免
疫缺陷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