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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撐台胞個體戶創業 經營範圍擴至122領域

特首代表港人鞠躬歡迎領隊指中西醫結合治療成熟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雷
海潮16日在深圳為隊員送行時提出了
四句囑託。他說，看到各位精神飽
滿，感覺這一次的出征，必將會取得
圓滿的勝利，大家是充滿必勝的信心
的。
雷海潮指出，這次香港的疫情比較
嚴峻，各位身上都肩負着非常重要的
使命和責任。這一次大家入港，囑託
四句話：
第一句話，要加快熟悉環境。香港
是祖國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儘管內地現在也面臨
着一些地方疫情反彈的嚴峻形勢，但
是香港的疫情更複雜、更嚴峻，所以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來，請求內地醫護
人員去幫助，我們毫不猶豫地給予支
持。「香港在醫療政策和一些流程方
面會存在一些差異，你們的工作習慣
將會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希望你們到
香港後盡快的熟悉香港的政策法規和
流程，掌握有關的技術要求，更好地
為香港居民提供服務。」
第二句話，希望大家要加強團結。
這一批的醫療隊員主要是從廣東省籌
建組成，來自不同的地區和醫療機
構，抵達香港後，要和香港的醫護人
員做好工作方面的協同配合。
第三句話是加強服務。去了香港工作
之後，將會面臨着繁重的醫療救治和臨
床護理等方面的重任。大家所承載的，
也是全國醫務工作者的囑託和希望。
一定要注意加強醫療服務，要把自己
的抗疫經驗和耐心周到的熱情服務送
達到香港居民、香港患者的身邊。
第四句話是請大家要加強安全。因
為大家從事的是具有高風險的操作和
診療活動，風險隨時在身邊。這一次
大家入港工作，要做好長期工作的思
想準備，一定要嚴格按照規範操作要
求來處理每一個細節。

由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派遣的援港

醫療隊共300名隊員，16日下午經香園圍口

岸抵港。這300名內地援港醫療隊員來自廣

州、佛山22家公立三甲醫院，分別來自感

染、呼吸、心血管、重症、中醫等領域，專

業經驗豐富。領隊表示：「每個醫院都派出

了自己在疫情防控中最優秀的精英來，拿出了最好的家底來支持香港。中西醫

結合的創新療法越來越成熟有效。 」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

副主任尹宗華等到口岸迎接。林鄭月娥衷心感謝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力支持，

鞠躬歡迎新一批內地醫療隊員抵港工作，深信香港一定可以打贏抗疫這場戰

役。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盧靜怡、黃寶儀、帥誠

今年5月26日，對於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

念醫院護師蘇銘葉來說是一個重
要的日子，原本她計劃在那一天
披上婚紗，與戀人步入婚姻殿
堂。不過，當她接到援港醫療隊
即將啟程赴港的消息並默默計算
了日期之後，隨即與未婚夫商量推
遲婚期。16日，蘇銘葉隨內地援港醫
療隊出發，登車之前未婚夫拉着她的手一再
叮囑「做好防護，我等你回來。」（見圖）
應香港政府要求，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此次又有15名隊員出發馳援香港，「五月新
娘」蘇銘葉是其中之一。當國家和「小家」出
現衝突，蘇銘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國

家需要我的時候不多，日後回來還可
以選一個好日子結婚，而且香港
是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
的處境牽動着我們的心。」
不過，婚期本來是雙方父

母千挑萬選出來的日子，大家
都為了婚禮做了很多準備工
作，置辦了用品且預定了酒店，

考慮到未婚夫及其父母的感受，蘇
銘葉把自己決定推遲婚期的消息告訴他

們時心情很是忐忑，「沒想到大家都特別支
持，還不斷安慰我說先安心做好工作，婚禮等
回來以後再辦。」蘇銘葉很慶幸自己遇到這麼
好的未婚夫和通情達理的準公公婆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廣佛援港 三百 抵埗精銳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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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蔣煌基 北京、福
建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6日在例行發布
會上透露，國務院台辦、商務部、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16日聯合印發《關於做好台灣居民在服務
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工作
的通知》（下稱《通知》），自即日起實施。台
胞申設個體工商戶的經營範圍由24項擴展至122
項行業領域，蔬菜、水果、食用菌及園藝作物種
植，焙烤食品、糖果巧克力及蜜餞製造，茶飲料
及其他飲料製造，寵物服務等均被納入。
朱鳳蓮表示，此次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相比之

下有兩個特點。

含飲料製造等熱門行業
一是開放行業大幅增加，由零售業、餐飲業、

紡織服裝及家庭用品批發、文具用品批發等24
項擴展到122項，涵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
122項行業中不乏台灣具有發展優勢、台胞經

營意願高的行業，比如蔬菜、水果、食用菌及園
藝作物種植，焙烤食品、糖果巧克力及蜜餞製
造，茶飲料及其他飲料製造，寵物服務，文化娛
樂經紀人，其他室內娛樂活動中的以休閒、娛樂
為主的動手製作活動，包括陶藝、縫紉、繪畫
等。「這將為廣大台胞特別是基層民眾、青年群
體提供更多就業創業、築夢圓夢的機遇和選
擇。」
二是開放地域進一步擴大，包含27個服務貿

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她指出，此次出台新的開
放措施，是考慮到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營
商環境優良、商貿服務業發展潛力巨大，台灣居
民到這些地區申設個體工商戶，可以分享政策疊
加帶來的更好就業、創業機遇，更有利於他們實
現個人更好的發展。
她指出，2022年3月1日《市場主體登記管理

條例》實施後，各類市場主體登記註冊更為便
利。台灣居民申請個體工商戶登記，只需到經營

場所所在地的登記機關，按相關登記註冊程序辦
理即可。

中藥世家台青：助手藝青年發展
「很意外這次開放的領域涉及中藥材種植，這

對我而言是很大的福音。」已經是六代中醫中藥
世家的台青張立齊興奮地說。「我們家族男丁從
小都要學習怎麼做中藥材，到我已經是第七代
了，我父親讓我今年回台灣接班。」在北京和福
建廈門兩頭跑的張立齊說，家族的中醫中藥事業
亦涉及中藥材種植和生產，「雖然不是高大上的
生物科技公司，但如今大陸開放的個體工商戶領
域涉及中藥材種植，對我的事業發展將大有裨
益。」
張立齊說，自己早已在大陸創業。相較個體工

商戶，公司主體的成本負擔和要求更為嚴格和繁
重。「以前針對台胞在大陸創業，會更傾向高科
技、高成本投入。但其實很多台青到大陸，資金

實力有限。如今開放台胞在服貿創新發展試點地
區開設個體工商戶，從政策層面，可直接解決台
胞，尤其是台青的創業需求。」

深圳台青：可更自由靈活創業
台青翁鼎鈞16日第一時間將通知和涉及的122

項開放領域發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與更多台灣
朋友分享。翁鼎鈞2019年正式「登陸」，在深
圳創業，公司主要涉及企業服務。已經落地大灣
區的翁鼎鈞，隨着事業的發展，今年也把事業拓
展到了廣州。
今次對台胞開放的領域，包括了軟件開發、信

息系統集成服務、信息處理和存儲支持服務、信
息技術資訊服務等方面，恰好與翁鼎鈞從事業務
相關。翁鼎鈞表示，大陸逐步擴大同等待遇，尤
其今次台胞可從事的領域進一步開放，能讓台灣
與目前開放領域匹配的產業年輕人到大陸發展，
在大陸更自由靈活創業。

在香園圍口岸，電子顯示屏上用簡體字打出
「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衷心感謝內地

醫療人員赴港支援防疫抗疫工作」等標語。下
午4時左右，300名內地隊員身穿印有「中國衞
生」字樣的深紅色背心、佩戴N95口罩，推着
行李箱和醫療物資，有序步行過關。林鄭月娥
和特區政府官員在口岸現場歡迎，向隊員們揮
手致意。

提升亞博館收治容量
在歡迎儀式上，林鄭月娥表示，衷心感謝中

央對香港特區的全力支持，非常歡迎新一批內
地醫療隊員抵港工作。她說：「每一位成員放
下自己手上的工作，暫時離開家人，在香港疫
情十分嚴峻時，來港參與救治病人的工作，表
示十分敬佩，他們體現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的無私精神和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我謹代表
特區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感謝。我深信有國家作
為堅強後盾，香港定能在各界齊心努力下，早
日穩控疫情。」

強將精兵同阻疫情蔓延
她又指：「這支抗疫生力軍將可以在短期內提

升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收治新冠病人的容量，提

升服務規模和照顧質素。此舉對加快整體病人流
轉、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至關重要。」
據了解，這300名內地援港醫療隊員包括46名

醫生、246名護士、6名放射影像技師和2名行政
管理人員，分別來自感染、呼吸、心血管、重
症、中醫等領域，專業經驗豐富。援港醫療隊員
們都是各醫院臨床一線骨幹，大多參與過多地的
疫情防控工作，大都熟練掌握粵語和英語。
擔任此次領隊的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

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表示，我們來到香港
支援抗疫工作，一起交流抗疫經驗，希望兩地
醫護人員，在特區政府統一指揮下，齊心協力
把香港疫情控制住，挽救更多危重患者的生
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
張忠德深耕呼吸急危重症、新發突發傳染病

救治工作33年，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貢獻了豐
富的中醫經驗。對於此次援港抗疫，他信心十
足：「兩年多來通過歷次抗疫的實踐，我們制
定了越來越成熟有效的中國方案，採取中醫、
中西醫結合的創新性治療方法，有效阻斷了普
通型向重症發展，重症向危重症發展，降低了
死亡率。同時中醫藥在治療輕症、普通型和無
症狀感染方面效果非常明顯，中醫藥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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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0人組成的內
地援港醫療隊經蓮塘
／香園圍口岸抵港，
特首林鄭月娥到場迎
接，並鞠躬致謝。

中新社

「五月新娘」未知歸期未婚夫「等你回來」

沙場老將兩年出征11次266天
「兄弟齊心，其利斷金！我

們這次過去，會盡全力幫助香
港戰勝疫情。」說這話時，德
叔再次展露出他溫暖的招牌式
微笑。作為此次醫療隊領隊，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
長張忠德已是第十二次出征各地抗疫。

作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專家，這
兩年德叔「不是在支援抗疫，就是在前往支
援的路上。」他先後馳援全國9個省份10個
城市，11次出征共計266天，曾正面迎戰德
爾塔變異株、奧密克戎變異株。

德叔兩鬢花白，個子不高，略顯瘦削，即使
披上「中國衞生」衝鋒衣，也沒有顯得特別壯
實。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文弱的醫生，卻頂住
壓力，圓滿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出征重任。19
年前，德叔是抗擊SARS的英雄醫生，他不顧
個人安危，衝鋒陷陣，不幸感染，一度呼吸衰
竭，寫了遺書。兩年前的除夕夜，新冠疫情爆
發，他又義無反顧地奔赴武漢支援抗疫一線，
奮戰了整整73天，瘦得整個人都脫了形，直
到疫情有所緩和。後來，新冠疫情在內地多地
爆發，德叔又一再逆行出征。

德叔帶隊隊員自信從容
連續奔波，換來的是對病毒更深入細緻的

了解，以及中西醫融合越來越成熟有效的
「中國方案」。德叔笑稱，出征武漢前，還
曾因為擔憂隊伍安全問題而輾轉反側難以入
睡，但此次出發前卻淡定從容了很多，「16
日晚睡得很好，因為有了這麼多次出征全國
各地抗疫的經驗，對這次出征有底氣，對於
幫助香港控制疫情有信心。」

久經沙場的老將對待出征前的一切準備工
作，仍然一絲不苟、親力親為。在援港隊員
集結現場，德叔細心地為隊員們貼上名牌，

一遍遍地演練和交代防疫事宜，檢查物資裝
備，就像將軍上戰場前再細細擦拭長槍。

出發前，他拍一拍每個隊員的肩膀，或碰
拳頭，或豎起大拇指，為隊員加油鼓勁。這
批隊員不少都曾經跟隨他出征支援湖北。
「德叔就像個大家長，把我們當做自己的孩
子一樣。」廣東省中醫院（廣州中醫藥大學
第二附屬醫院）援港醫療隊隊員陳漢利告訴
記者，這次繼續由德叔帶隊，他們馳援香港
心情更加自信從容。

記者留意到，德叔隨身帶着一個灰黑色、
耐髒的舊款尼龍挎包，「這個包陪着我12次
出發，從武漢開始，沒有一次落下。希望疫
情早點過去，讓這個『中老年包』早日退
休！」

他的朋友圈動態最近一次更新，還停留在
2019年。顯然，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始終奮
戰在抗疫一線的德叔已經無暇關注社交平台
動態。期待此次援港凱旋，他也能回歸生活
常態，感受春暖花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領隊張忠德為隊員貼上醫院的識別標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打鼓嶺區居民在香園
圍口岸外圍夾道歡迎內
地援港醫護。

受訪者供圖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在中山
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援港抗疫醫療隊出征儀式
現場，一場簡單而溫馨的生日會同時進行。3
月16日，正是李依玲的31歲生日。醫院同事
和援港的戰友將李依玲簇擁在中間，向她送上
最真摯的祝福，讓本來想安靜度過生日的李依
玲倍感驚喜，也十分感動。
新歲的起始日總會讓人有時光匆匆流逝的焦

慮感，但對於曾經支援武漢的援港醫療隊隊員
李依玲來說，以一場新的支援行動來開啟新歲
更加有意義。在「戰友們」鼓勵和祝福的目光
中，李依玲許下「希望疫情早日結束」的生日
願望。「得知這次香港疫情形勢比較嚴峻、需要

支援的時候，我馬上就表態說可以去並隨即報
名，因為相對於其他有家庭有孩子的同事來說，
我的負擔沒那麼重。」李依玲說，在這一天出發
援港，勇氣和責任是她送給自己的「生日禮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同事和援港的戰友為李依玲（中）慶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

「「逆行援港就是生日禮物逆行援港就是生日禮物」」

◆◆台胞可申設個體工商戶的台胞可申設個體工商戶的122122項行業中項行業中，，包包
括動手製作活動括動手製作活動。。圖為一名台青圖為一名台青（（右右））在廈門在廈門
自己創業的瓷器塗鴉館內自己創業的瓷器塗鴉館內，，指導顧客指導顧客DIY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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