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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逾百商戶意見
市建局：花墟重建加強特色

【大公報訊】市區重建局近日啟動
旺角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社會上
有意見擔憂重建令花墟失去特色。市建
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表示，
啟動前已委聘顧問走訪花墟超過100間
花店或相關經營的店舖，規劃時已考慮
營運者及市民意見，目標是加強花墟特
色和氛圍。

改善經營環境 增加發展空間
韋志成稱，顧問成功訪問超過60名

花店營運者、700多名到訪花墟的市
民，發現營運者面對三大問題，包括缺
乏足夠的空間擺放貨物、欠缺上落貨位
置及泊車位不足，有超過一半受訪的花

店營運者認為，現時花墟欠缺可以擴充
業務的機會。

韋志成稱，市建局規劃為花墟創造
容量，包括塑造花墟道及太子道西以外
的 「第三條花墟步行街」 ；在開展項目
後，亦會落區向商戶逐一講解項目，了
解他們對過渡經營安排和回遷的意願和
需要，以便制定下一步方案，共同推動
改善花墟經營環境，延續花墟特色和氛
圍。

他認為，以偏概全的將 「重建」 與
破壞或消滅地區特色畫上等號，卻忽視
花墟營運者面對的問題，以及花墟長遠
可持續發展需要的言論，欠缺前瞻性的
視野，對香港長遠發展並無益處。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政府自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服務，現
時每名年滿65歲的合資格長者可獲資

助2000元醫療券。衞生署數據顯示，全港共
有160.9萬名長者曾使用醫療券，佔合資格
長者約98%。

為打擊濫用醫療券情況，政府過去五年
共轉介319宗個案予警方，不少家屬在長者
過世後繼續以其身份申請醫療券；另有9名
醫療服務提供者被取消參與醫療券計劃的資
格，包括找其他人士為長者做化驗而被舉報
等。衞生署提醒市民正確使用醫療券，已登
記的醫務工作者應親身提供醫療服務。

現時，每名合資格長者的醫療券
累積金額上限為8000元，可用於支
付西醫、中醫及牙醫等私營基層醫療
服務。目前全港有163.8萬名合資格
長者，當中160.9萬人曾使用過醫療
券，佔約98%。申領西醫醫療券的
人數最多，2023年全年涉及約232.5
萬宗申領，多是用於治療偶發性疾
病，佔全部14類專科約41%；其次
是向中醫求診時使用醫療券，有
196.5萬宗。

去年申領32.8億 按年多7億
2023年全年涉及申領醫療券約

32.8億元，較2022年多約7億元。衞
生署首席醫生（基層醫療）林秋娟表
示，過去三年受新冠疫情影響，長者
很少出街，醫療行為較少，故醫療券
申領金額較少，去年社會逐漸復常
後，求診活動增多，長者可更靈活使
用醫療券。

為打擊非法使用長者醫療券的行
為，衞生署一直根據監察機制進行定

期和抽樣調查，署方表示，在2019
年至2023年期間，就例行查核、異
常醫療券申報及有關醫療服務提供者
的投訴，共向警方轉介319宗個案，
當中有兩名醫療券使用者的家屬因盜
用他人身份證作出醫療券申報，分別
被判監禁一個月，緩刑12個月，其
中一名家屬同時被判向衞生署償還有
關醫療券申報的金額。

同時，截至去年12月底，衞生
署向相關專業管理局或委員會共轉介
了74宗懷疑涉及專業失當個案，涉
及37位醫療服務提供者。衞生署高
級醫生（醫療券）黃建豪表示，曾有
醫生沒有親身提供醫療服務，找其他
人士代為長者進行化驗，被長者家屬
舉報後承認其行為，個案轉至所屬專
業委員會後，被認定專業失當，被取
消參與醫療券計劃的資格。

9服務提供者涉失當被撤資格
截至上周三（20日），衞生署

已取消了9名有關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參與醫療券計劃的資格。
林秋娟表示，醫療券涉及公帑使

用，衞生署會持續以嚴謹有效的措施
監察，絕不會姑息懷疑詐騙、不恰當
使用醫療券的情況，同時會在各區派
發傳單，向長者講解醫療券的正確使
用方法，提醒市民正確使用醫療券，
已登記的醫務工作者亦應親身提供醫
療服務。

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於去年11
月開展，長者在同一年度累計使用至
少1000元醫療券於特定基層醫療服
務，醫健通系統即自動發放500元獎
賞至其醫療券戶口，至今有8.3萬名
長者已獲獎賞，當中1.9萬人已使用
獎賞。

至於現時資助的2000元醫療券
金額是否會調整，林秋娟表示，香港
人口老化日趨嚴重，獎賞先導計劃已
變相將金額再提升500元，當三年先
導計劃結束，按長遠財政負擔，以及
看是否能夠真正切合長者需要再作探
討，強調要保證公帑的可持續發展。

濫用醫療券 五年319個案轉介警方
有家屬冒認過世長者續使用

政府逐
漸擴展長者

醫療券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適用範
圍，上月將七間醫療機構納入 「長
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包括
廣州、中山、東莞及深圳的五間醫
院，以及深圳的兩間牙科機構，預
計各試點於今年第三季起陸續開展
計劃，讓合資格長者有更多選擇。

衞生署首席醫生（基層醫療）
林秋娟表示，計劃公布後已經開
始各項對接工作，包括已與各擴
展的醫療機構進行線上會議，探
討未來在財務、系統等方面的對
接、聯絡具體哪些科室能夠使用
醫療券，並向他們深入講解醫療
券的使用。

此外，衞生署邀請該七間機
構的人員於本月8日前往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由港大深圳醫院人
員分享醫療券計劃推行經驗，幫
助對接工作更加暢順。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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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西 醫：232.5617萬宗
中 醫：196.5635萬宗
牙 醫： 33.1342萬宗
總 計：500.2227萬宗

總金額：32.81381億元

跨境捐贈器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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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西 醫：195.4032萬宗
中 醫：164.7630萬宗
牙 醫： 28.8532萬宗
總 計：417.9057萬宗

總金額：25.76811億元

2021年
西 醫：191.7943萬宗
中 醫：154.2578萬宗
牙 醫： 30.8343萬宗
總 計：411.6252萬宗

總金額：25.55612億元

2020年
西 醫：195.7092萬宗
中 醫：137.6436萬宗
牙 醫： 24.6844萬宗
總 計：384.7209萬宗

總金額：21.53165億元

2019年
西 醫：295.2153萬宗
中 醫：163.3532萬宗
牙 醫： 31.0306萬宗
總 計：525.7461萬宗

總金額：26.6591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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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撐照顧者 800人跳舞創世界紀錄

37歲男急需換肝 醫管局向內地申器官配對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

瑪麗醫院一名37歲男病人因肝臟嚴重
衰竭，腎功能亦嚴重受損，急待換肝
續命，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總監陳
智仁昨日表示，最理想情況是在一星
期內為病人覓得合適器官，並進行移
植手術，若過了黃金期，或會感染或
腦受損，屆時手術風險高，即使成功
移植也未必能百分百康復，又指政府
已向內地遞交申請器官配對機制，正
等候內地答覆。

移植黃金期僅餘一周
陳智仁表示，病人比較年輕，醫

護團隊希望有多一個機會，因此請示

醫管局並得到政府各部門極力配合向
內地申請，若內地有合適器官而當地
又沒有合適的病人，希望內地能考慮
跟香港的病人配對，最理想是不超過4
小時將器官運到香港，確保質素保存
得最理想。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
示，病人目前情況相當緊急，急需移
植器官才可延續生命，前年已經有女
嬰成功獲配對內地器官並移植成功，
而兩地現時未有恆常機制，希望有進
一步發展，令跨境措施可以做得更順
暢。他指出，器官由獲取到移植必須
短時間內運送，牽涉兩地醫療系統、
海關及執法人員的配合，長遠建立恆

常機制會比較理想。
醫務衞生局前日回覆《大公報》

查詢表示，當局與醫院管理局正持續
積極地與內地有關單位探討恆常化器
官移植互助機制，互助機制將採用第
二層分配機制，即當內地或香港特區
有一些離世者捐出的器官，無法在兩
地各自制度下成功配對時，即沒有當
地病人適合接受移植，跨境互助機制
才會啟動。現時當局正擬議相關運作
細節，包括確立一致的技術層面要
求、準則及流程，確保捐贈器官能安
全、合法、公平、公正地應用於最有
需要的病人身上，為輪候名冊病人帶
來多一點重生希望。

▲逾800位來自各區的照顧者和基層家庭參與一起跳舞活動，成功刷新SDG可持
續發展世界紀錄。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掃一掃有片睇

一名急
需換肝的37
歲男病人正

在瑪麗醫院
留醫，情況危殆，醫院管理局前日（23
日）作出緊急呼籲，希望市民踴躍支持
器官捐贈，並表明除積極在本地為病人
尋找合適肝臟外，亦已通過政府向內地
尋求協助。

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示，長遠而
言，在跨境捐贈器官上，我們要有一個
恆常機制。

在沒有機制之下，前年一名女嬰獲
得內地合適器官成功移植，正是兩地醫
療緊急應變下共創的奇跡。當時20多個
部門同時啟動緊急應變程序，只要其中
一個環節出狀況，都不可能在極短時間
內完成運送器官手續。

器官移植是一項與時間競賽的工
作，稍有拖延，都影響手術效果。香港
鼓勵本地捐贈器官的同時，考慮到器官
配對的難度，有必要研究設立跨境捐贈
器官恆常機制，免除事事透過緊急應變
程序才能解決的跨境器官捐贈難題。

擴展計劃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道：
為響應政府呼籲社會各界關注照顧
者，時代德毅能體育會等機構昨日在
大埔科學園舉辦 「齊撐照顧者行動」
跳躍舞動SDG世界紀錄活動，超過800
位來自各區的照顧者和基層家庭參與
一起跳舞。有參與者表示，透過今次
活動，感覺和社區連結在一起。

活動由時代德毅能體育會、金銀
業貿易場慈善基金、覺行念慈基金會
聯合發起，現場設有舞蹈、瑜伽、地
壺球等十項運動攤位遊戲，還有青少
年花式跳繩和管弦樂隊表演，參加者
反應熱烈。

參與者：感覺和社區連結在一起
超過800位來自各區的照顧者和基

層家庭，在科學園金蛋下一起跳 「開
花舞」 ，大約20多分鐘，大會宣布成
功刷新SDG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大
會表示，除了現場大送精美環保禮品
給參加者外，大會亦相應送出1000個
愛心飯盒、湯包、免費洗牙服務等予
1000個基層家庭及長者。大家一齊
做慈善，關心社會上的其他人士，達
至三贏。是次活動的受惠者來自新家

園協會及非政府機構的服務受眾。
宋小姐需獨力照顧有智力缺陷的

兒子，她說母子二人最常去的地方便
是家樓下，出遠門玩耍的次數少之又
少，生活感覺 「透不過氣」 。這天帶
兒子到科學園參加活動，可以和有相
似經歷的家長們交流，兒子能和更多
同齡小朋友一同玩樂，感覺和社區連
結在一起，可以 「喘一口氣」 。

來自基層家庭的潘小姐，昨日帶
一對兒女到場參與活動，感覺親子關
係更緊密。她說平日疲於生計和照顧
兒女，有時回到家對兒女表現不耐

煩，親子關係有嫌隙，這天大家一起
在場體驗親子活動，感到 「在開心中
修補關係」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致辭時
表示，政府關心照顧者，去年九月推
出 「齊撐照顧者」 行動，樂見民間機
構響應號召，支持和關懷照顧者。

孫玉菡呼籲，
照顧者可撥打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
線182183尋求幫
助，有信心一打就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