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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若论今年西方愚人节的“最佳愚人奖”，恐无出
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墨客其右者。此君 4 月 1 日谬言

“香港选举不会产生有意义和民主的结果”，实在是
滑天下之大稽。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选举结什
么样的果，应该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香港市民说了
算，岂容相隔万里的美国置喙，遑论其派出事务机
构的一介政客。但就是这样一个本应专注于提供签
证及本国公民领事服务的机构，却越来越成为美国
干涉中国内政、介入香港特区事务的“前台”。然
而，此种包藏祸心的“美式干涉”注定不会有任何
结果。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是宪制权力下的分内之务，也是国际通例下的应允之
举，更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必要措施。
史墨客以所谓“‘爱国者’定义候选人令选举无公信力
和广泛代表性”，污蔑抹黑“爱国者治港”原则，暴露了
美国“无法再利用选举漏洞扶植乱港代理人”的焦躁。

请问史墨客先生：美国是否容许“非爱国者”
成为总统、议员、大法官甚或公务员？您自己就职
外交官时有无宣誓效忠国家或宪法？“勾结境外势力
祸乱美国者”能否执掌权柄？

公道自在人心。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允许不爱
国的人进入管治架构，更不会容忍“叛国者”“通敌者”
招摇过市。对此，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多款条文都能
予以佐证。那么，美国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为哪般？不过
是不甘心培养了这么久的反中乱港分子无法再搞乱香
港特区、遏制中国发展。

以史墨客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政客口口声声关心
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甚至对黎智英等反中乱港
分子被依法审判惺惺作态，却从不对因暴乱而失去
生命、受到伤害的港人表达关切，从不对暴徒的打砸
破坏、暴力抗法表现愤慨，从不对香港市民振兴经
济、改善民生的深层次诉求表示支持。这样的伪善令
人侧目。

这些美国政客还妄言“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充斥
恐惧和压迫”，却无视香港国安法出台前后的社会乱
治对比，仍极力为反中乱港分子张目，妄图令其逃
脱法律制裁。他们称“修例风波”中的暴徒为“和
平示威者”，却给美国街头的抗议者贴上“恐怖分
子”的标签；他们指责香港警察的隐忍克制是“暴
力执法”，却纵容本国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的武力与手
段；他们诽谤香港独立的司法审判是“白色恐怖”，
却毫不手软地对闯入国会山的示威者进行追捕和定罪。这样的双
标令人不齿。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在涉港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和举措，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期间得到了白俄罗斯等71国发声支持。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116个国家的代表和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
了评议，对美国提出了347条人权改进意见。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到底好不好？最有发言权的香港市民给
出了答案：238万多市民签名联署撑全国人大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民调显示约七成市民认为完善选举制度增强了港人对
香港前景的信心……

在香港市民普遍希望通过“爱国者治港”选拔特区管治人才的强
大民意下，美国部分政客竟出言“以一切有效手段回应”相威胁，其傲
慢、霸道、无礼的本性暴露无遗。当香港市民寄望于特区在中央支持下
实现发展、深层次问题在社会安定中得以解决时，美国部分政客竟恶语

“香港竞争力降低”，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奉劝美方认清形势：以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为依托对中国内

政和香港特区事务横加干涉，只会激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

推动跨境医疗服务衔接

香港护理及卫生管理学院创
院院长曹圣玉对记者说，去年 6
月香港发布的调查显示，约 70 万
人 想 过 离 开 香 港 去 其 他 地 方 发
展和生活，其中超过 26 万人对前
往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内 地 城 市 感 兴
趣 ，他 们 之 中 不 少 是 长 者 ，自 然
会比较关注医疗和养老环境。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年 初 推 出 大 湾 区 青
年就业计划，未来年轻人前往大
湾 区 发 展 ， 也 要 考 虑 医 疗 等 方
面问题。

“过去10年，我大部分时间都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曹圣玉说，内地医疗进步很
快，许多方面在走向国际领先水
平。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未来有
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相互借鉴经
验，探索一站式的协同合作。

深圳近日审议通过 《关于加
快推动医疗服务跨境衔接的若干
措施》，从港澳医师在内地职称认
证 、 先 行 先 试 国 际 前 沿 医 疗 技
术、港澳医疗保障在深跨境使用
及直接结算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港 澳 居 民 在 就 医 转 诊 、 急 救 转
运、医保结算等服务协同机制，
推动跨境医疗服务衔接。

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主席庞朝
辉 告 诉 记 者 ， 大 湾 区 医 疗 一 体
化 融 合 发 展 对 于 香 港 来 说 是 很
好的机遇。“我跟香港医学界的
许 多 医 生 同 行 交 流 ， 他 们 对 此
都 表 示 支 持 ， 我 的 眼 科 中 心 也
入 驻 了 罗 湖 深 港 澳 青 年 创 新 创
业基地尚创峰。”

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港大深圳医院科研副院长关新
元说，香港科研体制健全，深圳科
研成果转化快，两者非常互补，我
们通过搭建平台，吸引一些香港的
科研人员来内地发展，不仅能增进
融合，也能帮助他们在内地得到更
多成果转化的支持。把香港的一些
科研成果很好地推到市场上去，也
能够充分地服务病人。

庞朝辉说，内地医疗水平比较
高，也有很多可以跟香港合作的地
方。香港和内地在科研方面开展交
流合作，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作
用，并发挥协同效应。

“推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
资讯互通十分重要，比如香港人来
内地发展，病历都还在香港，通过
大湾区医疗综合协作、资讯互通，
就 能 让 他 们 在 内 地 看 病 更 加 方
便。”曹圣玉说。

“我曾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担
任总经理，我们有专科护士，派他
们去各地学习专科，回来帮助香港
的专科医生开展工作。通过掌握专
科强项，护士们对于糖尿病、高血
压等病患，能提供更专业和周到的
服务。广东省曾与香港医管局合
作，借鉴香港的经验培养了700多
名专科护士。”曹圣玉说，在社区
健康、居家护理等方面，专科护士
也能派上大用场。香港和大湾区内
地城市可携手合作，共同搞好社区
健康。

曹圣玉说，受香港免费医疗影
响，香港居民比较注重医疗而非预
防，有病才去看医生。内地医疗模
式的发展方向是医养结合，将医疗
和养老密切结合起来，这方面值得
香港学习。

加强医疗卫生资源协作

去年底公布的 《粤港澳大湾
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
作方案》 授权深圳可使用香港已
经上市的药品，即“港药通”。港
大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说，作为
首家“国际新药准入”指定试点
机构，港大深圳医院将引入跨境
药品和器械。首批“港药通”国
际新药涵盖肿瘤、罕见病、呼吸

道疾病等多个病种。
“‘港药通’可以让跨境患者

无须回到香港，也能使用最新的药
品和器械，也让深圳乃至大湾区的
病人使用这些药品和器械。”卢宠
茂说，“港药通”项目有利于推进
深港医疗卫生资源协作，促进大湾
区医疗同质化、一体化。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医
药 卫 生 大 健 康 委 员 会 副 秘 书 长
刘 讯 通 对 记 者 说 ， 香 港 医 院 的
治 疗 方 法 和 用 药 和 内 地 有 所 不
同 ，“ 港 药 通 ” 是 很 好 的 尝 试 ，
也 可 以 推 动 两 地 的 医 疗 交 流 互
鉴 。 广 东 省 和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对
于 医 疗 资 源 互 通 提 供 了 许 多 政
策 支 持 ， 在 各 种 利 好 条 件 下 ，
未 来 更 多 香 港 私 人 医 生 也 会 前
往 大 湾 区 内 地 城 市 发 展 ， 探 索
更多医疗合作的可能。

刘讯通说，香港有些长者希望
前往深圳、中山等大湾区内地城市
颐养天年，年轻人也有意前往内地
创业，推动大湾区医疗一体化发展
可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疫情之
下，在内地居住的香港人不方便回
港拿药，更凸显了跨境医疗衔接的
重要性。

上图：港大深圳医院推出多
项创新举措，让香港居民在深便
捷就医。 李 忠摄

港深联动 助推大湾区医疗融合
本报记者 张 盼

“以前要回香港享受免费医疗不太方
便，而在深圳看病又要自己掏钱。现在政策
打通了真好，方便了我们这些在深圳的香
港老人。”自从香港“长者医疗券”港大深圳
医院试点计划推出以来，长期在深圳居住
的香港长者黄伯无须两地奔波，就能在家
门口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享受免费医疗。

试点计划为居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内地长者带来便利的医疗服务。截至目
前，像黄伯这样的受惠跨境长者达6000多
人，最高龄者107岁。随着大湾区建设的
加速，推动医疗一体化融合发展，为港澳
居民提供更加普惠的优质医疗，成为大湾
区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

台湾近期遭遇数十年来少见
的干旱，尤其入春以来旱情持续
恶化，给岛内工农业和民生造成
严重影响，也使得台湾社会更深
刻认识到水资源的珍贵性。不过，
据岛内统计数据显示，台湾自来
水管漏水率却居高不下，全台1年
约漏掉4.4亿吨自来水，以每人每
日生活用水量289升计算，相当于
1年要漏掉全台2300万人约66天
民生用水量，浪费惊人。

据 台 湾 自 来 水 公 司 统 计 ，
2020 年 全 台 以 基 隆 市 漏 水 率
24.14%最高。基隆市去年用水量
近 1.6 亿吨，从自来水管线中白
白漏掉的水就多达3860万吨，相
当于漏掉 36万人 1年用水量。漏
水率第二、三名是台东、花莲，
分别达 19.4%、17.3%。台中、南
投漏水率 16.8%，也比全台自来
水平均漏水率13.9%高出一截。

对此，台湾自来水公司回应
称，其自1974年成立以来，为快
速提高全台自来水普及率，大多
采用经济成本的管线，如大管径
用预力混凝土管，小管径用塑胶
管，使用超过一定年限后必须及
时换新，否则便失修漏水。而台
湾又地震频繁，再加上重型车辆
碾压等因素的破坏，导致管线漏
水严重。

至于基隆漏水率最高，台湾
自来水公司漏水防治处处长谢张
浩解释道，这是因为基隆开发得
早，丘陵地形高低落差大，又接
近港口，天然条件不好，管线更
换困难，所以漏水率高。至于台
东、花莲漏水率也高，主因是这

两个县区域辽阔，管线较长，不
过因为其整体用水量较少，总体
漏水量没那么多。

为何更换管线难度重重？台
湾自来水公司表示，需要更换的
管线大多位于人口密集的都市地
区，但地方政府常因考虑道路交
通安全、商业损失及民众抗争
等，无法同意大规模道路开挖。
且管线施工厂商人员逐渐老化，
新人招募不易，导致施工效率受
限，故目前台湾自来水公司仅能
挑选漏水频率较高的管线先行汰
换，无法扩大更换规模。

事关民生用水这样的重要公
共设施维护，没有行政主管部门
的资金支援和统一筹划，显然是
不行的。台湾自来水公司退休员
工林建威日前投书岛内媒体表
示，台湾自来水公司在各县市的
管理处，每月营收几乎比不上市

区一家百货公司，甚至比不上一
家大型加油站。面对几十年几乎
没调整的水价，节节上涨的人事
及物料成本，自来水公司哪有能
力进行大规模设备改善？

“每次缺水时，自来水管线漏
水就被提出来检讨。只要不漏水，
就可节省出好几座水库。”林建威
认为，过去十来年若台当局有规
划地进行水源保育及管线更新，
就不会出现今日这样的缺水困
境。可惜台当局宁可拿钱去放烟
火、盖“蚊子馆”换选票，也不关心
岛内百姓民生，漠视自来水公司
供水设施老旧的状况，一再延误
改善时机。林建威问道：“如今面
临缺水严重，管线依旧漏水，除求
神问卜，还落个临渴掘井之讥，到
底是谁的错？”

上图：台湾自来水博物馆所
展示的抽水设备。 资料图片

一年漏掉4.4亿吨水

台自来水管漏水量惊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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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历史城区”是一片以
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
以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而成，
包括 22 座建筑 （大三巴牌坊、
妈阁庙、郑家大屋等） 及8个广
场前地 （议事亭前地、妈阁庙前
地、亚婆井前地等）。

它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
的东西方风格共存建筑群，也是
400 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
多元共存的结晶。2005 年 7 月 15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澳门历
史城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

上图：大三巴牌坊。
右图：议事亭前地。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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