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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12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一周港藝】
非遺手製琵琶
還原敦煌壁畫

灣區城際明起再提速
廣惠廣肇間首開特快列車

掃碼睇文

掃碼睇文

國家電影局頒新規
鼓勵港人內地開製作公司

掃碼睇片

李家超昨出席亞洲醫
療健康高峰論壇，與其
他嘉賓在活動上合照。

政府新聞處圖片

第16屆 「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 吸引來自13個國家及地區、約300家展商
齊聚一堂。 記者 蔡啟文攝

瑪麗醫院胸痛中心通過國家認證，昨日在 「2025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研討大會」 開幕典禮期間舉行授
牌儀式。 政府新聞處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衛生署
「社區牙科支援計劃」昨正式推出，增加為有

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提供獲政府資助的牙科服
務，預計可提供現時政府牙科診所牙科街症服
務的最少兩倍名額，即每年約4萬人次，現時
有32間非政府組織參與計劃，提供近80個牙科
服務點，覆蓋全港18區。

衛生署表示，參加計劃的人士必須持有香港
身份證、已登記加入醫健通，以及屬於社署轄
下長者生活津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或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受助人，或獲得減免醫療
服務收費資格的醫管局病人。

提供80服務點年服務4萬人次
根據計劃，每名參加者每 180 天可在計劃下

申請接受資助牙科服務一次，如主診註冊牙醫
評估後認為情況合適，參加者可獲得口腔檢

查、緩解牙齒疼痛的藥物、X光檢查和補牙或
拔牙等指定服務。

署方表示，每名參加者可就治理每顆牙齒向非
政府組織直接繳付50元行政費，最多繳付150元
（每次最多治理3顆牙齒）。合資格人士可獲全
數資助行政費。社署轄下綜援計劃的受助人亦可
利用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獲取全面的牙科服務。

署方又指，參加者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
式，查閱有關就診紀錄，包括就診日期及治療
項目，今年稍後亦可透過應用程式查閱相關的
電子口腔健康紀錄，以便更清晰了解及監察自
己的牙齒狀況。

政府按去年12月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
組的發展策略建議從而訂立口腔健康行動計
劃， 「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屬於 「做窄做深」
策略，即聚焦幫助較難獲得服務的弱勢社群提
供資助牙科服務的一項措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昨日， 「2025醫
院管理局研討大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吸引
逾8000名醫療專業人員及學者參與，來自中國內地、
澳門及海外的代表團多達28個，為歷屆最多，內容涵
蓋醫療發展、智慧醫院、器官移植等多個主題，並為
香港首間胸痛中心授牌。

國家撐港探索科創要素跨境流動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曹雪濤、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醫

衛局局長盧寵茂、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及行政總裁高拔
陞為開幕典禮擔任主禮嘉賓。

曹雪濤致辭表示，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設施、頂
尖的醫學人才和先進的科研成果，在醫學教育、臨床診
療、藥物研發等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國家衛健委

將繼續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深度參與健康中國、健
康灣區建設，進一步探索科創要素跨境便利流動，邀請
港澳參與申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高水平人才計劃等，
助力國家提升衛生健康領域新質生產力。

港府積極推動灣區醫療合作項目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動重點醫療

合作項目，包括在河套港深科技創新合作區落實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
監督管理中心等，這些措施將會有效提升本地醫療水
平，擴大合作夥伴網絡。近年來，醫管局亦取得多項
突破，包括通過啟動醫療人才交流計劃、促進電子健
康記錄的跨境使用等深化與內地的合作，推動人工智
能等創科技術應用於醫療服務及設施等。

范鴻齡表示，2025 年是醫管局 「改革年代」的開
始，醫管局正通過與內地緊密合作提升醫療成效。目
前，香港已有兩家醫院通過《國際醫院評審認證標準
（中國）》（2021版）的評審認證，這將確保公營醫
療服務水平與國際接軌，促進國家醫院認證標準走向
世界。

今年研討大會從以往2天會期擴展至3天，大會期間
約190名來自香港、內地及海外的專家在近60個分環
節中擔任講者，就醫療發展、智慧醫院及人工智能、
遺傳學和篩查、癌症防治等專題展開深入探討。

當天，大會為香港首間胸痛中心舉行認證授牌儀
式。胸痛中心位於瑪麗醫院，是按照國家認證標準落
成，嚴重心肌梗塞病人經檢查可直達手術室進行 「通
波仔」（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手術，整體輪候時間縮
短四成，提高存活率。

社區牙科支援計劃覆蓋18區
拔牙僅需50蚊

醫管局研討大會吸引逾8000專業人士

全港首間國家胸痛中心獲授牌

李家超：只有團結才能帶來新創造
李家超在論壇致辭時指出，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

享有國家有力支持，特區政府將投入大量資源，支持香
港科研工作，發展健康科技。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
驗所已在香港園區正式營運，與香港兩所醫學院進行臨
床試驗合作。此外，香港致力建立國際認可的藥品和醫
療器材註冊機構，包括 「1+」新葯審批機制。

李家超由醫療合作談到貿易，指出只有在開放環境下
才能繁盛，只有團結才能帶來新創造，重申香港願與各
地建立夥伴和創新合作關係。他說， 「單邊主義和保護
主義像傳染病一樣席捲全球。我們應該牢記一個基本真
理，貿易繁榮依賴於開放。正如人體只有其相互關聯的
系統和諧運作才能保持健康一樣，全球經濟也只有在信
任、合作和多邊主義的生態系統下才能繁榮發展」。

曹雪濤：灣區建設拓展醫健產業空間
出席論壇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曹雪濤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為香港乃至亞洲醫療健康
產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創造廣闊空間。要加強國際合
作，共同應對全球衛生挑戰。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視頻
致辭指出，世界衛生大會歷史性通
過《大流行病協定》，經過 3 年半
談判展現真正的全球健康國際合作
精神。它發出強而有力信息，多邊
主義是有效的。

本屆論壇以 「全球協作 共創未
來」為主題，共同探討慢性疾病、
人口老齡化挑戰等課題的解決方
案。除專題討論外，論壇亦致力促
進與會者洽談合作，例如環球投資項目對接環節，透過
線上或線下一對一會議，為全球各地醫健領域的投資者
及項目擁有人搭建國際合作與投資橋樑。

林建岳：多個醫療議題亟待關注
在論壇開幕環節，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致歡迎辭時表

示，當前全球醫療健康領域正面對多項挑戰，涵蓋下一
波傳染病大流行、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需求，以及健康
公平等議題，這些問題亟需全球社會共同關注與協作，
以保障世界各地社群的健康福祉。

同日，備受業界矚目的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匯聚了

約300家來自13個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聚焦領先醫療
技術、樂齡科技及綠色方案，包括人工智能（AI）應用
方案等。

本港《中醫藥發展藍圖》年底頒布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致辭稱，年底特區政府將頒布

《中醫藥發展藍圖》並啟動兩大旗艦項目，包括提供香
港模式的純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住院護理，及政府中藥檢
測中心致力制定國際認可的中藥標準，助力中醫藥國際
化。他指，香港首間中醫醫院設有400張床位，將提供香
港模式的純中醫以及中西醫結合住院護理，其使命不僅
促進中西醫之間的合作與融合，更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及其他地區跨境合作與融合。

講到公營醫療收費改革，盧寵茂指，目標5年內維持整
體90%補貼率，同時通過三重措施優化資源分配，強化
費用減免機制、設立年度收費上限、增加危疾自費藥物
補貼，防止重症患者因病致貧。至於人手短缺問題，他
指政府通過增加本地學額、引入非本地培訓人才等多管
齊下應對，2024年施政報告支持籌建第三所醫學院，香
港有能力也有需求，建立一所在戰略定位上與現有院校
互補的新型醫學院。

港府將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健康科技港府將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健康科技

打造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恆報道：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策

動的 「國際醫療健康周」 昨日開幕，重點旗艦活動之一——第五屆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ASGH）昨起一連兩天在香港會展中心舉
行。行政長官李家超希望與會嘉賓都能於全球健康嚴肅議題下，以
愉快心情參會，享受香港這座世界級城市多姿多彩的文化體驗，並
着力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