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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指地區康健中心要做好樞紐角色 完善基層醫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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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到訪黃大仙區內的社區藥房和康健中

心。他表示，會繼續加大社區藥房的配置，增加資助；增加提供中風治

療、痛症治療、癌症紓緩等中西醫協作服務等，而地區康健中心要做好

樞紐角色，有系統和連貫地統籌整合社區裏的公私營醫療機構和不同熱

心組織與非牟利機構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構築完善基層醫療網絡。

特區政府將陸續把過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升級至地區康健中心，並透過

地區康健中心聯繫社區，結合更多醫療專業，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基

層醫療健康服務，包括中醫、社區復康和疫苗教育及接種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為更好地了解基層醫療網絡中不同
元素的實踐情況，李家超昨日上

午到訪藥健同心香港聖公會社區藥房。
該社區藥房提供免費的健康和藥物諮
詢，在藥劑師的專業指導下，市民可於
藥房以相宜價錢購買合適的個人化非處
方藥物。藥劑師亦會為市民提供疾病風
險評估，以及為長期服藥人士提供免費
一對一藥物諮詢等服務。

街坊滿意配藥等服務
李家超表示，使用有關服務的人大部
分是長者，有七成人，而他們最主要是
查詢自己的身體狀況，獲取意見，特別
是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以及體
重控制等。他在藥房與藥劑師、配藥
員、義工，以及使用服務的人士交談
後，發現大家大致上都是滿意的，街坊
們都非常喜歡社區藥房的服務，認為配
藥服務亦令他們滿意，而且藥費亦較為
便宜。
李家超隨後到訪嗇色園中醫服務中心
視察。他其後表示，自己和幾名接受服
務的市民傾談過，特別有一位曾經中
風、接受耳穴治療等服務大約半年的市
民，其狀況改善了大約四成，自己聽到
感到很鼓舞。有市民表示自己原本是地
區康健中心的會員，全靠中心職員為他
轉介至中醫服務中心，讓他能好好調理

脾胃，改善健康，「這再次證明地區康
健中心能有效結合地區資源，提升服務
覆蓋率，讓病人得到適切和及時的轉介
和治療。」

政府會加大中醫資源投入
他承諾，特區政府會不斷加大中醫方
面的資源投入，包括在基層醫療和中醫
住院服務方面，希望盡量發展中西醫配
合，特別是配合在基層醫療整個配套方
面去提供服務。每年，特區政府都會增
加對中醫藥門診服務的資助，今年增加
了三分之一，希望能夠一直增加提供中
西醫協作服務。而中醫醫院在下一年啟
用之後，相信在有關服務更會邁上新台
階。

與使用者交流製健康月餅
李家超其後到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視
察，了解中心為居民提供的健康風險評
估、慢性疾病篩查和社區復康等服務，
與醫療人員和參與「慢性疾病共同治理
先導計劃」的居民交談，聽取有關計劃
的服務內容及成效，並在中心內與多位
服務使用者交流，一同製作健康月餅。
李家超表示，他約一年多前該中心開
幕時來過，很高興今次看到之前曾與他
見過面的職員還在這服務，大家的士氣
很好，在交談時感覺到中心提供的服務

的確獲得市民的認同和支持，所以大家
覺得很有意義。特區政府希望透過地區
康健中心，提醒市民「病向淺中醫」。
在視察社區藥房後，他更相信必須由
地區康健中心做好樞紐角色，統籌整合
社區裏的公私營醫療機構和不同熱心組
織與非牟利機構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
務，而本屆特區政府會逐步改革醫療體
制，實現《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將目
前以治療為主、醫院為中心的格局，重
塑為以預防為重、社區為中心的體制。
他會將在社區藥房收集到的意見和想法
交予團隊跟進，有助他們撰寫新一份施
政報告。

提升治理水平、拚經
濟、謀發展，最終目的

都是讓人民生活幸福。昨日特首落區，
是在聽民意，希望走到最前線，了解市
民這一關鍵持份者給出的「用戶評論」
和建議，並據此進一步完善政策；特首
落區，也是在暖民心，與市民偶遇或同
枱吃飯時的一句關懷、一聲祝福、一句
承諾，都是在積攢市民對香港的信心，

與政府的同心。
讓香港長者老有所養是今屆政府施政
的重點之一，無論是「長者醫療券大灣
區試點計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等都
為市民，特別是長者，構建了更大的安
全網，從制度保障層面為他們提供了安
全感。昨日黃大仙區市民臉上洋溢的笑
臉，就是他們對特區政府施政效果最直
觀評價。

政策既要講究宏觀性、前瞻性，亦要
考究落地時的細節，聽民意就是最直接
的施政指南。每一位治港者或許都可以
獲得啟示，無論大家擔任哪個崗位的服
務工作，都既要做好硬性的制度建設工
作，也要做好軟性的人心關懷工作，只
有考慮到市民的感受、需求，才能把服
務做到他們的心坎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聽民意也暖民心 積信心官民同心
微觀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走進黃大
仙區多個地點，聆聽市民對新一份施政報

告的意見。有市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支持李家超以
積極措施吸引旅客，及採取措施有效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
趙先生：
我正打算發Email給特首給意見，希望他會考慮。我覺得

現在香港的中小企和零售業市道較低迷，又有很多香港市民
都北上消費。要積極吸引旅客來港，建議特區政府應該派發
消費券予入境旅客，哪怕是一張有50元或100元儲值額的八
達通或車票，都有利吸引旅客來港消費。

我也建議要將香港的主題樂園更新一下，譬如借鑑廣州近年
開設的「融創樂園」，有超大的滑雪場，又有水上樂園，又有
動物園等，香港的主題樂園相比便太舊、太悶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多位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代表及服
務使用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的交
流過程很開心，覺得他很親民，並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在全港18區均
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更好服務市民。有社區藥房受惠者表示，希望
特區政府未來擴展計劃，將取藥點延伸涵蓋至其他非牟利機構營運
的社區藥房。
社區藥房義工周女士是區內的街坊，平日她和街坊若有鼻敏感和傷
風等小病痛都會到來，不但可以免費諮詢藥劑師的專業意見和藥物建
議，更可直接在藥房購買合適和價錢相宜的非處方藥物，十分方便。
周女士本身患有長期病，需要定期到醫院覆診取藥。醫管局剛於
上星期二（9月10日）推出社區藥房取藥服務，未有涵蓋這間社區
藥房。周女士希望政府未來可擴展計劃，由目前的114個取藥點延伸
涵蓋至其他非牟利機構營運的社區藥房。
負責主理這間社區藥房的藥劑師思賢表示，他們與地區康健中心
有緊密的聯繫，有需要時會轉介病人到地區康健中心參加「慢性疾
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健康講座和活動等，地區康健中心則會轉
介小病小痛的病人到社區藥房諮詢用藥和配藥。他認為本港藥劑師
可在基層醫療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為醫生分擔向病人提供用藥諮
詢的工作等。

使用者期待區區都有康健中心
康健中心服務使用者小雲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向特

首分享了參加中心的器械健體班、營養班等體會，覺得有助自己多
做運動、控制飲食，讓自己變得更健康。今次與特首交流的過程很
開心，自己覺得他很親民，希望特區政府在全香港每一區都設立康
健中心，幫到市民大眾。
另一使用者Shirley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向特首分享
了自己參加「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的經驗，認識了自己有
糖尿病前期，雖然現時不用吃藥，也要注意飲食，以前自己很喜歡
吃甜食，現在會盡量吃少一點。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總幹事劉冼靜儀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很開心有機會與特首交流，向他介紹了有關社區藥房和地區康
健中心的運作情況，感
到特首很親民，對有關
基層醫療服務有非常正
面評價，對相關人員起
到很大鼓舞作用。
她表示，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會全力配合政
府施政，加強市民的參
與同認知，一齊進一步
做好基層醫療，令大眾
具備小病小痛自我管理
的思維，減輕公營醫療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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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區行程馬不停蹄，市民開心，特首卻

「有情飲水飽」。特首昨日落區，一連視察

了三個基層醫療設施後，再出席千歲團圓宴。看到前菜連主菜閒

閒哋十多碟，從蝦餃、燒賣到甜品，都宛如一場美食大作戰，不

管他人狼吞虎嚥，特首始終專心聆聽民意，隨着上菜不斷轉枱與

老人家聊天，顧不上吃上幾口，每每令人看得於心不忍。

不過，特首有自己的開心事。有長者在宴後用手按着心口向記

者表示，「哎吔，見到特首好激動呀，好開心呀。」令我感到特

首的付出有了回報，正如他在千歲團圓宴致辭時所說：「我最開

心的事是，看到你們的笑容。」

說到特首落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任影」。除了特首對爭

相上前要求合照「打卡」、握手的市民來者不拒，更有不少市民

組隊追着特首拍「借位」合照，更有市民昨日即場和朋友們比較

誰拍得最好看，如同進入大型追星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對民有感情 服務有溫度
記者手記 主題樂園盼更新 消費券可派旅客

市民意見

掃碼睇片

●李家超參觀社區藥房並與市民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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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趙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子晉 攝

●康健中心服務使用者小雲(左)表示，與
特首交流的過程很開心，自己覺得他很
親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晉 攝

●李家超參觀地區康健中心並與市民交流。 ●李家超參觀地區康健中心，了解中心為居民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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