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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70岁的钟顺英在2019年确
诊肾衰竭，她在私人洗肾中心洗
肾，每月须以现金支付1400元的洗
肾费，五年下来存款几乎耗尽。

今年8月，她改而到全国肾脏基
金会后港—榜鹅洗肾中心，在扣除
终身健保、保健储蓄和卫生部给予
的津贴后，目前每月仅须付现金约
81元。

随着卫生部宣布扩大终身健保
门诊的涵盖范围，以及提高门诊索
赔限额，从明年4月起，洗肾的索赔
顶限将从目前的每月1100元上调至
1750元，像钟顺英这样须长期洗肾
的患者将进一步受惠。

钟顺英星期二（10月15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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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发展商今年9月份
出售的私宅单位几乎翻倍，显现
楼市在农历七月后恢复活跃。与
8月份相比，上个月的新私宅销售
量大幅增长九成至401个单位，也
比去年同期高84.8%。

分析师认为，美国联邦储备
局减息效应初现，9月份私宅销售
情况改善，为今年最后一季的房
地产市场开了好彩头。下来两个
月预计有更多新项目即将登场，
预计全年的新私宅销量可达5000
个单位。

市区重建局星期二（10月15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
份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EC），

本地发展商共推出437个新私宅单
位，售出401个。

农历七月后第一个推出的私
宅项目8@BT共售出83个单位，是
9月份的销售冠军，也令代表中档
私宅的其他中央区（RCR）占了9
月份总销售的一半以上。

分析：减息等利好消息
促使买家信心逐渐恢复

其他中央区推出的私宅单位
最多，达280个，售出的单位也最
多，有221个。其次是代表大众化
私宅的中央区以外（OCR），共
推出128个新私宅单位，售出165
个。

代表高档私宅的核心中央
区（CCR）有29个新单位推出市

场，共售出15个单位。
合登集团（Huttons）高级数

据分析总监李思德说：“这个情
况可能显示，在经济和减息的利
好消息提振下，买家的信心逐渐
恢复。”

除了在9月推出的新项目销
售回暖，橙易集团（OrangeTee
Group）的数据也显示，早前推
出的私宅项目，销售情况也有
加快。例如，松岩轩（Pinetree
Hill）在9月份售出72个单位，
比8月仅售出四个单位增幅显
著。

橙易集团首席研究与战略总
监孙燕清说：“多数的买家倾向
于购买售价250万元以下的住房，
占9月份总销售的64.4%。”

大亨房地产网站（MOGUL.
sg）首席研究官麦俊荣也指出，
核心中央区的私宅销售量虽只
占总销售量的3.7%，不过，要
价至少500万元的高档私宅，从
8月份的七个单位增加至9月的
12个，当中10个位于核心中央
区。

麦俊荣说：“这是继今年4月
以来，高档私宅销售量超过10个
单位的第二个月份。但销量增加
并不意味着高档私宅市场强劲复
苏，未来几个月的销量可能会跌
至10个单位以下。”

分析师普遍认为，美联储
减息50个基点的效应已显现，对
10月和11月推出的新私宅销售有
利。

ERA产业总裁朱泳强说：
“减息后第二个开盘的新项目
Meyer Blue在推出首日便售出

50%的单位，我们预期10月较迟
时间推出的景林嘉园（Norwood
Grand）也会有良好的表现。”

终身健保

卫生部将调高终身健保计划
索赔顶限，涵盖住院、日间手术
及门诊肾脏透析病患等，每年索
赔限额也从15万元增至20万元。

根据卫生部星期二（10月15
日）发布的文告，政府将提高现
有的住院和日间手术的索赔顶
限，以全面承担九成的获津贴医
药费。

普通病房住院首两天的每日
索赔限额，将从1000元增至1630
元；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每日索
赔限额将增加一倍以上，从2200
元增至5140元；外科手术的索赔
限额将从2600元增至3900元，增
幅达50%。

每年索赔限额也从15万元增
至20万元，为患有严重疾病的患
者提供更多保障。

同时，住院自付额在现有基
础上将最多上调1500元，以确保
保险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大额住
院医药费上，并减缓保费须增加
的幅度。

另外，政府将减少私人无津
贴医药费的扣减比率（pro-ration
factors），以确保公立医院和私
人医院的索赔额相当。

肾脏透析索赔顶限
增至每月1750元

卫生部也将大幅扩大终身健
保在门诊方面的涵盖范围，包括
提高门诊索赔限额，以全面承担
九成的获津贴医药费。例如，肾
脏透析的索赔顶限将从每月1100
元增至每月1750元。

终身健保涵盖范围扩大到多
种新的门诊和居家医疗服务，除
了传统住院外，患者也可以选择
更便捷的护理服务。

新增门诊治疗包括为抑郁症
患者提供的重复性经颅磁刺激
（简称rTMS），每次治疗的索赔
顶限是120元。

居家治疗方面，需要居家机

械通气和呼吸辅助服务（简称
HVRSS）的患者，每月的索赔顶
限是840元。需要儿科居家护理
的病童，每个月最多可索赔420
元。

同时，卫生部将新设每年最
多500元的门诊自付额顶限。当
局将门诊治疗的共同承担额（co-
payment）从固定的10%调整为

3%至10%的分层结构，以便和住
院治疗的共同承担额计算方式一
致，让患者更能负担较高的门诊
医药费。

终身健保每年索赔限额增至20万元
范围扩大至住院及日间手术等

政府将提高现有的住院和日
间手术的索赔顶限，以全面
承担九成的获津贴医药费。
每年索赔限额也从15万元增
至20万元，为患有严重疾病
的患者提供更多保障。

赵世楚 报道
zhaosc@sph.com.sg

卫生部将把终身健保计划索
赔范围扩大至细胞、组织和基因
治疗类产品，以确保人们负担得
起这些昂贵的新型疗法。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科
技的进步，一些高科技新型疗
法，例如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
产品（cell, tissue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简称CTGTP），已证实
能有效治疗严重疾病。不过，这
些疗法通常非常昂贵。

卫生部星期二（10月15日）宣
布将终身健保索赔范围扩大至涵
盖这些新疗法，因为保险运作原
理，风险分担（risk pooling）适用于

这类高成本、低发病率的疗方。
为了确保保费可持续，终身

健保将只承保经过临床验证且具
有成本效益的治疗，这些疗法将
列入卫生部CTGTP名单。

第一个列入名单的是Kymriah
细胞疗法，这是一种能治疗B细
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嵌合抗
原受体T细胞疗法。

接下来，CTGTP名单也将涵
盖用于治疗血液疾病和儿童期发
病的高成本药物，例如能够治疗
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利司扑兰
（Risdiplam）。

为了确保有需要的患者能够

获得这类治疗和药物，政府将推
出试点支付框架，包括津贴、终
身健保和保健储蓄。

就卫生部CTGTP名单上的疗
法和药物，自今年8月1日起，符
合津贴条件的患者可获得最高
75%的津贴，每个疗程的津贴上
限为15万元。

从明年1 0月起，卫生部
CTGTP名单上的疗法和药物，将
纳入终身健保和保健储蓄涵盖范
围。

由于CTGTP费用高昂，因此
在初始阶段三分之二的受津贴患
者将全面受保。

细胞基因等昂贵新疗法列入索赔范围

70岁的张许莲，在2017年确
诊俗称“渐冻人症”的肌萎缩性
脊髓侧索硬化症。她的病情随着
时间流逝而恶化，从最初依赖轮
椅代步到近年长时间卧床，全天
候需要呼吸机，每月医药费在扣
除政府津贴后仍要至少四位数。

张许莲有三名子女，其中一
个女儿吴紫玉（36岁）受访时透
露，在居家机械通气和呼吸辅助
服务计划下，来自陈笃生医院的
护理团队，每两个月上门为张许
莲更换气切管和检查身体状况，
相关费用都以现金支付。

随着政府宣布检讨终身健保
和扩大涵盖范围，允许使用居
家机械通气和呼吸辅助服务的患
者，可申领每月最多840元的终身
健保索赔额，以及每月保险储蓄
可提款90元来支付相关费用，料
可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经济压力。

吴紫玉说，目前不清楚终身
健保扩大涵盖范围后，会否显著
减少付现金的医药开销，但她欢
迎政府的新宣布，因为多少可减
轻她和家人的财务负担。

除了居家机械通气和呼吸辅
助服务外，在终身健保扩大新疗
法涵盖范围后，儿科居家护理每
月也可申领最多420元的索赔额，
以及每月保险储蓄可提款50元。

竹脚妇幼医院综合儿科资深
顾问医生周础湉受访时说，孩子
出院前，医护人员在必要时会教
他们的父母或看护者如何正确进
行居家护理。

周础湉指出，常见的儿童居
家护理包括，为须要静脉喂养
的儿童提供完全肠外营养（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以及操作家用
呼吸机、氧气浓缩器等医疗设备。

她说，虽然医院有照顾孩子
的必要设施，但住家仍是孩子成
长的最佳场所。不过，为了确保
这个孩子能在家庭环境中得到妥
善照顾，居家护理设备和家访费
用等可能很高。

她提到，终身健保和保健储
蓄目前都不承保儿童居家护理。
卫生部扩大终身健保涵盖范围将
有助于减轻家庭的整体压力和负
担。

竹脚妇幼医院从2001年起提
供儿童综合与居家护理服务，至
今共惠及2500名儿童，目前有530
名患者正接受这个护理服务。

社区居家护理治疗
首次允许患者索赔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赵世楚 报道
zhaosc@sph.com.sg

索赔顶限调高 患

为鼓励人们培养健康生活习
惯，从明年下半年起，40岁及以上
的终身健保投保人将可以通过“健
康365”计划的健康积分兑换保费
折扣。

卫生部星期二（10月15日）
在文告中指出，通过保健促进局
的“健康365”（Healthy 365）

健康365应用积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减息效应初现 9月私宅销量大增九成
罗美琪 报道
vickiloh@sph.com.sg

扫描QR码
政府加强
终身健保计划
你能如何受益

项目 销售数量（单位） 中位数尺价（元）

8@BT 83 2727

松岩轩Pinetree Hill 72 2501

顶林佳苑Hillhaven 46 2120

莉丰嘉园TembusuGrand 32 2431

Hillock Green 22 2224

Lentoria 19 2163

秘林嘉园TheMyst 16 2082

双悦园TheContinuum 11 2843

Pollen Collection 10 2272

景乐苑Sceneca Residence 10 2074

9月份私宅销售排行榜

图表／李太里资料来源／合登集团数据分析

资料来源／卫生部 图表／梁锦泉

主要住院与门诊项目及
整体索赔和提款顶限调整

终身健保索赔顶限 保健储蓄提款顶限
目前 检讨后 目前 检讨后

住院与日间手术
普通病房 800元／天 830元／天
重症监护病房 2200元／天 5140元／天
首两日额外索偿限额 200元／天 800元／天 150元／天 730元／天
（普通、重症病房皆适用）
社区医院-康复护理 350元／天 370元／天
社区医院-亚急症护理 430元／天 250元／天

社区医院-外科手术 240至 240至 250至 240至
2600元／台 3900元／台 7550元／台 5290元／台

门诊治疗与药物
肾脏透析 1100元／月 1750元／月
红细胞生成素 200元／月 220元／月
长期肠外营养 1700元／月 2200元／月 200元／月 220元／月
外部放疗（半身除外）、 330元／次 400元／次
质子治疗类别一
近距离放疗、 500元／次 620元／次
质子治疗类别二

最高索赔顶限
保单年索赔顶限 15万元 20万元

400元／天

250元／天
（最多5000元
／年）

250元／天
（没有年度
限额）

450元／月
-

80元／次

360元／次

360元／次

卫生部长王乙康在终身健保计划检讨会结束后，接受媒体的采访，并重
申数个重点。（张俊杰摄）

住院自付额在现有基础上将最多上调1500元，以确保保险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大额住院医药费上，并减缓保费须增加

访时，对政府的最新宣布表示感
激，因为这将大大减轻她的经济负
担。她每星期洗肾三次，每次四小
时。“我现在没有工作，真的很感
谢政府和全国肾脏基金会给予援
助。”

全国肾脏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黄振令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
透露，基金会目前经营42家洗肾中
心，为5800名患者服务。

本地患上肾衰竭者逐年增
加，从10年前的5500人，增至目
前近9000人。全国肾脏基金会是
本地最大的洗肾服务业者，全国
约三分之二患者到基金会旗下的
中心洗肾。

黄振令说，每名患者的每月
洗肾费超过2500元，政府补助、

终身健保和基金会津
贴提供了基本支援，基
金会也在药物和交通方面
给予患者帮助。

随着终身健保索赔顶限提
高，基金会预计62%患者的自付费
用会减少。

新加坡是肾衰竭发病率最高的
国家之一，导致肾衰竭的原因包括

糖尿病、高血压及肾小球肾炎；其
中糖尿病是导致肾脏功能无法正常
操作的主因，占新病例的67%。

钟顺英每星期须洗肾
三次，洗肾索赔顶限
明年4月上调至每月
1750元后，将进一
步惠及她与其他长期
洗肾者。图为她在全
国肾脏基金会后港—
榜鹅洗肾中心洗肾。

（萧紫薇摄）

保 检讨

配合终身健保的保费明年上
调，政府宣布推出总值41亿元的
援助配套，通过提高保费津贴、
额外填补保健储蓄户头，以及给
予一次过的保健储蓄花红等措
施，协助国人减轻负担。这些援
助足以完全抵消未来三年上涨18
亿元的保费。

援助配套分成两大部分——
7亿元用于提高保费津贴，34亿
元用于填补保健储蓄。提高保费
津贴意味着受保人须付的保费减
少，而填补保健储蓄后，国人可
用户头内的存款来缴付保费。

政府已接纳终身健保理事会
的建议，将从终身健保基金发放6
亿元的一次过拨款，以控制保费
涨幅不超过35%，未来三年平均
每人的保费增幅为22%。

卫生部星期二（10月15日）
发文告说，将从明年4月1日起，
提供更多保费津贴给50岁以上的
中低收入国人，津贴幅度增加五
至10个百分点，符合条件者可享
有最高达60%的津贴。

目前，建国一代每年可获得
保健储蓄填补，为了协助减轻保
费上涨的负担，政府将在常年填
补额上，再加上最多300元，总额
最高1200元。明年满90岁者所获
得的保健储蓄填补和特别津贴，
足以完全支付保费。至于较年轻

的建国一代，所获得的资助也足
以应付三分之二的保费。

额外保健储蓄花红12月发放
此外，在共同前进配套下，

在1973年或更早出生的国人可一
次过获得500元额外保健储蓄花
红。

至于1974年至2003年之间出
生的国人，可获额外200元的保健
储蓄花红。这些款项将在今年12
月发放。

政府考虑到一些壮龄人和
立国一代的保健储蓄户头存款
不足，因此也将给予他们更多

援助。在1950年至1973年之间
出生、基本保健存款（Ba s i c
Healthcare Sum）少过指定数额一
半的国人，明年将获得额外500元
的保健储蓄花红。

另一项援助措施是明年4月1
日起，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将
从4000元增加至5000元。这笔款
项足以支付孩子的保费至21岁。

政府也将拨出8000万元，协
助获得津贴后仍无法缴付保费的
低收入者。

卫生部强调，没有人会因为
无法承担保费而失去终身健保的
保障。

41亿元拨款助国人应对保费上涨
提高津贴及填补保健储蓄等

援助配套分成两大部分——7
亿元用于提高保费津贴，34
亿元用于填补保健储蓄。提
高保费津贴意味着受保人须
付的保费减少，而填补保健
储蓄后，国人可用户头内的
存款支付保费。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面对医药费持续上涨和
人口老龄化，定期检讨和调
整终身健保计划是有必要的。
受访专家指出，加强版的终身
健保计划将能满足不同经济条件
的民众的个别医疗需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
卫生学院助理教授陈惠君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终身健
保扩大门诊治疗的覆盖范围并提
高索赔顶限，将能让广大民众受
惠。对于少数需要精准医疗的病
患来说，终身健保也能确保他们
有平等机会获得治疗。

专业精算师、南洋理工大学
商学院副教授周懿指出，为应对未
来医药费持续上涨和人口迅速老
龄化的双重挑战，定期检讨和调
整终身健保等保险计划预计有必
要。对于更需要医疗护理的年长者
而言，加强版的福利将提供更大
的经济保障，让他们更安心。

IP计划可能受影响
“保费上涨则凸显需要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来管理医药费，同

时避免给年长者和弱势群体带来
不必要的财务负担。”

周懿认为，终身健保计划调
整后可能会影响私人综合健保计
划（简称IP）的保费、承保范围
和保险设计。终身健保加强后也
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调整IP保费
或福利，以配合新承保范围。私
人领域和消费者的反应在未来几
个月有待观察。

政府从明年下半年起推出试
行计划，让维持健康生活方式的
公众享有终身健保保费折扣。周
懿认为，这是本轮终身健保检讨
的亮点之一。

他说，鼓励人们采取行动保
持身体健康，可直接影响包括减
少病发率和降低医药费。间接的
影响也包括可延长寿命，并可能
扩展到鼓励病患有效管理糖尿病
和肥胖等。

鼓励病患转向医院外护理
Foundation Healthcare控股医

疗运营总监孔振宇医生受访时
说，从这次的终身健保检讨，可看
出卫生部鼓励改变现有以医院为
主的护理方式，即从医院转向日间
手术、从住院转向居家护理，以及
给予居家护理更多的支援。

他指出，随着医疗科技进

步，以往许多须住院的手术，如
今可通过日间手术完成。例如
病患在医院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
后，可在同一天出院。

他认为，调高日间手术的索
赔额可让更多病人一举多得，除
了减少住院时间，减少医药费，
也能在家里舒适地康复。

谈及终身健保扩大门诊涵盖
范围，国大医院风湿病科高级顾
问医生圣陶斯（Amelia Santosa）
客座副教授说，越来越多国人患
上慢性疾病，“希望这个调整能
让财务问题不再成为障碍，患者
都能获得有效护理”。

她提到，医院病房也越来越
拥挤，让无须再住院的患者接受
门诊治疗，可腾出床位以接收更
多重症患者。

心理卫生学院神经刺激服务
主任吴施毅医生受访时说，大部
分精神疾病患者接受的是门诊治
疗。2023年，心理卫生学院接诊
超过5万5000名门诊患者。

他说，药物治疗、心理治疗
和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都
是常见的门诊治疗选择。“rTMS
治疗需要四至六周，除了需要较
长休假，也会面临经济压力，而终
身健保能提供保障。”

（李庚洧支援报道）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赵世楚 报道
zhaosc@sph.com.sg

患者洗肾负担减轻

应用，投保人可用150健康积分
兑换2元的终身健保保费折扣。
目前，150健康积分可兑换1元折
扣。

这是终身健保理事会提出的建
议之一，已获政府接受。

公众可以通过应用中的健康挑
战和活动获取健康积分，或到加入

健康SG计划的全科诊所完成“保
健护理计划”（Health Plan）的第
一次问诊。

例如，每天平均做30分钟中
高强度运动，一年可累积6000健
康积分，这能兑换80元的保费折
扣。卫生部长王乙康指出，对较
年轻人的投保人而言，这是将近

50%的折扣。
他说：“保持身体健康是我们

可以做到的，无论是戒烟、定期体
检、少吃盐糖，还是多做运动，都
是个人的选择，同时能获得终身健
保保费折扣。我觉得这是值得付出
的努力。”

这项试点计划将实施三年，
政府过后将评估计划成效，再决
定是否作为终身健保计划的永久
项目。

积分可兑换保费折扣倍增

雇主从明年起可申请雇主发
展津贴，利用这笔最多4万元的资
助聘请就业导师等专人，支持特
需者就业。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新推
出的雇主发展津贴（Employe r
Development Grant）将是现有残障
人士就业计划的其中一项津贴。
雇主可利用这笔资助来扩大包容
雇佣，减轻推行工作的部分成本，
如聘请或委任就业导师和包容
雇佣倡导者（Inclusive Workplace
Champion）来指导特需员工。

雇主可获最多4万元，资助额
按新聘的特需员工人数而定。津
贴明年1月1日开放申请，当局会

在今年较迟时公布申请条件等细
节。

副总理王瑞杰星期二（10月
15日）出席包容残障就业标志颁奖
礼时，宣布这项计划。他致辞时
说，政府这些年来不断加强对不
同群体，包括特需者的支援，支持
每个人发挥潜能。其中一个关键
是打造一个能善用不同能力，让
每个员工能发挥潜力的职场。

他说：“雇主发展津贴是残
障人士就业计划现有津贴，如工
作重新设计津贴和培训津贴以外
的新资助。这笔津贴可帮助企业
加强招聘残障者的力度，支持他
们保持就业。”

企业可继续利用工作重新设
计和培训津贴，协助特需员工融

入职场。
我国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

把残障者就业率提高到40%，这
个比率在2022／23年为32.7%。目
前有超过7000家公司雇用1万6000
名残障者，当中约八成只雇用一
人。政府希望到了2030年，雇用
特需者的雇主可增加至1万个，当
中三成雇用超过一名特需者。

98机构获包容残障就业标志
12人助打造包容职场获表彰

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
（SG Enable）为此将在六个主要
领域如餐饮、医疗及社会服务、
资讯及通信等展开推广工作，与
已获颁包容残障就业标志的企业
和“技能创前程行业领头羊”企

业合作。
今年有98个机构获颁包容残

障就业标志，包括这些机构在
内，获标志的机构已增至246个。
另有12人为打造包容职场做出贡
献，获颁个人奖。

新加坡雅庭假日酒店职员戴
伟轩（28岁）是其中一名伙伴奖
得主。身为餐饮部组长，他负责
协助指导新入职的员工，当中包
括特需者。

戴伟轩从立达高级特别学校
毕业后就在雅庭假日酒店工作。
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
他初次踏入职场时曾感到压力，
不知自己能否胜任工作。他庆幸
有同事耐心指导，让他有机会学
习，并升任组长。

他说：“我感谢公司和同事
的支持，所以也想帮助其他新来
的员工融入，因为我可以了解他
们面对的问题。”他举例说，当
察觉同事心情不太好时，他会开
导对方，引导同事管理好情绪，
并在工作上给予鼓励。

在 半 导 体 公 司 美 光
（Micron）任职的佟玲（39岁）
不只是公司的技术整合部主管，
也领导CAPABLE员工资源组，积

极倡导包容文化。
这名倡导者奖得主带领公司

主办工作坊、志愿服务等活动，提
高同事对特需群体的认识。因意
识到一些员工有色盲问题，她提
议资助这些有需要的员工购买眼
镜，建议获得公司采纳。

她说：“特需者也有他们的
才华，同样能为职场做出贡献，
我很乐意在工作岗位支持倡导工
作。”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资料来源／卫生部 图表／梁锦泉

2025年调整及获津贴后保费（元）*

各年龄层终身健保保费

下个
生日年龄
（岁）

现有
保费
（元）

最终
调涨保费
（元）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1至20 148 200 123 131 139 164
21至30 255 295 200 214 227 267
31至40 397 503 322 343 364 429
41至50 535 637 396 424 453 566
51至60 815 903 576 617 673 841
61至65 1039 1131 676 729 800 1067

立国一代长者***
66至70 1121 1326 690 749 828 1124
71至73 1217 1643 758 825 917 1278
74至75 1345 1816 837 912 1013 1412

建国一代长者****
76至78 1559 2027
79至80 1620 2187
81至83 1706 2303
84至85 1971 2616
86至90 2063 2785
90以上 2093 2826

注
* 须符合住房年值条件。不同年龄层和收入不同者，所享有的保费津贴比率不同。
**低收入、中低收入及中高收入者，分别指每月人均家庭收入低于1500元、介于
1501元至2600元，及介于2601元至3600元。
***立国一代2025年保费包括额外津贴。
****建国一代2025年保费包括特别津贴，但不包括给建国一代的常年保健储蓄填补。

778
818
853
931
935
925

雇主明年起可申请4万元津贴 聘专人指导特需员工 酒店职员戴伟轩
（右）助新特需
同事融入，获颁
伙伴奖。倡导者
奖得主佟玲在公
司主办工作坊、
志愿服务等活
动，提高同事
对特需群体的认
识。（白艳琳摄）

加的幅度。（档案照片）

专家：加强版可满足更多民众不同医疗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