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管局將於明年第一季優化藥物資助申請的經濟評估計
算模式。其中，新申請人士只計算收入80%，持續申請
者更只計算收入的60%。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癌症藥物本是病人的福音，但高昂的

藥費對低收入甚至中產患者及其家庭都

造成沉重負擔。為支援更多現時因較多

每年可動用資源而未獲資助的病人，醫

管局將於明年第一季優化藥物資助申請

的經濟評估計算模式。其中，新申請人

士只計算收入 80%，持續申請者更只計

算收入的 60%，令患者可獲得更多支

援。有患肺癌第四期的中產病人表示，

每月藥費動輒數萬元，即使有穩定收入

亦感到喘不過氣，認為在優化的計算模

式下，除了減輕家庭負擔外，亦能重燃

自己對生命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DSE英文閱讀卷求合格選B1易中伏

藥物安全網明年放寬 中產更受惠
肺癌晚期教師每年可減5萬藥費 重燃生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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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昨日公布，醫健通用戶現可
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由醫管局、衞生署及私營醫護機構存入其
個人醫健通戶口的放射報告，方便市民掌握及管理自己的健康。用戶一
般可在放射報告發出14日後於程式的「檢查紀錄」功能查閱，系統的
資訊中心亦會發出相關提示。該局建議市民選擇私營醫護機構進行放射
檢查時，可先查詢該機構能否將檢查紀錄存入其個人醫健通戶口，以便
建立整全的電子健康紀錄。
現時所有公營醫護提供者，以及逾115間私營醫護機構，包括私家醫

院、醫療團體和放射檢查中心等合共逾550個服務地點均已做好技術準
備。市民若已給予相關機構「互通同意」，放射報告便可存入其醫健通
戶口，供市民和其他獲授權的醫護專業人員查閱。截至今年2月底，合
共40間私營醫護機構（涉及接近100個服務地點）在獲得授權後，已將
放射報告存入逾310萬名市民的醫健通戶口。
醫衞局發言人表示，在「醫健通+」5年發展計劃下，該局致力為每

位市民建立終身個人電子健康戶口和整全的個人醫療紀錄，並透過醫健
通應用程式創建一站式健康綜合平台，協助市民管理健康紀錄、取得健
康資訊、監察個人健康，以及建立更健康的生活習慣。隨着應用程式功
能的進一步提升，整合市民在公私營醫護機構以及參與不同政府資助醫
療計劃的放射報告，供市民隨時取覽，省卻保存紙本報告的不便，節省
重複檢測成本，亦方便獲授權的醫護提供者進行分析及比較，為市民帶
來連貫和個人化的治理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香港中學
文憑試（DSE）昨日舉行英文科考核，共有
約50,000名考生於約430個一般試場及逾540
個特別試場應考。各試場學校的整體運作暢
順，考試順利按時完成。文憑試英文閱讀卷
設有兩大部分，甲部為必答題，乙部則設有
較淺的B1及難度較高的B2部分，考生須二
選一，選B1成績最高只可獲4級。甲部主題
圍繞名人八卦；乙部B1主題是有關野外覓
食，B2 文章談「Quiet Quitting（安靜辭
職）」的現象，並提及Z世代的工作態度。
有資深英文科老師認為，今年閱讀卷整體題
目「唔係好刁鑽」，但理應較深的B2部分，
內容卻似乎較B1簡單，如能力較弱考生選答
B1，或影響其爭取合格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往北角的其中一個試
場，了解學生應試情況。在寫作卷方面，今年
考試的必答部分要求考生撰寫約200字的宣傳
單張，推廣藝術學會，乙部作文題則四選一，
主題包括創作同學遭遇的短篇故事、咖啡店及
快餐店成為補習等活動地方的現象、職場上團
體工作的挑戰、素食者的體驗。
考生王同學認為，閱讀卷難度與往年相
若，寫作卷自己選擇了職場團體工作挑戰的
題目，其中寫了 Free Rider（團隊合作中
「乘便車」）會導致內部矛盾。對自己表
現，他自信地說：「5級應該可以，就看可
不可以衝星。」
考生何同學表示，閱讀卷乙部選了B2，感
覺難度較去年低。另一考生陳同學同樣選擇

B2，也認為閱讀卷較去年簡單；至於寫作
卷，他指自己選擇了短篇故事的題目，但認
為那比較不容易，思考了十幾分鐘才落筆，
希望能爭取合格，「始終作文這些較主觀，
別抱太大期望」，不過他對於周六舉行的英
文科聆聽試準備充足，希望能藉此拉高分
數，期望自己整體有4或5級。

比去年大路 專有名詞減
區同學寫作卷選擇了「素食者的體驗」一
題，原因在於「易吹水」。她分享道，自己
是寫七日挑戰素食，從一開始的興奮到後來
體會到素食帶來身體的不適應，進而提出飲
食平衡的方法。
張祝珊英文中學英文科資深老師孫錫欣分
析今年的試題表示，今年英文閱讀卷整體較
往年容易，因為文章主題比較貼合學生日常
生活，對比去年保育和科學的題材涉及較多
專有名詞，今年「大路一點」，相信不難合
格，但要拿高分則會難些。
不過，在甲部文章中，其中有一條問及
「A-listers」的意思，應直接解為名人（ce-
lebrity），對部分考生有一定挑戰，或有可
能誤解成明星名稱。屬程度較淺的B1，今年
文章篇幅比以往長，且涉及多條長題目，難
度較必答部分高，而理應難度高一點的B2反
而較淺，篇幅較以往短，也少了長題目，較
多填充、配對等短答題目。
孫錫欣表示，B1的主題「野外覓食」較新

穎，學生未必理解生字「Foraging」（覓

食）的意思，或需要花時閱讀，對英文能力
較弱的學生來說，選答該部分反而「唔着
數」，因為能力較弱者以往多靠B1拉高分
數，今年或因難度加深「拉唔到分」，或有
增加不合格的機會。
對有指學生「睇唔明」B2部分提到職場文

化，孫錫欣認為，一些職場文化的形容詞學
生確未必理解，但認為其中涉及有關
work-life balance（勞逸平衡）的主題，學生
較容易掌握。

英文考卷主要內容
卷一閱讀卷

甲部（必答）
—文章圍繞名人八卦，探討大眾為何對明
星分手消息或醜聞充滿興趣，並從心理學
角度分析八卦資訊的功能與影響。

乙部（二選一）
B1包括三篇閱讀材料，內容聚焦於野外覓
食，介紹如何在香港郊外尋找可食用的野
生植物、水果等，並提到野外採集家Wan-
da Huang的經驗。
B2為一篇文章，探討職場新趨勢—「安靜
辭職」，即員工只按合約或薪酬要求工
作，拒絕額外付出。文章亦描述Z世代的工
作態度，指出他們願意努力工作，追求更
理想的職業模式以實現人生目標，但不再
將工作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

卷二寫作卷
甲部（必答）
為「852 青少年藝術俱樂部」設計一份宣傳
單張。

乙部（以下題材四選一）：
1.寫一個關於你同學因遇上某件事而變得更
好的短篇故事。

2.給報章編輯寫信，表達對愈來愈多香港人
長時間於咖啡店和快餐店進行補習等活動
的看法。

3.探討職場團隊合作的挑戰，並提出改善建議。
4.分享成為素食者一星期的經驗，並討論是
否會繼續堅持這種生活方式。

資料來源：DSE英文科考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委任梁
世光由本月7日起出任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特區行政長官作
出有關的委任，以接替行將退休的總監楊祖賜。
梁世光現年57歲，為一間跨國工程集團的營運董事。他於
1989年8月加入香港輔助警察隊為輔警警員，於2014年2月晉
升為輔警警司，並於2016年11月升為輔警高級警司，2017年
10月升為輔警總警司。2021年10月11日，他獲行政長官委任
為輔警副總監。
梁世光具備多方面行動及管理經驗。於2004年，他獲頒香
港輔助警察隊長期服務獎章，並於2014年獲頒第一勳扣，以
及於2021年獲頒「踏浪者」行動獎章。
即將退休的楊祖賜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如
今的輔警隊伍人手增加，與正規同事配合有效率。他信任梁
世光有經驗，可帶領隊伍向前行，又希望輔警隊伍能在好的
基礎上，有良好的發展。
於30多年前加入香港輔助警察隊的楊祖賜從輔警警員一步步
做起，9年前獲委任為輔警總監。楊祖賜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2022年7月開始，全港所有紀律部隊都要使用中
式步操，自己決定在輔警隊中成立一支輔警升旗隊，希望香港
的青年學生擁有奮鬥精神，自立自強。
升旗隊會去到不同的學校，包括大專院校等升旗，又或教導

學生升旗，「培養國家觀念十分重要，如何令學生、青年一代認識國
家，升國旗唱國歌能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升旗隊是我們能力範圍做到
的，也是我們的使命，輔警同事也能用業餘時間將應有的態度帶給社
群。」他說。
同時，楊祖賜要求參與輔警大學生計劃的學生首先要理解國家安全，
同時了解中國抗戰歷史，就是要讓大家認識到幸福與和平都不是必然
的，而是經過許多人的多年奮鬥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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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昨日舉行英文科考核，共有約50,000名考生於約430個一般試
場及逾540個特別試場應考。圖為位於北角的學校試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醫管局成立的撒瑪利亞基金專為符合特定臨床準
則及通過經濟審查的有需要病人提供經濟援

助，以應付一些治療過程中需要、但不屬公立醫院
和診所標準收費提供的「自資購買醫療項目」或新
科技的費用。
目前，撒瑪利亞基金的藥物資助申請的經濟評估

計算模式為「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即納入計算
的每月淨收入乘以 12 再乘以折扣（新申請人為
100%，持續申請者為80%），再加納入計算的資產
（扣除可扣減豁免額）的一半。
為加強支援入息相對較高的在職家庭，醫管局總

行政經理潘綺紅昨日宣布，明年第一季將放寬「每
年可動用財務資源」收入的計算方法，屆時新申請
人只計算收入的 80%，持續申請人只計算收入
60%。
優化內容還包括擴闊基金累進計算表，降低現有

病人的分擔額以提供更多資源。她表示，現時基金
涵蓋約100種藥物，病人須符合特定適應症，經醫

生轉介並通過經濟審查後，約10日內可獲資助。

醫療儀器同涵蓋
醫管局上月完成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檢討，新措施

包括放寬安全網申請資格，讓更多危疾病人可獲自
費藥械資助。東區醫院臨床腫瘤科部門主管宋崧表
示，並非每名市民都有購買醫療保險，醫管局正是
全港市民的安全網，亦是醫療保障。撒瑪利亞基金
涵蓋的已不僅是藥物，亦包括醫療儀器，「基金優
化後，可讓更多病人被納入安全網。」
曾女士去年12月確診第四期肺癌，癌細胞一度轉

移至腦部、脊骨及淋巴等部位，經東區醫院醫生建
議後採用標靶藥物阿來替尼作治療，雖效果最佳，
但費用高昂，且需長期服用，對她造成沉重的經濟
負擔 。
任職教師的她月入約6萬元，除了需要負擔孩子

的大學學費外，還要供樓，患癌後更要每月負擔5
萬元藥費，雖在成功申請基金資助後藥費減半，仍
所費不菲。
曾女士昨日向傳媒表示，標靶藥物有明顯的正

面作用，短短3個月讓其癌指數下降，腦腫瘤亦
從直徑接近2厘米縮小至半厘米，但藥物副作用

令她感到易疲倦，工作能力有如逐漸被「癌魔」
吞噬，現在仍處於停工階段。用盡一切方法延長
壽命的她表示，欲陪伴子女成長卻又自覺是家中
負累，甚至曾詢問主診醫生能否吃少一點藥以減
輕經濟負擔。
在措施優化前，曾女士每年需自付藥費18萬元，
政府資助額為42萬元，明年起措施優化後，若其財
政狀況不變下成為持續申請人士，其每年所付藥費
將減至13萬元。曾女士說：「很多時候社會福利無
法照顧到中產階層，是次優化措施對我們這些中產
家庭而言猶如救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新民黨昨
日公布「醫院管理局港島東及港島西聯網合
併」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逾半（53.8 %）受
訪居民並不知道「聯網合併」一事；71.7%
定期使用公立醫院服務的受訪者擔心，合併
會影響未來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新民黨立法
會議員陳家珮表示，港島東及港島西醫院聯
網的合併影響深遠，不少市民以至聯網內的
醫護都對合併感擔憂，認為有關部門不應倉
促合併聯網，應先充分諮詢及解說。
醫管局早前指出，按最新人口推算估計，港

島東、西醫院聯網服務地區的人口在未來將減
少至約100萬，整體服務需求會下降，因此計
劃將港島東、西聯網合併為一個聯網。
新民黨於上月6日至20日透過實體問卷及
網上問卷成功訪問1,919名港島及離島區（不
包括大嶼山）市民，結果顯示69.3%受訪者
有定期使用公立醫院服務。他們當中，
71.7%擔心合併會影響其未來使用公營醫療
服務。而在不定期使用公立醫院服務及使用
私營醫療服務的受訪者中，亦分別有48.7%
及51.1%表示憂慮。

陳家珮表示，醫管局至今未能向市民清楚解
釋聯網合併的好處，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也未
有清楚交代合併細節，「現時所有有關合併的
公開資訊都只能從立法會上獲取，是次調查結
果正反映市民不清楚合併安排，並對此感到擔
憂。」她又指早前到東區醫院考察時，亦有不
少院內的醫護對合併感憂慮。
據她了解，該院已收到約逾3,000封醫護電

郵表達對合併的憂慮，建議特區政府公布更多
合併詳情，同時加強向公眾及醫護人員解說。
陳家珮強調，施政需經過內部醞釀，充分

諮詢市民意見，促請特區政府先充分諮詢及
解說。

港島東西聯網研合併 逾七成用戶憂影響服務

◀左起：東區醫院臨床腫瘤科顧問醫生陳娟、曾女士、宋
崧、潘綺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