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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街症事件簿：須明白長者實際苦處  

 

筆者作為立法會議員，本人和屯門團隊包括巫成鋒、鍾健峰等屯門區議員，早於

2022 年疫情期間，我們就跑到最前線，在凌晨 1 時左右往屯門仁愛牙科診所，

探望輪候牙科街症派籌的長者。當時長者需通宵輪候，就是為了等候極度短缺的

牙科街症名額。我們亦得悉，很多時排在隊末的長者甚至因爭奪最後的名額而大

打出手，出現肢體衝突情况。 

 

  這種情况固然極不理想，通宵輪候亦令長者苦不堪言。後來我們向政府反映問

題，經多番磋商，當局接納我們意見。及後政府調整各區牙科街症派籌（初步登

記）時間，逐步在去年 6 月調整為服務前一天的晚上 8 時，這樣就可免除長者通

宵輪候的苦况。 

 

  當局其後公布於去年 12 月 30 日開始，輪候方式改為網上登記，以抽籤形式分

配牙科街症名額。本人在立法會委員會提出，不少長者始終不太熟悉使用網上登

記，必須有足夠宣傳及人手配備，以助長者操作網上登記。 

 

  新年伊始，1 月 2 日早上，我和元朗區議員團隊在元朗政府合署牙科診所前，

協助打算輪候牙科街症的長者經網上登記。當天早上 8 時多，已有長者在診所門

外輪候，他們在網上登記操作上面對不少困難，有的是由於自己不懂操作，有的



是因為手機功能有所限制。 

 

  跨區求診 長者確有猶豫 

 

  筆者當時在現場向他們提供即時支援，並協助其完成網上登記手續。回想當日

早上 8 時半左右，衛生署亦有駐場人員向長者提供一些協助。我在協助長者登記

及與他們溝通的過程中，發現以下情况。 

 

  長者對於在網上登記選擇第二或第三志願的安排，的確有些猶豫。他們表示，

萬一抽中第二或第三志願的牙科診所，因並非他們熟悉的區域，屬跨區選擇，此

時他們可能寧願放棄。事實上當局在通知他們抽中名額的過程裏，原來的安排是

以短訊發出。很多長者對於收短訊有時也有些迷惘，反而用傳統電話方式，他們

最容易受落。我就曾表示，對抽中的長者來說，政府最好也同時用電話與他們「溝

通確認」，這可清楚解釋及指引他們如何到達抽中的第二或第三志願診所。 

 

  我們在措施落地過程中也非常清楚長者心態：有些長者因年紀大，自己行動也

不太方便，對於要接受跨區牙科街症名額，若有充足協助及指示，他們也會樂意

求診，但條件是其必須清楚知道如何前往。 

 

  當局在實踐過程中也聽取了我們意見，亦迅速回應，包括早前公布優化整個牙

科街症輪候安排，以及安排打電話與中籤的長者溝通。 

 



  我非常歡迎政府回應我們的要求，特別是加強在短訊之外，以電話主動聯繫中

籤長者，並向他們解說及提醒出席應診，這樣盼有助解決「中籤卻缺席」情况。 

 

  對懲罰機制有保留 

 

  惟有一點筆者必須在此表達：對於當局一度提出，可能考慮使用機制懲罰中籤

但缺席的長者，我對這種懲罰機制確實有保留，畢竟根據我們的實地認知及對社

情的理解，故意濫用網上登記的情况實屬少之又少。然而缺席率高，更多是因為

長者自己本身不懂跨區求診安排，又或遺漏了短訊通知而已。 

 

  日前政府改善了安排，加入候補機制。透過候補機制中籤的長者，需在收到電

話通知後兩小時內抵達牙科診所。筆者認為若能夠給予多一點時間彈性，這樣對

長者來說可能較穩妥及人性化。 

 

  然而從宏觀角度看，始終長者對牙科街症需求甚殷，目前全港 11 個牙科街症

診所，一周只一或兩天開放予公眾，每次名額可能就僅 20 多個 （如屯門，每周

開放一次，每次名額 20 多個），對於有大量長者輪候爭奪牙科街症名額，始終未

能根治問題。 

 

  由於篇幅所限，對於促請政府適度增加牙科街症名額一事，本文未能仔細談

及，日後有機會再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