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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萬劑冬季疫苗隨時不對症
世衛：流感病毒株「港型」變「星型」衛署：評論效用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2017/2018年度季節性

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本月展開，「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免費接種）已採購約46萬劑流感疫苗，大部分批次已

運抵香港，正安排分發予服務提供者。然而世界衛生組織

上月28日最新公佈南半球疫苗組合建議指出，因H3N2

甲型流感病毒株發生變異，建議將原本疫苗中「香港型」

H3N2病毒株，改為「新加坡型」病毒株。香港衛生署回

應指，本地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株至今沒有明顯抗原變

異，現階段討論已採購疫苗與流行病毒株是否吻合、疫苗

效能，以及是否使用南半球疫苗仍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
愛基金昨日推出為期3年的「放寬
『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下低收
入家庭入息上限及增加減免名額試
驗計劃」（試驗計劃），旨在加強
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援，讓那些因父
母工作、尋找工作、參加再培訓課
程/就業實習訓練或其他原因未能在
課餘時間獲得照顧的兒童，得到適
切的照顧，預計約3,000名兒童受
惠。

增設減免三分一費用資助
在試驗計劃下，除增加「課餘託

管收費減免計劃」的名額外，還增
設減免三分之一費用資助額。社署
會根據合資格兒童的家庭每月入
息，釐定其全期可獲得的減免費用
資助額。家庭收入相等於或低於全
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55%
可獲豁免全費；高於每月入息中位
數的55%，但並未超過75%可獲減

免半費；高於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但並未超過100%可獲減免三
分之一費用。
受惠兒童須接受課餘託管服務的

6歲至12歲兒童；其父母/監護人因
工作、尋找工作、參加再培訓課
程/就業實習訓練或其他原因未能
在課餘時間照顧他們；其每月家庭
入息須不超過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
息中位數的100%。
試驗計劃於本月開展至2020年9

月底，合資格兒童的父母/監護人
須於試驗計劃推行期間，向認可服
務機構轄下的課餘託管服務中心提
出申請，並填妥申請表連同所需文
件交予中心作審批。市民如欲了解
試驗計劃的詳情，可瀏覽關愛基金
網 頁 （www.communitycarefund.
hk）或社署網頁（www.swd.gov.
hk)，或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社署
關 愛 基 金 組 （ 電 話 ： 3422
3090）。

一輛城巴上月在深水埗發生致命車禍，
事件起因疑與司機超時工作有關。民建聯
昨日就事件與城巴管理層會面，要求城巴
向死傷者家屬發放恩恤金，並盡快改善車
長編更安排。城巴回應稱，會積極考慮向
曾住院傷者發放慰問金，並會與運輸署檢
討車長之工作時數安排。

城巴管理層昨日與民建聯成員會面，民建聯
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會後引述會面內容稱，城
巴在招聘車長方面出現困難，有5%司機每日工
時長達13小時，而每日12小時工時的更高達
17%，他希望巴士公司能盡快增加人手及改善
車長待遇。

城巴新編更方案有待落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出，車長需長時
間工作，不單是巴士公司內部問題，亦涉及公
眾安全，要求城巴就人手安排作出檢討，而特
區政府長遠亦需與巴士公司共同檢討《巴士車
長工作指引》。
城巴董事總經理鄭偉波會後表示，公司會盡快

改善車長編更安排，避免有車長連續多日超時工
作至十三十四小時，但指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處

理好，暫時未有訂出時
間表。劉國勳則引述城
巴方面表示，公司已訂
出新的編更方案，但需
要先與工會及員工溝通
才能決定是否落實。
同時，意外中有5名

傷者至昨日仍在醫院留
醫，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指出，事件中部
分死傷者是自僱人士，
亦有人是家庭經濟支
柱，事件令他們「手停
口停」。
鄭泳舜批評城巴只建議死傷者家屬自行向保

險公司索償，他希望城巴可以為事件負上責
任，向死傷者家屬發放恩恤金，支援他們在生
活上及醫療方面的開支。

劉國勳：立會提案跟進
不過，城巴在會上只表示願意為能夠提供索償

文件的事主墊支保險金，民建聯對有關回應表示
遺憾，批評城巴未有積極跟進賠償問題。劉國勳

表示，日後將安排城巴管理層與死傷者家屬會
面，亦會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跟進事件。
城巴其後發出新聞稿指，現時新巴及城巴

共約3,700全職車長，空缺約100多個 。
公司上星期已與意外中3名死者家屬見面及
慰問，公司及保險公司亦已與所有傷者或其
親屬取得聯絡，並積極考慮向曾住院傷者發
放慰問金，又會與運輸署檢討車長之工作時
數安排及和員工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文森

「課託」資助降門檻
放寬家庭入息上限

促城巴發恩恤金 民記：速改善車長編更

世衛每年兩次審視全球流感的流
行病學，並按所得數據分別建

議北半球及南半球地區的流感疫苗
應包含的病毒株。疫苗生產和審批
時間一般需時6個月至8個月。香港
早前已採用世衛今年2月就北半球疫
苗組合作出的建議，採購46萬劑流
感疫苗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

當局指無明顯抗原變異
然而世衛上月28日公佈2018年南

半球疫苗組合建議，更改H3N2甲型
流感病毒株的建議類型，由今年2月
建議採用「香港型」H3N2病毒株，

改為最新建議採用「新加坡型」病
毒株。
世衛報告指出，今年2月至9月期

間，全球流行的流感病毒主要為甲
型（H3N2）及乙型流感。研究發
現，相比「香港型」病毒株，以
「新加坡型」病毒株感染貂鼠而產
生的抗體較有效抑制近期檢測到的
H3N2病毒，故選用「新加坡型」為
最新公佈的疫苗病毒株。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強調，「香

港型」與「新加坡型」病毒株兩者
在抗原上類似，不屬抗原漂移。現
時本地流行的甲型流感（H3）病毒

株至今沒有明顯抗原變異。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出

席一項活動後強調，現時的流感情
況處於低水平，且流感疫苗接種計
劃尚未開始，未有足夠流行病學和
病毒學數據，以及科研實證預測冬
季可能流行的主要病毒株，現時談
論已採購疫苗有無效用，或病毒株
與疫苗是否配合等問題，是言之尚
早。

籲小童長者速注射
她表示，在現階段，衛生防護中

心會繼續研究疫苗效能、病毒株情

況，並密切留意世衛之後會否發出
有關北半球流行流感病毒報告。陳
肇始重申，注射疫苗是預防流感的
最好方法，呼籲市民大眾，尤其是
小童及長者盡快注射流感疫苗。
她續說，若冬季流感爆發，會盡
快與醫管局商討，作出床位及人手
應對方案。
衛生防護中心強調，若疫苗病毒

株吻合，可提供 70%至 90%保護
力。此外，疫苗對不同但相關的病
毒株有一定程度交互保護，可減低
疾病嚴重程度，特別是兒童、長者
及長期病患者等高危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三發表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
俊賢、陳恒鑌及葛珮帆昨日下午約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未來的
施政方針交流意見。民建聯並向陳肇
始提交10點對食衛局的未來施政期
望，包括完善食品安全監察機制、增
撥資源改善潔淨服務、興建新街市、
制定「漁農業綜合發展策略」、增加
醫護人手及改革醫委會保障病人權益
等。

改善外判清潔「質素為本」招標
本身是民建聯食安事務發言人何俊

賢於會後指出，香港的環境衛生情況

每況愈下，各區街道經常滿佈垃圾，
相信日後廢物徵費計劃正式實施後會
繼續惡化，促請當局盡快改善目前的
外判清潔服務，例如引入「質素為
本」的外判潔淨服務招標機制，及積
極引入科技協助處理街道清潔，全面
提升潔淨服務的質素，他指獲陳肇始
正面回應。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陳恒鑌表

示，關注全港各區存在不少衛生黑點
的問題，認為這會影響各區衛生情
況，甚至滋生蚊患鼠患。
他建議當局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如

何改善目前的環境潔淨政策，包括強
化區議會對外判服務的監察，以確保
潔淨服務的質素。

促撥資源人手 增設公營中醫
陳恒鑌並指，本港的醫療政策仍舊

存在多方面的改善空間，例如日間門診
及急症室服務輪流時間過長、夜診服務
嚴重不足等，認為當局應盡快增撥資源
及人手，積極處理有關問題。而面對社
會對中醫及牙科需求日漸增加，陳恒鑌
亦建議當局應盡快增設公營中醫及牙科
服務，及盡快落實興建公營中醫醫院，
以回應社會對相關服務的殷切需求，保
障市民健康。
會議上，陳恒鑌與葛珮帆亦反映，本

港在推動罕見疾病政策方面遠遠落後於
世界各地及鄰近地區，當局應加強對罕
見疾病患者及家屬的支援，包括就罕見
疾病訂立官方定義及建立資料庫，以方
便開展制定相關的政策配套，並把治療
罕見疾病及癌症的極昂貴藥物納入藥物
名冊，讓患者獲得適切的用藥及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今年
是瑪麗醫院啟用80周年，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國學
大師饒宗頤等人，昨日到瑪麗醫院舉辦
的80周年圖片展參觀。林鄭月娥致辭時
讚揚瑪麗醫院80年來，創下一個又一個
「全港第一」的紀錄。她強調，特區政
府重視醫療發展，已在10年醫療發展計
劃中預留2,000億元專款興建、重建或
擴建12間公立醫院，興建3所社區健康
中心及1所支援服務中心，及提升其他
醫療服務。
林鄭月娥表示，面對人口老化及日益
增長的醫療需求，特區政府及醫管局致
力改善現有醫療服務，制定為期10年的
「醫院發展計劃」，包括瑪麗醫院第一
期重建計劃的主要工程。瑪麗醫院重建
計劃的預備工作自2012年展開，預計第
一期於2024年完成，計劃涉及發展瑪麗
醫院北面用地，為醫院擴展服務提供所
需空間。擴展之後的瑪麗醫院未來將成
為醫療科學中心，繼續帶領整個港島西
聯網的服務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瑪麗醫院為中西區及
南區逾53萬名居民服務，是香港唯一指
定肝臟移植中心，其急症室也是全港指

定的5所創傷治療中心之一，「回顧過
去80年，瑪麗醫院創下一個又一個全港
第一紀錄，包括1969年第一宗腎臟移植
手術及1991年第一宗肝臟移植手術，讓
不少病人重獲新生。」

出席瑪麗80周年圖片展

她續說，今次圖片展回顧瑪麗醫院
發展，透過相片展現醫護人員面對的
艱巨挑戰及其專業精神，同時展示病
人在面對疾病時所展現出來的勇氣，
及與醫護人員建立的信任及情誼。瑪
麗醫院自上月25日起一連12天於中環
交易廣場舉辦「《大愛仁心》瑪麗八

十圖片展」，設17塊展板展出逾50幅
相片，並同場展出由香港大學建築系
學生製作的瑪麗醫院模型，展現醫院
未來發展構想。
國學大師饒宗頤出席圖片展，並致送

書法作品「瑪麗八十」祝賀瑪麗醫院成
立8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目前本港急需
器官捐贈延續生命的人逾兩千，器官缺口巨
大。而本港簽署遺體器官捐贈卡的市民僅佔
總人口3.8%，是世界上捐贈器官比例最低的
地區之一。民建聯最新民意調查發現，未簽
署器官捐贈卡的受訪者中58.4%表示，如果
有人接觸幫助辦手續，願意捐贈器官，55.8%
的受訪者同意「預設默許」捐贈器官。民建
聯認為調查顯示大部分市民支持器官捐贈，
建議政府加大力度，利用各種渠道增加器官
捐贈比例，挽救更多在生死線上掙扎、苦等
捐贈器官的市民。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副主

席董健莉、委員龔美姿和李家良昨日出席民
意調查發佈會。葛珮帆表示，民建聯於今年4
月19日至5月1日以電腦隨機抽取號碼作電
話訪問，成功訪問843名18歲以上市民，了
解市民對捐贈器官的看法，及政府推行「預
設默許」機制的接受程度。
受訪者中只有29.5%已簽署器官捐贈卡，當

中還沒向家人提及捐器官意願的佔17.3%。
調查亦發現，沒有簽署捐贈卡者有41.6%，

當中26.7%是希望「留全屍」等傳統思想，
13.4%是擔心醫生因此不全力搶救，6.1%家人
反對，3.7%是宗教原因，而由於「不吉
利」、「不願談」等各種其他原因拒絕捐器官
的佔50%。

葛珮帆倡增供應捐贈卡
葛珮帆續說，逾半受訪者支持政府實施「預設默

許」捐贈器官，反對的則有25.5%，對此沒意見的有
18.7%。有53.3%受訪者認為現有捐贈器官宣傳不
夠，認為足夠的有31.7%，沒意見的佔14.9%。
葛珮帆指，同2015年民建聯同類調查相比，已簽

署器官捐贈的受訪者只微增6.4%，顯示器官捐贈理
念仍未得到市民普遍接受。她建議特區政府動員各政
府部門協助推廣捐贈器官，例如可以在辦理各種證件
的地方，提供器官捐贈卡並提供轉交服務等。
葛珮帆表示，民建聯一直大力推廣器官捐贈，包括在

各辦事處提供捐贈卡，在18區擺街站宣傳等；亦會將
本次調查和建議轉交食衛局，促請政府加大推廣器官捐
贈力度，及逐步完善及落實「預設默許」器官捐贈。

特首：預留2000億發展10年醫療大計

民記10策獻施政 根治食衛「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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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及陳恒鑌等昨日約見陳肇始，就
未來的施政方針交流意見。

■左起：董健莉、龔美姿、葛珮帆和李家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國學大師饒宗頤出席圖片展，並致送書法作品「瑪麗八
十」祝賀瑪麗醫院成立8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林鄭月娥參觀圖片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民建聯昨日就城巴上月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的跟進工作與巴士公司管理
層會面。 民建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