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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大

腸癌是本港頭號癌症殺手，2014

年的發病個案多近5,000宗，佔整

體患癌數字的16.8%。衛生署昨

日宣佈下周一起，推出第二階段

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約25萬

名1949年至1951年期間出世的

市民最多可獲9,060元資助，料有

7萬人受惠。該署指出，首階段推

行的首3個月內，已發現611名市

民有患癌風險，數字比預期高，

呼籲合資格市民參加計劃，及早

預防。

大腸癌篩查計劃流程及資助額
大便免疫化學測試篩查服務 資助額

■在基層醫療醫生接受一次診症 280元

■若結果呈陽性，須接受二次診症 280元

大腸鏡檢查 資助額

■呈陽性患者接受大腸鏡檢查 7,800元

■發現有瘜肉並切除 8,500元

註：基層醫療醫生額外收費不設上限，大腸
鏡醫生最多可額外收取1,000元，參加市民均
需先登記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製表：趙虹

老友篩出腸癌 多預期一倍
次階先導計劃下周推 料7萬人受惠

AIA：「定義」因現不合理收費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立
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經過三
次會議，昨日終以十五票贊成，
七票反對，通過支持開設一個月
薪13萬9千元的總警司職位的建
議，職位將領導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議案將交由財務委
員會審批。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在會上指

出，科技罪行技術一日千里，香港
市民受攻擊的機會高，雖然警方有

國際認可的調查能力，但科技罪行
涉及跨境活動，證據亦容易消失，
因此比傳統罪行更難調查，必須增
強警方的打擊能力。
自由黨邵家輝就對反對派拖延會

議感到費解，指議程曾不止一次於
會議中討論，認為無助香港發展，
希望反對派高抬貴手，「有啲建制
派議員叫我唔好講嘢，快啲畀啲反
對派講完就投啦」，但指自己忍唔
到，認為設立職位目的是防止科技

罪案，拖延議案對香港無好處。

議案將交財委會審批
「香港眾志」羅冠聰指市民同時

關注警方或政府侵犯市民私隱，自
己多問幾條問題請對方原諒。
工黨張超雄就指無意拖延有關職

位，詢問只是希望公權力不被濫
用。羅冠聰其後提出的兩項臨時動
議均被否決，議案獲通過及交到財
務委員會審批。

網絡安全總警司 「開位」終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七警
被判囚兩年，除警隊內部有籌款支
援外，亦有公眾發起募捐行動，而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昨日在該黨新春
團拜表示，將會成立「關懷七警家
人基金」，指其家人失去收入，希
望基金能幫助七警家庭解決燃眉之
急，目標至少能籌得100萬元，強
調不會用於案件訟費上。

設基金助解燃眉急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和周梁
淑怡、黨主席張宇人均有出席昨
日的新春團拜，鍾國斌宣佈成立
關懷七警家人基金支援其家人，
又強調警察打人是不對，但認為
今次判刑過重，七名被告家人失

去經濟支柱，身邊很多人都認為
需要捐款支持。
他說，只是剛剛才決定成立基

金，所以暫時未收到捐款。
至於籌募所得款項的行政細節，

例如是否按月發放等，鍾國斌表示
會再討論，暫時未有決定。
自由黨副主席、批發及零售界立

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席間大聲承諾
會捐出一個月立法會人工，大概9
萬多元，意味籌100萬元的最低目
標，已達到約10%。另外，周梁淑
怡表示，留意到有人對法官作人身
攻擊，擔心事件會影響法庭和法
治，但她未指名說是哪個人或團
體。
另外，香港律師會昨日發聲明表

示，注意到近日傳媒及公眾對某項
區域法院判決的關注，以及對主審
法官作出的一些猛烈抨擊。
香港律師會確認言論自由的權

利，並鼓勵公眾就司法事宜作出公
平、有根據及理性的討論。
「不過，法治及司法獨立是社會

同樣重要的基石。於行使言論自由
的權利時，我們亦應保持對司法系
統的尊重，及確保其誠信不致受到
損害。」
律師會指出，挑戰法院判決的正

確方法，是透過上訴。
任何向法官施加公眾壓力，以

圖改變其判決的行為，是公然侮
辱法治，而該等行為或構成藐視
罪。

自由黨盼籌百萬助七警家人

衛生署去年9月推行為期3年的大腸癌
篩查先導計劃，首階段先邀請1946

年至1948年出生的市民接受篩查。截至本
周一，已有12,900名市民參加首階段檢
查，亦已有近600名基層醫療醫生，以及
134名大腸鏡醫生登記參加。
衛生署昨日在記者會宣佈，計劃由下周
一起，踏入第二階段，1949年至1951年
出世的合資格市民均可參加計劃。

萬人交樣本約14%陽性
根據該署資料，計劃首階段推行的首3

個月內，已有約一萬名參加市民交回大便
樣本，當中1,423個樣本呈陽性，其中799
人完成大腸鏡檢查服務。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

主任程卓端指出，該799人中，有704人
需要切除瘜肉，而他們的瘜肉化驗結果分
別為大腸腺瘤（560人）、大腸癌（51
人），以及增生性瘜肉或大腸發炎等（93
人）。
她解釋，瘜肉增生屬病情良性，切除後

多無需再跟進，10年後再接受檢查便可，
但大腸腺瘤則有可能發展為癌症，故約
70%被診斷患有大腸腺瘤的病人即時切除
瘜肉，避免病情惡化。

程卓端：比例比預期高

程卓端續說，初時根據中大一個同類研
究分析，估計100個樣本中，只有3個會
檢測出有癌細胞，豈料現在檢測有癌細胞
的樣本呈雙倍，「比例比預期高」。她估
計，由於中大的分析對象為50歲至 70
歲，年齡偏年輕，而該計劃首階段的篩查
對象的年齡為68歲至70歲，因而發現的
陽性樣本數字較高。
程卓端強調，參加篩查者均沒有明顯徵

狀，即使證實患有大腸癌，病情屬較早
期，及早識別患病及治理，治癒率相對較
高。她又透露，在切除瘜肉個案中，有6
宗嚴重腸道流血，當中3人需接受止血，
全部人均已出院。
由於有意參加的市民均需先登記加入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方可參加計劃，故
程卓端呼籲合資格市民盡早登記，盡早預
防大腸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友
邦保險（AIA）早前突然向私家醫
生發信，為「醫療所需」下定
義，列明大腸內窺鏡、腸鏡、白
內障等手術不屬住院理由，投保
人不會獲賠償，做法引起醫學界
及市民猛轟。香港醫學會昨日指
出，本港醫療保險龐大，故決定
公開事件以喚起公眾關注，加上
AIA做法要不得，呼籲投保市民留
意有關的保險條文，免得日後不
獲賠償。

稱尊重醫生盼減加費壓力
AIA昨日刊登聲明，表示一向尊

重醫生專業決定，但有見近年出現
不少欠缺合理、充分及符合專業

「醫療需要」的入院個案，及不合
理的過高的醫療收費情況，希望加
強與醫生的溝通，令理賠金額保持
合理水平，減低相關醫療保費加幅
的壓力。
香港醫學會義務秘書林哲玄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信件內容涉
及AIA及其顧客的合約條文，但卻
發信給醫生，直言不明所以，不過
閱後發現當中可能關乎公眾利益，
故決定公開事件。他引述數字指，
本港約有400萬名市民購買醫療保
險，每年投保增長多達20萬人，可
見市場龐大，有必要喚起公眾的關
注，目前亦未有下一步的跟進行
動。
林哲玄強調，信件重點在於「醫

療所需」，列明病人入院需「根據
本公司意見」，漠視了醫生的專業
判斷，重申「醫療所需」非醫學界
所接受的原則。他呼籲，現已投保
或有意投保的市民留意有關的保險
條文，以及問清楚保險經紀，以免
日後出事時不獲賠償。
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在另一個電

台節目時亦批評，保險公司做法要
不得，擔憂可能剝削病人有意在更
舒適環境進行照腸鏡等手術的權
利。
出席同一節目的香港保險業聯會

醫療改革專責小組副主席陳秀荷則
相信，保險公司發信的用意旨在希
望醫生日後可提供更多入院的醫療
解釋。

■程卓端(左)說檢測有癌細胞的樣本比例比
預期高。 趙虹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物
業管理業監管局昨日舉行首次會
議，討論監管局的職能及運作、
議事規則、利益申報機制、成立
常設委員會及監管局未來工作計
劃等事宜。監管局主席謝偉銓表
示，監管局是法定獨立監管機
構，職能是透過發牌制度規管物
業管理（物管）服務、推動物管
公司及從業員行事持正，及提升物
管業專業地位。

謝偉銓表示，監管局未來將肩負
重任，主要工作包括制定發牌條
件、專業守則及審核資歷等事
宜。在過程中，監管局會充分諮
詢並考慮業界及其他持份者的意
見。監管局在昨日會議上同意成
立五個常設委員會，分別是財務
及策略發展常設委員會、紀律常
設委員會、牌照事務常設委員
會、作業及審核常設委員會，及專
業發展常設委員會。

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
626章）成立的監管局的20名成員
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三年，由
2016年12月1日起生效，包括主席
謝偉銓、副主席王國興及成員譚國
榮、黃輝成、吳光銘、郭岳忠、甄
韋喬、黃栢欣、吳韻宜、許智文、
陳繼宇、陳恒鑌、易志明、葉興
國、譚領律、鄭麗琼、梁文廣、伍
翠瑤、民政事務總署署長代表及房
屋署署長代表。

物管監管局首開會論重任

■■監管局昨日舉行首次會議監管局昨日舉行首次會議。。

屋署：無接拆卸紅樓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現

為一級歷史建築的辛亥革命遺址
「紅樓」，日前疑被業主「偷步」
拆去圍牆，租戶亦被逼遷。
發展局昨日回應指高度關注紅樓

狀況，指屋宇署沒有接獲拆卸紅樓
的圖則審批及施工申請。
身處北京的發展局局長馬紹祥表

示，已指示屋宇署視察情況，另古
物保育專員及古物古蹟辦同事會積
極與業主跟進，研究保育建築物及
其將來功用。

位於屯門青山近石角咀村的紅
樓，去年11月業權易手，有指新業
主以500多萬元買入地皮。
紅樓雖然於2009年獲古物諮詢

委員會確定評級，但由於非「法定
古蹟」，引發今次清拆風波。
紅樓約有廿個租戶，有指上月收

到新業主的律師信，要求他們在一
周內遷出。
更有租戶指紅樓的圍牆已被人拆

掉，屬於家中範圍的農地亦被新業
主破壞，種有龍眼及大樹菠蘿的樹

已遭人以挖泥機鏟去，連水管亦被
破壞。
早前有數百人到紅樓外集會，反

對清拆，呼籲政府正視歷史。
發展局發言人重申，紅樓為一級

歷史建築，即「具特別重要價值而
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
建築物」，故根據《建築物條
例》，拆卸及改建工程，包括拆卸
及改建紅樓，須得到建築事務監督
事前批准，開工亦需得到建築事務
監督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