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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非綜援者每位 $50，所收取的費用乃用作支持本會各項「慈惠服務」之開支。查詢：
2117-5847。

據上月下旬消防處公佈，
經過三個月寬限期後，

從本月起市民因緊急傷病需救
護車送往醫院診治，救護車
只會將病者接載往最就近的醫
院管理局轄下指定醫院急症室
/診療所治理。

眾所皆知，需要救護車
送往醫院急救的人士以長者的
人數居多，在當局鼓勵市民
有其「家庭醫生」以及推出
「醫療券」後，即是說長者於
使用醫療券治病的時候，也
鼓勵他們於診病時有其主理的
私家醫生；若長者一旦急病
需入院時，不能要求送往其
私家醫生應診的私家醫院，
立時引來長者質疑當局推行以
上政策與安排的誠意。
「我診病時選擇睇私家醫

生，也有助減輕公立醫院的
負荷與財政壓力，我急病時
不能下樓乘車往私家醫院診
病，要救護車接載也不能，
這措施的推行，豈不是用來

懲罰有經濟能力的人嗎？」73
歲患有多種慢性疾病的陳婆婆
說。
「我也患有糖尿病、心

臟病與腎病，一向都在私家
醫院診治，若要事先有私家
醫院簽發的有效證明書，指
定有關疾病時，才送我往指
定醫院接受診治；唯若我感
不適的不是該證明書所述的病
痛時，也只好往就近的公立
醫院了！」77歲有著外傭照顧
的李伯伯說。
「消防處說此項安排早已

與私家醫院聯會進行協商並得
到其支持，我想問，救護車
接載的是病人，為甚他們
不諮詢我們的意見，他們只

是在行政角度來行事，
並未考慮病人的意見。」
剛從私家醫院留院回
家休養的張婆婆說。
「現在無錢睇

病，是問題；但
有能力當行動不便
急病時，雖然我
們可支付救護車
費用往指定的醫
院，也是不能；
此豈不是會帶來公
立醫院的工作壓
力？」張婆婆與李伯
伯說：「政府有否加聖
約翰救傷隊及醫療輔助隊幫忙
我們這群往返私家醫院
的常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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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讓長者溜達街頭不顧，可有帶頭虐老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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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腦部退化，坐擁書城好過四方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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