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健康快車」內地醫眼疾
覆蓋9省區 惠及1.2萬貧困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華健康快車2016

光明行發車儀式暨全年工作發佈會」24日在北京舉行。健康快車

創會主席方黃吉雯在會上表示，今年將有4列健康快車開進內地9

省區，惠及1.2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其中，第一列車「香港光

明號」將於 4月啟程，赴安徽阜陽和重慶酉陽，助當地患者重見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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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黃吉雯表示，今年的4列健康快車火車醫院將分別奔赴安徽阜陽、重慶
酉陽、廣東肇慶、內蒙古巴彥淖爾、吉林遼源、河南洛陽、貴州安順、

四川資陽等9個省(自治區)的9個地區。健康快車的上車醫生分別來自四川省
人民醫院、解放軍總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友誼醫院。

免費提供白內障手術
健康快車是流動的、建在火車上的慈善眼科醫院，由四個火車車廂組成，

配備世界一流的眼科醫療設備。四個車廂包括有多用途會議室、手術室、病
人休息室及醫護人員起居室。方黃吉雯表示，「為貧困地區的人恢復光明，
也是幫助他們的家庭脫離貧困的重要手段。這和我們國家提出的精準扶貧思
路是一致的。」
除了提供免費白內障手術，今年健康快車還將在行駛途中，建立6所健康快
車眼科中心，為當地培訓眼科醫生，把內地先進的眼科醫療技術留在當地，
為百姓服務。

將新建12糖網病中心
另據介紹，健康快車還將繼續推行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查項目。今年將新

建12家糖網病中心和增加1所中央閱片鑒定中心，繼續資助糖網醫生和閱片
員的培訓，繼續擴大糖尿病的公眾篩查範圍。
據悉，健康快車是香港同胞專為救治內地貧困白內障患者而發起的一個慈

善項目。自1997年至今，它由最初的1列火車醫院，增加到4列，把完全免費
的手術治療沿着鐵路線送到偏遠鄉村。截至去年12月，「健康快車」已經服
務了28個省市，105個地區，為17萬貧困白內障患者免費實施了復明手術。

■■今年將有今年將有44列列
健康快車開進內健康快車開進內
地地99省區省區，，惠及惠及
11..22萬名貧困白萬名貧困白
內障患者內障患者。。圖為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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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2016年港大深圳醫院唇顎裂公
益診療行動首階段將於4月14日正式
啟動，截至目前通過電話及郵件報名
的合格患兒人數已近700人，報名者遍
佈全國各地，涉及25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其中大部分人從未接受過手
術治療。據悉，第一階段的公益診療
中，活動組委會將選取80人到醫院接
受檢查和治療，並於4月15日至17日
進行手術。
據介紹，今年唇顎裂公益行動由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香港西北區扶輪
社、香港太平山扶輪社、逸傑國際慈
善基金會、一笑國際慈善基金、香港
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聯合舉辦，面
向全國招募有需要的患兒接受免費治
療，計劃在4月和年底各舉辦一場，將
免費為患兒提供優美的住院和治療環
境、符合國際規範和安全標準的檢查
和手術，並為來自邊遠地區的家庭提
供必要的額外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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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實習記者許英飛山東
報道）第二屆中國智慧城市(國際)創新大會24至25日在
山東省濟南市舉行。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在會上與智慧城
市發展聯盟簽署合作協議。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在開幕式上作了主旨
發言，他指出，智慧城市不僅僅是香港本地的事情，也
必須跟國際、內地相銜接才可以充分發揮香港的優勢。
目前，香港在網絡通信應用和電子健康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但創新科技發展氛圍需要加強。

工程浩大 需整合多方資源
據其介紹，香港智慧城市聯盟的發起成員來自於不同
層面的專家和一些大的公司和組織，宗旨是在促進香港

在智慧城市的發展，以及增加與世界各地智慧城市城市
的交流和合作。智慧城市的工程非常浩大，需要整合多
方資源，除了政府牽頭外，也缺少不了民間的參與，故
此香港智慧城市聯盟也可為其作一點貢獻。
本次會議共設立了26場活動，公安部、國家標準委、

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四部委聯合有關單
位在本次大會上分別舉辦論壇，重點圍繞智慧城市發展之
路、智慧園區等11個重要議題進行研討。會議首次嘗試
人臉識別智能簽到系統等，增強了會議的智慧化元素。
據悉，歐盟、東盟、印度、日本、韓國等國家及地區

的近40位重要嘉賓參與此次大會。其中，英國駐華大使
館、印度工業聯合會、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均組團參會。

■港大深圳醫院醫療團隊為唇顎裂患兒
進行手術。 網上圖片

兩地智慧城市聯盟簽合作協議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和智慧城市發展聯盟簽署合作協
議。 本報山東傳真

陝港企業共謀「一帶一路」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為

協助港商了解內地最新的政策及法規，近日香
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聯合陝西省政府外事
辦等單位，在西安舉行「稅務、勞動法及商標
法講座交流會」。來自陝港兩地的眾多企業就
如何共同發掘「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商機，進
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討。
此次交流會邀請多方專家分析內地最新法規

及營商議題，包括在「一帶一路」下香港的角
色及陝港兩地的合作機遇、如何透過商標法保
障內地投資及運營成果，以及勞動爭議的最新
司法解釋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等。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主任劉錦泉表

示，期望建立平台讓陝港兩地企業交流，共同
發掘「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下的商機。

中 國 新 聞

李雪告訴工作人員，她身處高危行業，現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雖然
家產並不豐厚，亦希望突發意外時能對家人有所安排。在內地很多

省份，像李雪這樣提前立下遺囑的不在少數。山東遺囑庫主任孫愛榮認
為，立遺囑不僅能有效減少社會矛盾和家庭糾紛，其實更是一種愛的延續
和傳承。
山東遺囑庫成立於2013年12月，由山東省公益法律服務中心及山東康橋
律師事務所發起，是內地首個省級遺囑庫。據孫愛榮介紹，與中華遺囑庫
的運作模式有所不同，為確保遺囑的有效性，山東遺囑庫更為注重對材料
的審查，並對申請人的遺囑設計給予更多專業的意見。

十個月接待逾8000人
山東遺囑庫成立以來，已至少有近千人前來諮詢。同在濟南的齊魯遺囑

庫今年1月剛剛成立，亦是諮詢者眾。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山東。2013年3
月，北京成立了「中華遺囑庫」，在其成立6個月之時，已有1.2萬人入庫
登記。甚至有老年人因打不進電話找市長熱線投訴。天津遺囑庫（中華遺

囑庫天津分庫）去年6月正式成立，在運營十個月時間內，就已接待老人
8,000餘名。有媒體在網上梳理發現，遺囑庫正在中國各地逐漸設立，僅
2015年至今，就有廣東、甘肅等地的遺囑庫掛牌。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個人財富的增加，財產如何傳承已成為影響家

庭幸福、社會和諧的重大問題之一。」身兼律師的孫愛榮，曾親歷多起因
繼承糾紛引發的訴訟。她在社會調查中發現，許多老年人十分關心自己身
後財產的處置問題。另一方面，因意外事故和傷害頻發，早立遺囑已隱隱
成為一種時尚。「坦白講，我們更希望起到一種引導作用：立遺囑不是不
吉利的事情，反而更有利於家庭的和諧。」
「從我們的經驗來看，現在的人們尤其是老人對於設立遺囑是欣然接受

的。」吉林遺囑庫主任黃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充分說明當下人們
看待身後事更加理性，法制觀念也在增強。

諮詢者呈年輕化趨勢
五十多歲的王先生（化名）是一名上市公司的老闆，有一次乘飛機時遭

遇強烈氣流，在顛簸中他忽然覺得應該立一份遺囑，以便突發意外時家人
和公司不會亂成一團。
據孫愛榮介紹，近期已有四五個像王先生這樣的上市公司老總向其諮

詢過立遺囑的事情。對於他們而言，財富的傳承過程牽
扯到很多方面，需要一個專門的團隊來為其量身定做傳
承方案。
相比之下，普通市民立遺囑則更為直接了當。濟南一位

80多歲的老人，無兒無女，只有一個弟弟，現由外甥女照
顧他的晚年生活。他到山東遺囑庫立了一份遺囑，希望百
年以後把房產、股票等資產按照他的安排來分配。
「以前很多來諮詢的都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現

在的人則更為務實，他們不再避諱，而且來之前大部分已
了解過相關知識。」孫愛榮說，年齡也更為年輕，以前是
以老人為主，現在四五十歲、甚至三十多歲的人也紛紛來
諮詢此事。在中國傳統觀念裡，一般比較忌諱在老人生前
就談論其身後事，現在這些觀念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財產繼承訴訟頻發財產繼承訴訟頻發「「不吉利不吉利」」觀念悄然生變觀念悄然生變

人生天地間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忽如遠行客。。與與

以前相比以前相比，，內地許多民眾不再避內地許多民眾不再避

談生死談生死，，反而打破傳統反而打破傳統，，掀起提掀起提

前立遺囑的風潮前立遺囑的風潮。。近日近日，，年僅年僅

3535歲的李雪歲的李雪（（化名化名））到山東遺到山東遺

囑庫起草了一份遺囑囑庫起草了一份遺囑。。這是山東這是山東

遺囑庫成立以來受理的最年輕的遺囑庫成立以來受理的最年輕的

客戶客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殷江宏 山東報道山東報道

山東遺囑庫成立以來，律師孫愛榮
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亦充分
感受到人生百態。「雖然有近千人諮
詢，但許多人並不符合條件，比如有
些老人提供的材料所涉及資產並未獲
得老伴的同意；有些則是子女前來代
辦遺囑，我們調查發現老人的神智已
不清醒；有些是涉及房產本身有糾
紛……」
而申請人在立遺囑或遺囑執行的過程

中，亦經常會遇到很多不可預知的糾
紛。她坦言，最令其苦惱的是相應現行
制度有極大的缺陷：比如在國外某些國
家只要有通過設立的遺囑，房產部門就
會允許配合過戶；內地則不行，繼承人
要辦理房產過戶除遺囑以外還需要提供
公證書，而出具公證書還要符合需經第
一順序的全部法定繼承人到場同意等眾
多前置所有親屬的同意證明等系列文條
件，有時還有另一種方式就是需要法院
的判決書。
孫愛榮希望改變這一現狀，正在醞

釀成立一個信用聯盟，擬聯合山東省
內幾大律師行和有關部門，為山東遺
囑庫提供信用保證。對此，很多朋
友曾說她是異想天開。她卻告訴記
者，這個聯盟雖然困難重重，但有
望今年正式成立，意義重大，正在為

聯盟的成立去努力，她希望
早一天能在濟南市做試點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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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人在山東遺囑庫工作人員一名老人在山東遺囑庫工作人員
的見證下立下遺囑的見證下立下遺囑。。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早立遺囑成時尚早立遺囑成時尚
直面身後事直面身後事

■■孫愛榮說孫愛榮說，，近期來遺囑庫諮詢近期來遺囑庫諮詢
的人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山東遺囑庫負
責 人 孫 愛 榮 律
師。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