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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上有人提到不要唱「高調」，然而真的是調子很高嗎？絕對不

是，試想一想，要造就一個醫學生，花去納稅人十多萬元，而這些納稅

人就是廣大的市民，我們從民眾處得到這許多，是因為他們欠我們的

麼？當然不是，那現在供給我們的民眾遇到困境，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

務，而我們就只顧為自己的所謂「出路」而營營役役，置一般市民生死

於不顧，那又是甚麼調子呢？

撇開道義不說，很多同學都未能瞭解得到這將是一場很艱鉅的鬥爭，

就憑幾百個醫學生，根本就不可能做甚麼（況且以當日出席同學的冷淡

來看，真正積極參與的同學將寥寥可數）。只有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才可以有足夠的力量，要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就一定要引起他們的共

鳴，要以他們的利益為大前提，這樣一場的鬥爭才有民眾基礎，才有成

功的希望。

就因為我們是醫學生，地位相當尷尬，已有不少報章在報導時，將其

歪曲成為醫生們發生失業恐慌，而抹殺民眾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真象，

所以在作出任何行動前，我們更要首先認清路向，發動群眾，否則貿貿

然大叫大擂一番，聲大無準，徒為人笑柄而已。

要分清路向，就要瞭解目前的情況，政府已表示由於經濟不景，今年

財政司提出赤字預算並非第一回，而往往都是「喜劇」收場，在英國的

儲備一樣年年增加，今年又會一樣嗎（從今年三個月的結算，政府的赤

字預算已因為盈餘而減少了）？就算真的有赤字出現，難道我們就因噎

廢食，讓香港的發展開倒車嗎？要知整件事就是一個惡性循環，市民得

不到適當醫療服務，自然容易生病，這樣便會浪費了勞動力，直接影響

到生產，而損害社會經濟。同時我們更要知道政府真的有誠意發展醫療

服務嗎？這點我們要由這些年來政府在醫療方面的發展和整個醫療制度

來看，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認識，更要發動多些同學去參與，時間

可能會長一點，但亦是值得的，因為要拔除一個腐瘤是需要耐性的，同

記二全大會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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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同學們真正地去接觸社會問題，來吧！讓我

攜手同心，為改革社會的不平而邁進。

一部份報章的評論

三月九日文匯報報導有關醫療預算計劃 — 只顧加稅加費，醫療衛生縮

水。當局停聘醫生護士，今年七月實習期滿的實習醫生現已感到惶惑，

大家紛謀出路，出現了從來未有過的撲工潮。一向少人問津的幾間津貼

和私家醫院的醫生職位，最近卻接獲若干申請。

又四月三日 — 醫生缺乏診所不足之現象，蔡永業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

法。

星島日報於四月三日報導二日之港府削減財政預算：政府「窮病」難

醫，發展「半身不遂」，三間（鄧志昂專科，南葵涌，東九龍分科診

所）都告「難產」，瑪嘉烈醫院「後天失調」，人手不足，致「一部

份」亦難如期啟用，官守議員對多項發展計劃擱置亦表失望。

大公報對此亦於四月二十三日報導 — 當局緊縮醫療開支，居民求醫將

受影響，瑪嘉烈醫院延遲啟用，各院實習醫生留用者大減，港大醫學生

表關注。



1976 卷 7 期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