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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各成員城市加強新發再發傳染病
的防控，在信息通報、病例轉運、隔離救治
、人員追蹤、實驗室檢測、感染控制以及新技
術研究等方面開展更加緊密的交流與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台盟廣東
省委會主委張嘉極今年帶來了 「關於建立粵港
澳大灣區傳染性疾病一體化防控體系」 的提
案。

張嘉極引用一組數據稱，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常住人口超過6900萬。 「有必要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建立區域性傳染病醫療研究中心和大
灣區傳染病實時監測平台。」 他還提議，擴大
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規模，邀請粵港
澳大灣區各成員城市列席會議，加強三地新
發再發傳染病的防控等方面開展更加緊密的
合作。

協商新型「健康碼」互認
「這次疫情表明，公共衛生安全正呈現區

域化的態勢。公共衛生安全防治也應該納入區
域合作框架之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英
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
該盡快實現公共衛生安全信息共享。

不少代表委員關注大灣區互聯互通的數字
化防疫措施。疫情期間，來自大灣區內地城市
的市民，僅需要亮出 「健康碼」 ，便可以暢行
大灣區。然而，香港的健康碼、健康證明、檢
測結果互認機制和內地仍未完全打通。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意得集團主席高佩璇告訴記
者，在疫情逐漸受控後，大灣區可協商建立互
認新型 「健康碼」 。她指，廣東省1.15億常住
人口中，只有確診患者1500多人，比例不算高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個關鍵是人流、物流
、信息流、資金流，而疫情阻礙了人流。 「當
疫情過後，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思考，如何面對
未來公共衛生風險，建立一個一體化防止傳染
病體系，並設計一個常態化的口岸防疫並暢通
的制度。」

灣區健康數據加快共享
記者了解到，廣東近期也開始部署一系列

行動，包括推動大灣區內衛生健康數據交換共
享，成立粵港澳傳染病聯合實驗室，人才培養
合辦醫院等項目加快落地。廣東衛健委近日陸
續在對廣東省政協委員的回函中，透露了廣東
正加快打通灣區內健康數據交換共享。廣東省
衛健委表示，將繼續強化粵港澳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信息互通和共享機制，每年定期召開粵港
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

對於粵港澳三地 「健康碼」 互認的提議，
廣東省衛健委也作了解釋，稱積極探索粵港澳
健康碼互認、醫學隔離互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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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11城之間有行政邊界之分

，然而，病毒的傳播卻是不分
邊界的。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

如何加強大灣區內重大傳染病聯防聯控
，成為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的關注焦點。
今年的疫情敲響了警鐘，三地需進一步
加強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互通預警
機制。有代表委員建議，有必要建立灣
區11城共同參與的一體化傳染病實時監
測平台，及時掌握傳染病變化趨勢，協
商建立互認 「健康碼」 ，利用大數據分
析開展疾病評估預警。

一體防控傳染病
一碼暢行大灣區

代表委員籲實時監測疫情 安全信息互通預警

中醫在
此輪抗擊新
冠疫情中發揮
了至關重要的
作用。今年兩
會期間，不少
廣東省和香港醫
療界的代表委員
不約而同地提出
了加強灣區中醫
藥合作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民
盟廣東省

委副主委、
廣東省中醫院

副院長盧傳堅（
見圖）針對灣區聯

防聯控措施，建議設立
「健康灣區」 的中西醫結合
傳染病定點收治醫院和研究
院。

在中醫領域潛心專研三

十多年的盧傳堅，早在去年全國兩會上
就提交了 「將中醫藥科技創新納入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戰略部署」 的提案。她高
興地告訴記者，目前提案已得到國家相
關管理部門的回應和採納，並取得一批
落地成果。

三地高校攜手科研
盧傳堅透露，目前廣東省科技廳、

廣州市科技局都專門設立粵港澳科技合
作專項，粵港澳大灣區聯合實驗室遴選
也正在進行中。而另一個由廣東省中醫

院牽頭，香港浸會大學、澳
門大學等港澳高校參與共建
的大灣區中醫藥創新中心項
目，將開展 「臨床─基礎─
產業化」 全鏈條科學研究。

記者了解到，目前香港
特區政府已將中醫藥納入醫
療系統，並籌備興建香港首
家中醫醫院。

記者 盧靜怡

隨着大灣區規劃推進，北上到大灣
區生活、工作和養老的港人越來越多。
不過，跨境醫療對接問題仍是困擾港人
北上的一道坎。 「就醫信息對接、醫保
費用報銷、醫院救護車跨境轉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事長
孟麗紅（見圖）指出，目前港澳居民要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看病，仍
面臨不少障礙。

祈福集團在廣州興建
了大型社區和醫院，孟麗紅
親身了解到大灣區跨境醫療
服務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為此，她今年提交了 「
關於深化粵港澳醫療服務對
接」 的提案。她提議，應建
立以港澳身份證為主，其

他證件為輔的大灣區醫療信息系統。
系統可對港澳居民在內地就醫進行直
接記帳，並共享醫療文書，供報銷
之用。

拓展港澳醫保保障地域，擴大對大
灣區醫院的覆蓋也是孟麗紅的建議之一
。她表示，目前香港實施的 「自願醫保

計劃」 、 「長者醫療券計劃
」 和澳門居民參加珠海醫
保給港澳居民到內地就診
享受醫保待遇帶來很好啟發
。為此，可鼓勵把 「長者醫
療券港大深圳醫院計劃」 拓
展到大灣區指定的醫院，允
許內地醫院經認定成為該計
劃的醫療服務提供商。

記者 盧靜怡、胡若璋

疫情初期，口罩等防護物資嚴重供
不應求。小小口罩千金難求的窘境，至
今仍讓人心有餘悸。疫情過後，遇到疫
情和緊急狀況，醫療防護物資如何確保
供應，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代表委員的關
注焦點之一。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聯
會榮譽會長林淑儀建議，大灣區各地政
府應加強聯防聯治機制，共同建立資源
裝備補給制度，中央政府特別加強對
醫護設備的管理，規定每個省市都應
保持6個月防疫物品儲備，以穩定市場
供應。

大灣區人口流動性大，疫情對各地
政府均造成壓力。香港工聯會全國人大
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各地政府共
同建立資源與裝備補給制度，切實做好
口罩及醫療用品緊急時期應變方案。此
外，工聯會還建議，可規定每個省市都
設立相應的物資生產線，減省跨省調動
物資時間。

大灣區還有不少代表委員同樣關注
物資儲備情況。有着多年醫衛系統管
理工作經驗的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廣
東省委會副主委、廣州市政協副主席

陳怡霓提出將公共衛生應急物資儲備納
入國家大應急管理體系的建議。 「這樣
能實現一呼百應、物資召之即來的管理
效應。」

「應急儲備物資數據不聯網、不共
享會帶來物資家底不清、重複儲備、不
同部門間物資無法調動等問題。」 陳怡
霓還提出，要數字化、信息化手段實現
應急物資高效管理，應當推進應急倉庫
管理全面電子化。 「只有這樣，才能確
保緊急狀態下無障礙調動各級物資，提
高調動效率。」 記者 盧靜怡

•建立醫學人才進修和
培訓基地，促進港澳青
年專家前往內地交流和
執業

•建設港澳醫藥衛生從
業人員創業就業基地，
規劃創建醫學園區（醫療
中心），鼓勵港澳服務提
供者來粵獨資辦醫

•組建醫養結合戰略合
作聯盟，鼓勵社會力量
創辦粵港澳大灣區醫養
結合機構，為粵港澳居
民在內地養老就醫提供
便利條件

•開展互聯網＋醫療及
中醫藥醫療、科研、教
育、產業等合作，推動
中醫藥產品繁榮發展

•開展衛生與健康領域
的法治交流合作

•拓展粵港澳健康產業
發展空間

•加強信息互通和知識
產權保護，建立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應對和重大
突發事件緊急醫療救治
、傳染性疾病等防控合
作等

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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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儲備防疫物資 穩定市場供應

粵港澳建中醫藥創新中心

設跨境醫療系統 共享就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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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20 年，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剛邁入第
二年，即要面對一張
複雜的考卷：在重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
前，大灣區需要怎樣
的聯防聯控機制？在
複雜的國際輿論環境
下，大灣區需要怎樣
的愛國主義教育？在
疫後 「新基建 」 的風
口中，大灣區企業需
要具備怎樣的技能？
站在這樣一個特殊的
時間點上，大公報今
起推出《灣區新動力
》系列專題，採訪全
國兩會的代表委員，
從醫療、教育和經濟
三個領域分析解構灣
區未來建設。

▼▼廣州推行廣州推行 「「穗康碼穗康碼」」 ，，與國家與國家 「「防防
疫健康信息碼疫健康信息碼」」 、、省省 「「粵康碼粵康碼」」 對接對接
，，實現實現 「「一碼通行一碼通行」」 ，，可在景區可在景區、、公公
交交、、地鐵等多場景應用地鐵等多場景應用 新華社新華社

▶▶近年不少北上就業近年不少北上就業
的港人選擇在廣東退的港人選擇在廣東退
休養老休養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科研人員在粵澳合作中科研人員在粵澳合作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實驗室進醫藥科技產業園實驗室進
行實驗行實驗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港大深圳醫院港大深圳醫院
內內，，醫護人員正醫護人員正
在進行術前準備在進行術前準備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灣區要建立
防疫物資補給制。圖為工人在深圳
一間口罩生產廠內工作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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