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公
立醫院輪候時間太長、買不起保險看不
起病、私家醫生太貴難以負擔……中聯
辦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探訪活動如
火如荼進行中，醫療問題成為市民屢屢
提到的高頻詞。

來自基層家庭的鍾女士，其父七年
前來港。 「父親家族有病史，他的哥哥
姐姐已離世。父親最近身體檢查結果顯
示已有肝硬化跡象，但令人無奈的是，
下次排期做全身檢查已是兩年後的2023
年。」 憂心忡忡的鍾女士，希望父親可
以盡快得到醫療支援，盡早展開必要的
檢查。

盼港人可參加內地醫保
「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太長！」 三年

前，林女士被診斷出胃血管內有一個肉
瘤；三年後，林女士終於見到了專科醫
生。苦盼三年，診治時長卻不到30分
鐘，而接下來需進行的胃鏡檢查尚有三
年之遠。 「私家醫院做一次普通檢查要
5000多元港幣」 的殘酷現實讓林女士卻
步，她迫切希望有關部門出台相關政

策，允許港人參加內
地醫保，減輕醫療負
擔，相信既能紓緩本
地醫療壓力，亦為患

者本人的健康帶來更強有力的保障。
「馬拉松式」 公立醫院排期輪候的

另一苦主應太，亦有不少煩心事：公立
醫院部分醫生責任心不強；病人排隊輪
候等幾年，見到醫生經常10分鐘左右就
結束；誤診、歧視內地來港新移民等不
愉快情況亦時有發生……

居住在西貢明德邨的瞿先生現已退
休，早前眼睛不適需就醫，卻被告知等
待專科排期需時五年。對於瞿先生來
說，私家醫生花銷太大實在難以負擔，
他非常期盼政府能夠增加醫療資源，並
提供必要資助。有感於長者無收入導致
難以維持自身醫療開銷的他，建議政府
在審核發放相關老人資助金時，考慮調
高入息門檻，為長者順利度過醫療難關
拆牆鬆綁。

公院醫生人手嚴重短缺
市民所面對的這些醫療問題，中聯

辦青年工作部員工落區時一一記錄在
冊。寥寥數語談的是看似家長裏短、生
活苦辣酸甜的 「小事」 ，折射出的，卻
是事關千千萬萬香港基層市民切身福祉
利益的 「大事」 。

市民街坊口中的 「醫療難」 ，正正
是本港公營醫療醫生人手嚴重短缺現狀
衍生而來的問題，改善公共醫療服務，

早已是擺在香港特區面前一道迫在眉
睫、刻不容緩的考題。一方面，特區政
府積極考慮為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另闢途徑，籌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
劃，另一方面，隨着中醫藥惠港政策的
出台，為中醫藥區域性發展帶來變局，
也為本港醫療的長遠發展帶來新的曙
光。

10月2日上午，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以及中聯辦協
調部一行多人，共同探訪兩間基層中醫
診所，了解診所經營情況，宣介中央和
特區政府的中醫藥政策並聽取意見建
議。參與訪談的中醫師們，希望加強對
年輕中醫師的培訓，特別是跟師學習；
加強中醫藥的科普宣傳；加強中醫藥的
循證醫學研究和闡釋；加快建設社區中
醫藥網絡；做好中醫藥市場推廣；將中
醫藥納入疫情防控機制；解決中醫師不
能轉介檢查化驗項目的問題；建議香港
首間中醫院應以中醫為主導；為香港中
醫師提供更多在大灣區執業的機會；加
強兩地業界交流等等。

善用國家中醫藥惠港政策
中青年中醫師們主動學習、努力提

高的拚搏精神，得到了譚鐵牛的充分肯
定。譚鐵牛鼓勵中醫師們抓住大灣區中

醫藥高地建設機遇，善用國家中醫藥惠
港政策，在更專更精、形成特色方面努
力探索，亦希望資深中醫師加強傳幫
帶，幫助青年中醫師加快成長。

「我們希望把 『根』 留住，留住中
華民族的 『根』 。」 這是中醫師張先生
的心聲。

18區康健中心擬納入中醫
「我自己進修了三年中醫課程，待

小兒子上大學後，從事中醫藥劑師的工
作。」 這是全職媽媽黃女士的未來職業

規劃。
對於本港中醫藥界未來發展，陳肇

始說，未來的中醫醫院一定會堅持中醫
主導，將在特區政府設立的五億元中醫
藥發展基金中設立人才培養項目，並在
十八區康健中心建設中將中醫納入。

譚鐵牛強調，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
港中醫藥發展，會在人才培養、兩地交
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和特
區政府都希望香港市民的生活更美好，
「業界有什麼困難，都可以提出來，我
們會盡力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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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需要她力量

中聯辦關心市民看病貴看病難

【大公報訊】
10月5日下午，香
港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來到位於上
環的香港島婦女聯
會，了解地區婦女
工作和生活狀況，
聽取地區婦女代表
意見建議。此次走
訪是中聯辦 「落區
聆聽 同心同行」
系列活動之一。

盧新寧聽取地區婦女代表心聲

創立於2005年的香港島婦女聯會一直致力於維
護香港地區婦女權益和身心健康工作。疫情期間，
該會開設的和美家庭之 「情緒疏導 音樂分享」 課
程，以音樂和歌聲紓緩女性情緒壓力，促進家庭生
活和諧。盧新寧觀摩了當日下午的音樂課堂，隨後
參加了座談會。在座的38名婦女代表來自港島各行
各業，有漁農、商販等基層市民，也有青年創業
者、中產專業人士和少數族裔代表。大家直抒心
聲，分享了各自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感受和困難。

盼社會各界給予平等機會
曾榮獲中國拍賣界最高榮譽 「金槌獎」 的金

鈴，如今服務於香港島婦女聯會。她說， 「目前整
個社會對婦女工作的重視程度和資源支持都有待加
強，基層婦女團體處境艱難是普遍性現象。」 她希
望特區政府能從資源、場地、人力等方面加大對基

層婦女團體的政策支持力度，並建議中聯辦加強引
領，提升婦女團體和代表人士國際發聲能力。

因幼時罹患眼癌而失明的蕭凱恩，是香港中文
大學音樂系首位視障畢業生，目前從事音樂教學和
表演工作。她說，殘障人士入學、就業、發展存在
較多問題，希望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能多給予平
等機會。自己會通過音樂演出、教學為社會帶來溫
暖和正能量，把 「impossible」 （不可能）變成
「I'm possible」 （我能行），也期待通關後能和

大灣區青年多交流。
「他們的起底和恐嚇反而更激起了我內心深處

的愛國熱情。」 在2019年 「修例風波」 中因發表愛
國言論被起底的梁湘，經歷風波後反而更加積極從
事推動社會共融工作。梁湘介紹，在修復社會撕裂
和推動人心凝聚方面，女性大有可為。為此，她
成立了 「一世界文化協會」 ，以中產專

業人士為對象，不定期舉辦漢服展示、中國電影導
賞等活動，她希望加強對此類文化團體的資源支持
和專業指導，以文化團結更多居港國際友人。

1987年來港定居的泰籍人士黃玉麗，靠着多年
打拚，如今在灣仔經營一家公司。多年來，她致力
於幫助來港的泰籍人士融入香港社會。她表示，香
港的少數族裔婦女普遍存在就業難、申請公屋難等
情況，希望通過舉辦國際共融日，改變 「共存不共
融」 的現狀，讓少數族裔盡快融入香港。

讓香港充滿更多真善美
聽完大家的發言，盧新寧感慨地說： 「香港

婦女真了不起！」 她表
示，香港750萬

人口中女性有408萬，佔到了半邊天還要多一點。香
港社會的發展進步，離不開女性的力量。婦女問題
解決好了，香港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半。而女性權
益和發展空間的擴展，取決於女性自身權利意識的
覺醒、社會觀念的進步和政府政策推動三個方面，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盧新寧最後引述中國民主革命
先驅孫中山先生的話說： 「世界少不了女人，若少
了女人，這世界將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
十的善，百分之百的美」 ，她希望香港新時代的女
性努力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踐行者、融入社區工
作的踐行者、弘揚傳統美德的踐行者和締造健康家
庭的踐行者，一起努力推動家庭和諧、社會共融，
讓香港社會充滿更多
真善美。

▲盧新寧副主任與基層婦女代表交流。▲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與 「情緒疏導 音樂分享」 課程學員合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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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落區聆聽民意，希望香港市民的生活更美好。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