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區議會 (2020-2023)屬下  

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2 年 1 月 18 日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林玉珍女士 BBS, MH （是次會議臨時主席）  

梁進先生  

 
秘書：  

黃杏儒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3 

 
議程三、四列席者：  

莊穎欣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參與議程三的討論：  

施愷廸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眼科流行

病學組總監  

劉健邦先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項目經理  

 

 
參與議程四的討論：  

杜興業先生  香港復康會易達旅運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衞建業先生  香港復康會易達旅運有限公司經理（運作

及客戶服務）  
 
  



 
議程一：  選舉臨時主席                                                  
 
1.  秘書表示：由於主席及副主席職位同時懸空，因此現按照南區

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5（ 3）條，開始委員會臨時主席選舉程序，

請在座出席的委員會成員中選中一名議員為臨時主席。  
 
2.  梁進先生提議林玉珍女士 BBS, MH 為臨時主席。林玉珍女士

BBS, MH 同意。  
 
開會辭  ：  
 
3.  主席表示，因應現時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是次

會議不向公眾人士開放，以減少人群聚集帶來的風險。主席請

出席的委員、與會人士及傳媒人士自備口罩及食水。所有人士

於進場前，均須在南區民政事務處職員的協助下量度體溫、使

用安心出行流通應用程式掃瞄場地的二維碼。根據南區區議會

會議常規，區議會及其屬下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為該會的成員的

一半，為免會議因人數不足而中斷，委員如因事需於會議終結

前離開，請盡可能於會前通知秘書，並在離開時知會場內的秘

書處人員。  
 
4.  主席表示每位委員就每項議程最多發言兩次，每次發言時間限

時三分鐘。委員接納此項建議。  
 
議程二：  通過 2021 年 5 月 18 日第三次會議記錄                                       
 
5.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記錄的中英文初稿已於會議前送交各委員

參閱。   
 
6.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的中英文版本。  
  



 
議程三：  香港大學就「眼科檢查計劃」擬備的工作進展報告及  

2022-23 年度服務計劃   
(專責委員會文件  1/2022 號 )                                               

 
7.  主席歡迎以下代表出席會議：  

 
(a)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科學系眼流行病學部總監施愷廸醫

生；以及  
(b)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項目經理劉健邦先生。  

 
8.  主席表示，為了讓委員了解眼科檢查計劃的工作內容及疫情下

的服務安排，香港大學已經向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詳情載於

附件一，而香港大學提交 2022 至 2023 年度的服務計劃，詳情

載於附件二。  
 
9.  主席請施愷廸醫生簡介「眼科檢查計劃」（下稱「計劃」）的工

作進展報告。  
 
10.  劉健邦先生向委員簡介載於附件的工作進展報告，包括服務摘

要。施愷廸醫生簡介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服務安排及應變措

施等。  
 
11.  劉健邦先生簡介如下︰  
 

(a)  由 2021 年 4 月到 12 月九個月期間的工作進度報告，直至 11
月 30 日總共為 10,143 名合資格的南區居民進行檢查，出席

率高達九成，當中發現有黃斑點病、白內障及青光眼的人數

分別為 1,171、 3,000 及 1,200 名。當中有 2,475 名參加者需

要醫生轉介至不同的眼科中心進行跟進，有 11 名參加者因

應其他健康問題，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病症而轉介至普通

科門診進行跟進；  
 

(b)  各區報名及檢查的數字可參考進度附件一第三頁，當中以利

東二、海怡西及華貴邨選區的參加人數所佔百分比最高，達

14%或以上；  
  



(c)  疫情前，每天的參加人數為 28-32 名，達至每天服務人數上

限；以及  
 

(d)  邀請信的計劃十分成功，至今已接觸及跟進 340 多名的住

戶，他們反映自行使用互聯網或致電申請有難度。  
 
12.  施愷廸醫生簡介如下︰  
 

(a)  由於第五波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由 2022 年 1 月 10 日起實

施，加上擔心市民、職員及家屬在檢查時受到感染，故此，

署方由 2022 年 1 月 10 日開始至 1 月 24 日減低每日服務人

數上限至 24 名，每日 6 個時段，每小時限定 4 名參加者，

暫時沒有接獲任何投訴；  
 

(b)  香港大學醫學院發佈新的指引，參加者需要接種兩針的疫

苗。若參加者沒有接種，則需出示三日內的快速檢測及呈陰

性報告；  
 

(c)  明白上述措施會對市民造成不便，故醫學院自費購置 1,000
個快速檢測套裝，免費提供給市民使用，以免除市民金錢負

擔及等待時間。上述措施已經在 1 月 17 日開始實施，暫時

收到超過十個申請；  
 

(d)  已知 50 歲或以上的參加者少過一半接種疫苗，亦不想他們

失去檢查機會，並為了保障他們安全，計劃在 1 月 24 日後

調回到疫情前的上限（ 30-32 名參加者），相信接種疫苗及進

行快速檢測的規定能保障市民、職員及家屬安全；  
 

(e)  雖然將來或會再次爆發疫情，但經過以往經驗，第三、第四

波疫情不完全影響服務，上年參加者數量亦持續上升。故

此，在 2022-2023 年，預計有 6500 名參加者；  
 

(f)  將會維持邀請信及自願申請的渠道。上年以邀請信形式邀請

了三百多名的住戶，受邀的申請者年紀比較大，平均達 70
歲或以上，他們表示不諧任何科技，故若沒有邀請他們，他

們很可能會失去檢查機會。他續表示此方法十分成功，收到

許多正面回饋。故此，預計計劃本年服務對象約 5 成為自行

報名，其餘是由邀請信邀請的住戶；以及  



 
(g)  有關免費的健康講座，以往透過網上課堂的方式進行，除了

溝通上的困難，參加者也難以直接向醫生詢問及了解更多眼

科或眼疾問題；若能面對面溝通，相信能吸引更多市民參

加。他明白疫情有機會持續，故暫時決定在本年年底舉辦健

康講座，首選為實體形式舉辦，除非屆時疫情爆發，則改以

網上形式舉辦。他表示已有一群熱心的同事及名譽教授表示

樂意幫忙及分享。  
 
13.  主席請委員發表意見。沒有委員有意見。  
 
14.  主席表示，進展報告顯示在疫情爆發期間都有 10,143 名參加

者，反映該項目成功，而當中有白內障、青光眼及黃斑病等病

症有 5,429 名，佔病患率超過五成，認為成效理想。她表示若非

疫情影響，相信有更多報名人數可，並感謝醫生即使在疫情下

都透過不同方式邀請不同人士參與及免費提供快速檢測套裝。

另外，她建議預約系統及確認回條新增姓名欄位，以便議員辦

事處協助居民申請，能夠辨認及聯絡個別人士。  
 
15.  施愷廸醫生回應表示，會指示支援資訊科技的公司在系統上添

加姓名欄及顯示在參考號碼頁。  
 
16.  主席表示，計劃的防疫措施十分足夠，委員會沒有任何問題。  
 
17.  主席繼詢問，來年計劃除了書面補充外會否有更多補充。沒有

補充。  
 
18.  主席總結表示，委員會通過香港大學就「眼科檢查計劃」擬備

的工作進展報告及 2022-23 年度服務計劃。  
 
 
議程四︰  香港復康會就「南區復康專線」擬備的工作進展報告及

2022-23 年度營運計劃  
   （專責委員會文件 2/2022 號）                                              
 
19.  臨時主席歡迎香港復康會易達旅運高級經理杜興業先生及經理

（運作及客戶服務）衞建業先生出席會議。  
 



20.  臨時主席表示，為使委員了解「南區復康專線」的第一階段服務

及第二階段的準備工作，復康會已向本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詳

情已載於附件一，至於 2022-23 年度的營運計劃，則載於附件二。  
 
21.  臨時主席請復康會代表就進度報告的內容作出簡介。  
 
22.  衞建業先生先的簡介內容如下︰  
 
 
 匯報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南區復康專線」的進展報告  
 

(a)  服務表現方面，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共錄得 4,025 位

人士透過不同模式登記使用復康服務；當中約有一半人士透

過應用程式登記及預約服務。於過去 9 個月內，會方共提供

7,504 班次服務，接載數目為 24,941 人。雖然服務期間曾受

惡劣天氣影響，包括兩次遇上黑色暴雨警告及兩次懸掛八號

烈風訊號，惟會方於調整班次後，所接載的實際人數仍與整

體預算相約。至於按月的服務情況， 2021 年 4 月期間（受疫

情關係）只錄得目標中 83%的使用量，其後數個月的使用量

已逐漸增加；  
 
(b)  人力資源安排方面，現時服務團隊共有 21 人，負責不同職務；  
 
(c)  至於改善服務等安排，會方已因應南區區議會要求，進行不

少改善措施，包括於深灣軒及華富邨華建樓增設車站。由於

試行於華建樓設置的車站位於傾斜路段，而道路兩旁亦經常

有違泊車輛的情況，故當復康車輛停站時，難免對交通造成

影響。有見及此，會方與房屋署及運輸署商討後，決定暫停於

華建樓提供服務。此外，會方亦接獲不少南區居民的意見，指

部分人士未能於大口環前往瑪麗醫院。為此，會方已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開始，將 S3 路線的首站設於富逸苑，途經華富

邨、域多利道及大口環，再抵達瑪麗醫院；  
 
(d)  關於候車站的設施，會方已於 2021 年 8 月更新所有車站指示

牌，詳列行車時間表；而車廂內亦已更換車長及護理員指示

牌，以便使用者向會方反映對工作人員的評價；  
  



 
(e)  有關「南區復康專線」的未來路向，會方擬於 2022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透過流動裝置應用程式、臉書等社交媒體，向南區

居民進行定期問卷調查，蒐集優化服務的意見及資料，從而

制定未來服務的安排。透過車隊服務的評審計劃，會方將邀

請相關機構為「南區復康專線」的服務進行國際認可的品質

評審，並期望於 2023 年年中獲取認証；  
 
(f)  至於「南區復康專線」的財務狀況，由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總支出為港幣 4,136,864 元，整體支出符合預算。  
 
 

匯報「南區復康專線」的營運及財務計劃  
 

(g)  有關服務的具體安排，相關班次服務將維持不變，而服務人

次將預期由每班次 4 人次提升至 4.5 人次，使整體的服務量

及載客額分別按年增至 10,168 班次 45,880 客次；  
 
(h)  人力資源方面，將繼續維持不變；  
 
(i)  財務預算的總支出將預算為港幣 7,809,080 元。  

 
23.  臨時主席請委員發表提問。  
 
24.  臨時主席欲了解回程方面的安排。她指，往往回程人數較前往醫

院時少，質疑情況或許因診療時間長，使預約者未能趕及登上回

程車輛。故此，她詢問會方能否作出調節措施，避免浪費資源。

另她表示於上次會議中，曾討論有關增加共乘服務班次的安排，

而根據記錄數字，前往葛量洪醫院的人數確實不少。為此，她詢

問會方會否就往返葛量洪醫院的路線進行研究。  
 
25.  衞建業先生回應表示，現時有部分市民預約來回服務，也有市民

只預約單程服務。據會方了解，診療時間一般只需時 15 分鐘，亦

有情況是不能預計應診的時間，故他們不欲選擇一小時後的回程

服務。為此，他表示會方擬於 2022 年 4 月初向南區市民進行問

卷調查，從而適切地調整回程車輛班次的時間表，以迎合使用者

需求。至於市民前往葛量洪醫院的情況，他指會方已關注共乘服

務需求，就現階段而言，已有 5 條路線於不同時段提供共乘服務，



並嘗試將前往醫院的市民集中於同一班次。他續指出，由於大部

分前往葛量洪醫院的市民均選擇單程服務，故會方擬於進行問卷

調查時，蒐集更多資料，就提升服務方面盡力調配資源，滿足需

求。  
 
26.  臨時主席欲了解除書面回應有關由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

間的營運及財務計劃外，會方是否仍有其他補充資料。  
 
27.  衞建業先生回應表示，附件二的「營運及財務計劃」已詳細列出

相關資料。他表示，循環路線的班次將維持不變，而共乘路線方

面，將計劃每天增加 1 班次；兩者的平均客量預料由 4 人次增至

4.5 人次。  
 
28.  臨時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會備悉香港復康會就「南區復康專線」

擬備的「工作進展報告」及通過「 2022-23 年度的營運財務計劃」。

她感謝香港復康會代表出席會議，期望會方能因應最新情況，加

強復康車輛及前線工作人員的防疫措施。  
 
 
議程五︰  其他事項  
 
29.  臨時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會前沒有收到其他事項的建議。  
 
 
議程六︰  下次開會日期  
 
30.  臨時主席表示，下次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會議將於 202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於南區區議會會議室舉

行。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2 時 02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22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