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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年1111月月，，香港水務諮詢委員會香港水務諮詢委員會
考察團考察東江供水設施考察團考察東江供水設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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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香港大
學深圳醫學深圳醫
院組織急院組織急
救培訓救培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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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院派出中山醫院派出救護救護
車護送在內地受傷的車護送在內地受傷的
港人回港治療港人回港治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次大會主題為「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共
同體」。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

後，三地醫療衛生與健康產業界首次交流合作的高規格
會議，來自國家衛計委、粵港澳三地衛生主管部門負責
人、業界專家和學者、健康產業代表共300多人參與。
大會圍繞醫院管理、中醫藥傳承、健康產業發展、醫學
創新等課題開展交流並探討合作。

建立突發公共衛生應急機制
廣東省衛計委主任段宇飛、香港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澳門衛生局局長李展潤分別代表三地，共同簽署《粵港
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作框架協議》。根據該框架協
議，三方將在加強大灣區醫療衛生合作交流、推動重大
合作平台、重大項目建設、促進人才交流、建立突發公
共衛生應急和醫療救治機制等方面進行合作，構建大灣
區健康共同體，打造大灣區優質生活圈。
與此同時，三方就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作的26個合
作項目，進行了文本簽約。合作項目包括粵港澳生活飲
用水監管合作、粵港澳全科醫生培訓、醫療事故鑒定、
城鄉智能化急救體系、出生缺陷疾病研究中心建設等；
其中，有10個項目為粵港雙方共建，包括粵港聯合培
養認證專科護士項目、深港專科醫師培訓項目、粵港家
庭醫學培訓、佛山市中醫院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項目、
惠港健康聯合研究中心項目等。

惠州試點港人保健服務綠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項目多數為在體制機制上出發，
長效促進粵港澳衛生事業發展，而有一些項目的落地，
將直接或短期內給三地居民帶來福祉。比如，在建立三
地立體醫療急救服務體系建設框架協議中，三地將加強
非緊急醫療轉運方面的合作，不斷提高協作能力，保障
粵港澳三地患者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又如，在惠港
健康聯合研究中心項目中，以惠州為試點，為在當地境
外人士（含港澳台同胞）提供醫療衛生保健服務，設立
「綠色通道」。

陳肇始：發揮港長處助力健康中國
陳肇始局長、香港衛生署署長陳漢儀、香港醫管局行

政總裁梁柏賢等行政主管部門一行12人參加了大會。
陳肇始代表港方致辭時表示，近年來，三地交往更緊

密，衛生與健康合作是大勢所趨。本屆大會，三地主管
部門和專家共同參與，全方面打造合作平台。「作為衛
生主管部門，我們也會與香港業界多到內地考察和交
流，推動港資醫療北上，同時與內地同行一道，讓大灣
區居民享用更高級更專業醫療服務。」她指出，她會在
合適的時候，與有興趣的私營醫療集團，組團到內地考
察。食衛局也會在政策等方面提供支持。
她表示，香港會充分發揮所長，在「一國兩制」下，

打造大灣區健康環境，助力健康產業發展，為健康中國
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惠州報道）由

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香港特區食物

及衛生局、澳門特區衛生局聯合主辦的首屆粵

港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作大會昨日在惠州舉

行，三方政府代表在會上簽署了《粵港澳大灣

區衛生與健康合作框架協議》以及26個合作

項目，在生活飲用水監管、全科醫生培訓、醫

療急救服務體系建設等領域展開合作及試點，

構建大灣區健康共同體，為粵港澳大灣區居民

帶來更多、更完善、更便利的醫療衛生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惠州報
道）對於傳染病防控合作，粵港澳三地
早在10多年前就開始進行，有着豐富
經驗。根據本次大會上簽署的《粵港澳
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作框架協議》，
三方將進一步完善防治傳染性疾病聯席
會議制度，建立突發公共衛生應急和醫
療救治機制。

完善信息通報
根據該協議，三地將加強粵港澳防治傳

染病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合作，完善
傳染病防控信息通報交流機制，繼續實施
傳染病防控技術合作平台項目，每年舉辦
粵港澳三地傳染病防控聯席會議；進一步
學習借鑒香港免疫規劃工作理念和免疫成
功經驗，提高廣東免疫規劃工作水平；開
展粵港傳染病防控技術人才的交流培訓學
習合作，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
合作，提高聯防聯控傳染病水平。
對於粵港在傳染病方面的合作，廣東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鐵表示，以往對香

港的先進經驗是「觀摩」，目前，可以
說是聯合「演習」了。

落實社區交流
他相信，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

下，三地的傳染病聯防聯控將得到加
強。如去年下半年以來爆發的流感等聯
防聯控，三地將加強疫情監測信息互通
等合作。
鍾南山在作主題演講時回憶，粵港澳

在防控SARS中的合作仍歷歷在目。而

在之後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
禽流感、H1N1、H5N1、H7N9等傳染
病防控中，粵港澳都是主戰場。而到今
年，流感又比較明顯，三地有很多現實
的合作需要。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透露，

目前，這些方面粵港澳三地都在加強合
作。她以結核病為例稱，粵港澳三地正
在一起推動並加強區域內結核病的防
治，特別是加強社區交流，粵港正在落
實有關措施。

聘29名專家顧問團
梁錦松高永文在列

擬完善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

■梁錦松稱，可探索在廣東
設立國際醫療養老試驗區。

■鍾南山表示，三地可實
現高效合作。

■陳馮富珍致辭，建言三
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惠州報
道）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作前
景，來自粵港業界參會人士十分看好。

陳馮富珍：有成果才有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幹事陳馮富珍參加
了當日的開幕儀式，並發表致辭。她以在
世衛組織多年的工作經歷介紹，全球在衛
生與健康合作方面的平台很多，她十分看
好粵港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事業的合作。

陳馮富珍認為，衛生領域國際合作、
區域合作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方面是共
通的。首先是定位要準確，以服務人
民、解決社會棘手問題為出發點。如今
大灣區看病難、看病貴以及慢性病、人
口老齡化等問題，都是業界和百姓煩心
的事。其次，合作夥伴關係必須處理
好，多元化、跨學科、跨部門合作很重
要，要做到協同發展，共商共建共贏。
「不但政府和專家要參與，還要把企業

融進去，合作夥伴要地位平等、公平處
事、互相尊重、優勢互補。」陳馮富珍
說，合作機制透明度高，有不斷的合作成
果，才有包括投資在內的各方參與。

鍾南山：有基礎空間更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持同樣觀點。

他表示，目前，大灣區內空氣質量是目
前國內最好的區域，健康醫療環境很
好。同時，粵港澳之前政府間的衛生合

作交流已有一定基礎，相信在今次協議
簽訂之後，會有更大空間。另外，粵港
澳醫療界民間、研究機構交流也做得非
常好，有一些共同合作項目，研究成果
甚至已經世界領先。
香港特區政府前財政司司長、南豐集

團行政總裁梁錦松，則從市場的角度，
特別看好粵港澳養老合作及生命科技應
用。「香港有頂尖生命科技科學家、知
名高等院校、頂尖醫學院。同時，有國
際認可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而內地，
則有龐大的市場，海量臨床試驗空間，
未來合作潛力巨大。」

業界：對準百姓需求 看好養老合作

■29名衛生行政主管、兩院院士、國醫大師及相關領域權威專家，受聘為首批大灣
區衛生與健康合作專家顧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 粵港澳三方粵港澳三方
政府代表簽署大政府代表簽署大
灣區衛生與健康灣區衛生與健康
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部分合作項目和平台
研飲用水監管：開展監管模式研究合作，調
研集中式供水在不同管理模式下的優缺點，
評估飲用水法規與標準、多頭管理、職責交
叉或缺失問題等，提高城鄉供水安全水平。

介入治療認證：制定行業技術規範共識，加
強人才交流培養，開展介入醫學（港稱：介
入治療）醫護人員國際資質認證培訓，構建
橫跨粵港澳的醫、教、研、產創新平台。

全科醫生培訓：廣東與港澳就全科醫生培訓
展開交流合作，粵每年派遣數批全科醫生骨
幹人才赴港澳開展短期社區全科醫生培訓，
預計3年內派遣200名。

立體醫療體系：探索醫療轉運合作，保障三
地患者得到快速有效救治。

專科醫師培訓：探討將香港專科醫師培訓經
驗與深圳實踐結合，探索建立既有國際先進
性，又符合中國特色和深圳特點，引領珠三
角，輻射華南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專科醫師培養制度。

獎勵青年創新：設立「葛洪獎」，組成三地專
家評審團，對大灣區範圍內的創新項目、臨床
應用新技術、新技術推廣論文等方面的傑出成
就進行獎勵和表彰。45歲以下青年可申報。

先天疾病研討：為出生缺陷疾病的治療難題
和常見病，深入探討發生發展機制，最終指
導臨床預防和診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整理

本屆粵港澳大灣區衛
生與健康合作大會，與
會三方就構建大灣區衛

生健康共同體，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和規劃，
搭建了更多具體的合作平台。對於大灣區應
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健康挑戰，可謂具有宏觀
性和前瞻性，又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性。

衛生事關群眾生活質量，格外受到關注。
君不見粵港澳三地，每一次傳染病疫情的出
現，三地居民都高度緊張，特別是2003年
非典疫情後，更是格外警惕。因此，衛生領
域的合作大動作，必定受到普遍歡迎。

此次合作，不僅有總體框架協議，描繪了未
來三地衛生合作的總體方向和內容，同時，搭
建了26個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意義的具體合作平
台。包括傳染病聯防聯控、病患救治轉運、行
業聯盟建設、職業培訓等涉及衛生健康的方方
面面。從出生缺陷研究到養老安老，大灣區有
更廣泛的人群受益。而這些方面，都是目前大
灣區內面臨的衛生健康挑戰。

點多面廣，是本次合作簽約的另一大特
色，包括惠州、江門、肇慶、佛山等地，都
有具體的合作項目，合作滲透至大灣區每一
個角落。除了政府層面的合作，行業之間、
企業與醫院之間、科研機構之間，都有合作
項目，粵港澳衛生健康領域的合作是全方位
立體式的。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在面
對重大疫情、醫療個案處置、養老安老等方
面的問題，三地聯手處理將更得心應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惠州報道）
為進一步助力粵港澳大灣區衛生與健康合
作，三方決定，聘請29位專家為大灣區衛
生與健康合作專家顧問，每屆任期3年。29
人中，來自國家衛計委、廣東省的專家共16
人，香港9人，澳門4人。名單中有很多業
內權威，甚至是泰斗級專家，包括鍾南山、
梁志仁等兩院院士6人，周岱翰、呂景山等
國醫大師2人，香港部分則包括醫管局主席
梁智仁，財政司原司長梁錦松，食物及衛生
局原局長高永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

長梁卓偉，全國政協常委、香港醫管局原主
席胡定旭等人。他們將建言獻策，推動大灣
區衛生與健康合作。
當日下午舉行了三地行政高層圓桌會

議，就醫療合作、專業技術人才培訓、非
緊急醫療轉運、推進已簽約項目如何進一
步落實、落實CEPA合作遇到的困難及解
決建議等，進行閉門會議討論。同時，包
括健康產業發展、醫院管理、中醫藥發
展、醫學創新之精神衛生等多個專題會議
也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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