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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是立法會「放暑假」的日子，對我來說卻是與業

內同事相聚交流的絕佳時機。本月初，我牽頭的香

港醫療衞生界七一專題研討會集合了超過 30 個醫

療衞生團體；月中的醫療衞生界政策討論會，更成

功邀請包括醫生、中醫師、護士、藥劑師、營養師、

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

家、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聽力學家在內的近 30位同事齊聚一

堂。 

基層醫療的統合發展需要醫療衞生各個專業互相協作又各施所長，共

同服務市民。我樂見各行業進行面對面交流，共同為醫療發展的整體

佈局獻計獻策。是次交流是個起點，為跨專業醫衞界評議搭建平台邁

出一步。 

 

 

七一專題研討會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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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 

7 月 8 日 - 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 促請局方統籌精神健康社區醫療體系； 

- 擴展 Shall we talk網站服務，提供進一步轉介服務； 

- 加強與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的溝通，並將職業治療師和家

庭醫生加入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 

- 應為護士學生提供足夠實習學額，及將登記護士的實習

範疇擴展至安老院舍和社區醫療設施。 

7 月 21 日 - 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 不應以英語教學作為特別註冊委員會評審非本地醫學

課程的一項準則； 

- 在專家委員會中加入中醫師； 

- 本地兩間醫學院或可考慮在課程中加入中醫基礎理論。 

 

由醫務衞生局籌建的地區康健中心和地區康健站陸續投入使用，這無疑是一個好的開始。若未來

能合理統籌社區內的家庭醫生、中醫師、藥劑師、護士、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等醫療衞生

專業人士共同照顧出院病人及病情穩定人士，提供便民基層醫療服務，將大大有助於分流公院病

人，緩解公立人手短缺的問題，亦方便市民就近享受社區基層醫療服務。我期待政府可以向著這

一目標推進。 

 

第五波疫情中，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成為重災區，其人手短缺問題令人關注。本地數間護士學校

均希望增加學生名額，唯過往學護的醫院實習名額相當緊拙，醫管局收費對護理院校構成財政壓

力。所幸醫管局在我們質詢後口頭承諾對接收護士學生的實習申請將來者不拒，更將研究免除實

習收費。 

 

根據護士管理局所定規例，登記護士學生須於醫院內科或外科完成全數 1600 小時的實習，不能

以社區實習（例如安老院舍）代替，我認為這一要求有待商榷。試問在學習階段未接觸過安老院

舍和社區醫療的學生，畢業後怎會選擇投身這些完全陌生的領域？除了護士人手，為安老院舍住

客提供個人照顧的護理員和保健員人手多年來捉襟見肘。政府應優化安老服務業職業資歷階梯

和晉升機會，減少人員流失。 

https://youtu.be/VaDHqWSbxVY
https://youtu.be/NDgT8rZsOME
https://youtu.be/VaDHqWSbxVY
https://youtu.be/NDgT8rZ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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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於 2016年 12月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認証言語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聽力學家及營養師五個專職醫療團體。這一認證屬自願性質，未有於認可專職醫

療團體登記的人士亦可使用專業稱謂執業而不受規管。市民在需求相關服務時，難以辨識服務提

供者是否已做登記，若出現糾紛，便求助無門。先導計劃已運行了超過五年，早應該向法定註冊

制度邁開步伐了。新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不能讓醫護同業繼續兜圈，了無出路。 

 

目前，能夠加入醫健通、合理存取電子健康記錄的醫護機構包括牙科診所、醫療診所、護養院、

私家醫院、已聘用登記醫護專業人員的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中醫診所等其他醫護機構被排除在

外。如要最大限度發揮電子病歷的作用，除了做到一人一病歷，還應允許各醫療專職行業的服務

提供者根據需要查閱病人病歷、了解其病史。管理重點在於確保病歷數據安全、能充份保障隱私

和容許資訊按醫療需要合理存取，讓科技和資訊為病人服務。 

 

7 月 26 日，我與幾位議員一同會晤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關注

疫情下基層通關需求並聽取意見。問題重點在於名額，名額關

鍵在於檢疫酒店。以現時疫情狀況而言，免檢疫往返內地言之

尚早，但理順和簡化過關檢疫措施事在人為，例如可探討讓準

備過關的人士提前數日開始每日做核酸檢測，或在香港隔離設

施進行「閉環管理」，以縮短在内地的隔離時間。 

 

有賴各方支持，我的第一個地區辦事處已正式

入駐銅鑼灣。落地社區，為的是推廣社區醫療概

念，貼地服務市民。因應第五波疫情反彈，推廣

長者和幼童接種疫苗仍然是我們的重點工作；

為配合醫管局推出之新冠病毒病遠程醫療和藥物配送服務，我們將協助有需要的市民安裝 HA 

Go 手機程式。歡迎灣仔區的朋友多多來我們的地區辦事處交流！ 

 

銅鑼灣地區辦事處 

社區主任 莫繡安女士（Ruby） 

地址: 香港銅鑼灣糖街 3 號銅鑼灣商業大廈 14 樓 14A05 室 

電話: 3797 3434   傳真 3797 3433   WhatsApp: 5939 3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