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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醫療效率高 北上看病漸復常
港患者：檢查到開刀3日搞定通關半月完成3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康敬）香港區潮人聯會
癸卯年新春團拜聯歡宴會18日在港舉行，一眾
嘉賓與潮籍會員鄉親歡聚一堂，共商發展。聯
會表示，兩地已恢復全面通關，便利兩地人
員、商貿往來，聯會將組織多個考察團前往內
地各省市，定會把握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助力
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灣區機遇 助港融入大局
聯會會長吳家榮18日在團拜上表示，展望新

一年，聯會將團結會員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擁護基本法和「一
國兩制」方針，繼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
和諧，貢獻潮人力量。
他指出，兩地已恢復全面通關，便利兩地人

員、商貿往來，聯會定會把握大灣區建設的良
好機遇，助力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其後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將組織多個考察
團前往內地各省市，讓香港青年更了解國家發
展，把握機遇，展個人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冀潮籍鄉親參與灣區建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陳振彬在團拜上表示，香港區潮人聯會是香港
潮屬社團總會的重要地區會之一，過往一直積
極配合特區政府凝聚和諧社會。他其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提到，他剛從德國回港，這次
外出令他振奮，許多國家都看到了中國對世界
的貢獻。他希望潮籍鄉親可以與世界各地的親
戚講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重要地位，說

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共同參與大灣區建
設，為兩地全面通關後的經濟復甦、經貿蓬勃
發展，營造正面、積極的氣氛。
潮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曾曉佳特意來
港參加活動，並現場贈送一幅字「潮州府」
予香港區潮人聯會，冀望兩地更好地融合發
展。
香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王卉，香港
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中西區民政事
務專員梁子琪，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張雁伶，
聯會監事長胡池，創會會長陳登鋒，常務副
會長謝曉東和張詩培、周錦威，常務副會長
兼秘書長林其龍，以及眾多友好社團首長出
席活動，與會員鄉親共賀癸卯兔年新春，共
祝國家富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覽下
月10日起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為期十天。
今屆主題花是花形嬌美獨特的繡球花，大會
以「繡麗綻放、幸福滿載」為主題，配合盛
開的繡球花，打造出以四季為題的獨特園
境，令會場洋溢幸福浪漫的氛圍。燈光音樂
匯演更會於每晚7時半及8時半為園林造景打
造特別效果，別有一番景象。
繡球花原生於中國和日本，又稱洋繡球、
八仙花或紫陽花，屬繡球花科落葉灌木，品
種多達數十種。一簇絢麗的繡球花，當中小
花密布，聚合成球狀，宛如新娘手握的繡
球，洋溢喜氣洋洋的氣氛。
花展場內除展出繡球花和其他花卉外，更

有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機構悉心栽培的盆
栽、造型優美的花藝擺設，以及色彩繽紛的

園林造景。會場亦設有售賣花卉及園藝產品
的銷售攤位。大會在展覽期間同時舉辦多項
教育與娛樂並重的活動，適合一家大小參
與。

◆今年花卉展覽的主題花是繡球花。

港區潮聯將組團赴內地考察港花卉展下月舉行 繡球花盡展美態

目前廣州大部分三甲醫院
均已採取線上預約方式接診，對

於60歲以下患者，均需提前線上預
約才能到場問診。60歲以上患者可到
醫院服務窗口請醫護幫忙掛號，但一
般三甲醫院熱門科室難在當天預約
上就診號。建議香港患者提前在

手機微信小程式進行線上預
約，避免白行一趟。

1. 在微信小程式搜索想要就診的醫
院名稱（如廣中醫一附院、中山一
院、中山二院等廣州三甲醫院），
進入所選醫院頁面，註冊該院的醫
療賬戶。港人註冊時，需要提供內
地手機號碼，以及回鄉證／香港身
份證／港澳居民居住證號碼。

2. 註冊廣州三甲醫院的賬戶後，港
人可通過該醫院的小程式，選擇科
室、醫生等，按需預約醫生。最快
可預約當天的醫生，在線上預約醫
生需線上付門診掛號費用，需留意
微信或支付寶賬戶是否提前綁定銀
行卡或有足夠餘額。

3. 按約定日期抵達醫院，在服務大
廳打印候診號碼，到科室等待叫號
就診。

4. 看完醫生後，需到繳費窗口繳納
醫療費用和醫藥費，內地醫療機構
均可通過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繳納。
繳費後，港人可憑已經繳費的清單
到藥房取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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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揭開紗布那時，我的眼睛好像得到解
放一樣。」77歲的房伯笑言，自己戴

眼鏡戴了60多年，沒想到終於能重新恢復清
晰、明亮的視力。為房伯做手術的眼科主任俞
曉藝表示，房伯手術前右眼只能看清眼前30
厘米左右的物體，手術後，他的視力從0.03提
升到0.8，已經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搭高鐵到廣州求診
「這次來內地看病，最大的感觸是內地醫

療效率太高了！」復常通關後，過去短短半
個月，房伯已經在廣中醫一附院完成了骨科
手術及分別給右眼和左眼做的白內障手術。
去年12月患上坐骨神經痛，房伯在香港

看過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醫生判斷是脊椎
出問題，給他開止痛藥。「來回吃了五六種
止痛藥，雖然能緩解痛楚，但還沒有根
治。」
1月30日，房伯和太太搭高鐵到廣州求
診。「當日完成磁力共振及其他檢查後，第
二天出結果，顯示我有兩個關節錯位，還長
了骨刺，就馬上辦理住院。第三天醫生就安
排了手術，出乎意料的快。」房伯說，見腰
痛手術效果好，又馬上在醫院預約做白內障
手術，看到醫院效率高，房伯太太也預約了
相關手術。「現在可以出院了，周一到醫院
複診。」房伯開心地說。

癌症患者捧中西醫結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醫院腫瘤科室遇到了另一
個香港患者譚先生。譚先生患了鼻咽癌十多
年，此前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近年腫瘤病
情復發擴散到全身，我在香港公立醫院、私立
醫院都看過，西藥用得差不多了，香港醫生推
薦我來廣州試試。」譚先生認為，廣州的醫院
有中西醫結合的優勢，而且治療病例樣本大，
醫療經驗豐富，所以復常通關後馬上北上看

診。「這是我第一次到廣州看病，也是專程掛
了專家號看的。」

港人拖行李箱帶足整月藥
像房伯和譚先生這樣到廣州就診的香港患
者，在復常通關後迅速增加。廣中醫一附院
腫瘤中心主任曹洋教授表示，自1月8日後，
他每次出診都能遇到來自香港的患者，當中
有老病號，亦有慕名而來的新患者。「對於
腫瘤患者，香港是以純西醫治療為主，我們
中西醫結合的醫療特色是香港較少見的，所
以一直都有不少香港患者來醫院就診。」曹
洋教授說：「這段時間，從香港來的病人數
量增加了，他們多數都提着大行李箱來，每

次都要求開一個月左右藥，然後帶一大箱藥
物回去。」
俞曉藝醫生也表示，通關後，疫情前的香港
老病號也回來複診了。「疫情前，香港和外省
患者的比例一直在25%左右，近段時間香港患
者的數量正逐漸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廣
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藥藥房外，隔
着玻璃窗也能聞到中藥藥材特有的清香味。
不少患者提着大袋子排隊，醫護人員忙碌地
用褐色的牛皮紙袋包裝好一袋袋中藥，透過
窗口遞給前來領藥的患者。現場除了不少香
港病人外，還有來自香港的中醫師。
香港針灸學會副監事長、香港註冊中醫師
侯意豪出現在醫院大廳時，正提着一大箱行
李，背着背包在等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上前問詢，才發現她並非
患者，而是醫生。「我是特意來與老師見面
的，疫情期間很多中醫課程都要線上上課，

趁着通關了就趕緊上來拜訪老師。今天乘搭
頭班高鐵到廣州，搭尾班車返港。即日來
回，時間還算充分。」侯意豪解釋着說。

在港進修增值比較難
侯意豪在香港經營一家小型中醫診所，已

經在中醫行業工作30多年了，但在香港一直
比較難有進修提升的機會。「通關後有交流
學習機會我就馬上處理好香港的工作，來廣
州這邊學習。」侯意豪承認，要臨時放下香
港診所工作到廣州進修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情。
「因為香港診所仍然要交租，還有很多工

作要處理，進修期間的來回路費、時間都是
成本。但提升醫術水平對我們中醫師來說是
更為重要的事情。」她說，好不容易恢復通
關，當天早上8點鐘，她乘搭廣深港高鐵頭班
車赴廣州，準備晚上搭9點50分的尾班車回
香港。

兩地學術交流增便利
抵穗後，侯意豪首先到醫院拜訪老師，為
4月份的課程做準備。廣中醫一附院眼科主
任俞曉藝告訴香港文匯報，恢復通關不僅方
便了患者就診，也為兩地學術交流帶來便
利。

港中醫師：搭高鐵即日往返穗港 進修應診兩不誤

隨着內地和
香港恢復全面
通關，跨境醫
療又再重啟。
通關後一個多

月來，多所廣州三甲醫院出現了久
違的香港患者身影。到廣州三甲醫
院就診的港人各有理由，但促使他
們北上的一個共同原因，就是希望
在香港本土以外的醫療資源裏尋求
幫助。

與此相對的是，內地市民到香港
就醫的需求也隨着通關的到來逐漸
釋放。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資料發
現，雖然疫情3年令內地病人未能
來港接受治療，但過去3年香港綜
合腫瘤中心接獲的4,000多個線上查
詢中，仍有近20%的查詢來自內地
病人。正因兩地民眾就醫的需求，
在通關後不久，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便火速與中山一家醫院簽約進行長
期合作。

無論是港人北上就醫，還是內地
民眾南下問診，跨境醫療全面復
常，對兩地居民來說無疑是一件好
事，兩地市民都能得到更加豐富的
就醫選擇。

不過，筆者實地走訪發現，儘管
廣州不少公立醫院已經特意為港澳
患者開通了香港身份證或回鄉證等
註冊便利，但由於對內地醫院就診
流程不熟悉，大部分港人仍需要依
賴內地的親友幫忙預約掛號，甚至
陪診。兩地醫療資源的易得性和便
利性仍有待提升。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發布實施4周年的今天，港人
在大灣區內地三甲醫院擔任醫生已
經不再是新鮮事，港式醫療機構亦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遍地開花，香港
和廣東醫療機構合作項目也在不斷
增加。民間領域的就診便利性將是
通關之後一個亟待推進改善的重
點，若能做得好，將不僅給予病人
更多的希望和選擇，也將大大促進
大灣區生活圈的真正融合。兩地居
民「用腳投票」就診的同時，也將
促進兩地醫療資源的互補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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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香港市民比較信任內地中醫醫院的中西醫結合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眼科主任俞曉藝（左一）為剛完成白
內障手術的香港長者房伯做眼部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

院（簡稱廣中醫一附院）的眼科

住院部，隨着紗布揭開，剛做完

白內障手術的香港長者房伯看到

的世界瞬間恢復明亮。這是自內

地和香港復常通關以來，房伯在

廣州完成的第三次手術。截至2月

17日，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

後，已經有超過260萬人次的旅客經各個陸路口岸出入境。隨着粵港「雙城」

生活回歸，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醫院就診的香港患者人數正在增加。廣中醫一

附院眼科主任俞曉藝表示，他接診的四分之一患者來自港澳及廣東省外地區，

香港患者數量在最近一個月保持增長。同一家醫院的一位腫瘤科醫生則表示，

復常通關後，每次出診都會碰到提着行李箱就診的香港患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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