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覺得內地醫護同香港醫護一樣咁好，
多謝（亞博館）醫生同多謝姑娘的照顧，多謝
你哋救命之恩。」 年過70歲的陳婆婆本月11
日經醫院轉介至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接受治
療。她在預先錄製的短片表示，雖然在亞博館
內她可自行去廁所及自行抹身，但獲醫護悉心
照料，她康復進度良好。對於內地醫護的支
援，形容與本港醫護 「一樣咁好」 。

主動要求提供模擬系統
現時約有包括數十名醫生在內的400多名

內地醫護在亞博館提供醫療協同服務，由於採
取閉環模式，他們只會在患者接受治療的 「紅
區」 區域工作，工作時，他們必須穿上全套保
護裝束，其間不能離開 「紅區」 。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
業表示，兩地醫生對接良好，內地醫生已參與
處方藥物，亦會處理病歷紀錄，醫管局亦已為
醫療電腦系統增設中文介面、中文輸入法及標
準化程序等。李立業特別提到，內地醫生十分
積極主動，包括主動用英語輸入電腦系統，亦

熟讀本港的臨床指南。為更

好適應本港電腦系統，援港團隊主動要求提供
模擬系統，讓他們休息時段熟習系統運作。

加強館內中醫藥服務
李立業介紹說，內地醫生已可獨立巡房，

並且一同參與每天有關傳染病科及老人科的開
會討論，以令整個醫療流程更暢順。內地醫生
亦加強亞博館內的中醫藥服務，透過與病人直
接面對面診症，提供包括中醫在內的服務。

「佢哋好心急，唔止一次同我講快啲救人
幫人。」 被問與內地醫生相處的感受時，李立
業說，他深刻感受到內地醫護很想很想幫香
港，希望救多些人，令香港早日脫離疫情，令
他很感動。

醫管局經理（護理）林彩霞亦分享內地護
士與本港護士的合作。她說，大家工作沒分
別，一樣需要替病人如提供餵食、清潔皮膚及
轉身等，當中合作無間，由於大部分內地護士
曾在不同地方工作，護理經驗豐富，雙方珍惜
互相交流機會，共同探究最優良方法。 「例如
一啲護理方法，我哋一齊傾，睇點樣最好同最
能幫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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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港內地醫生犧牲休息熟習運作
全天候駐守亞博館 好想快些救人！

香港的疫情仍處於高位平台期。昨
日新增1.4萬宗確診個案，第五波疫情
累計個案逾104萬宗，染疫病亡逾5900
人，抗疫仍處於關鍵時刻。但昨日特區
政府卻宣布了放鬆抗疫措施，包括：暫
緩全民檢測；自4月21日起解除大部分
社交距離措施；下月起取消9個國家的
禁飛令；放寬抵港隔離限制；4月19日
起，恢復學校面授，小學、幼兒園及國
際學校先面授等。

消息公布後，不僅引起本港專業人
士及社會各界的質疑之聲，內地的社交
網絡言論也對此大惑不解。目前香港日
增確診個案較最高峰時的逾5萬宗有所
下降，但對於擁有750萬人口的香港來
說，每日逾萬個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緣於
特區政府對疫情重視不夠、防控不
力 ， 已 受 到 各 界 的 廣 泛 批 評 。 如
今，香港還遠遠未到放鬆的時候，
抗疫方向決不能跑偏走樣！

「生命至上」，還是「成本至上」？
政府高官在解釋 「暫緩全民檢測」

時算了一筆賬，聲稱： 「為進行全民強
檢做了大量的評估工作，總受檢人數若
為720萬，檢測站就需要500個。以單日
計，每日檢測站運作14小時、240萬人
受檢，需要人手多達8萬人，包括每日

內地抵港支援人員要9000人。另外，因
為樣本要送往深圳檢測，還需要2500名
接載採樣員及樣本到內地的司機、物流
員等。」 這筆賬看似很精明，卻是一筆
「狠心賬」 ！

在如此嚴重的疫情面前，是堅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還是堅持
「成本至上」 ？

政府的主要責任是什麼？是保境安
民，是在遭遇個人無法承受的災難時，
為社會成員撐起一片天。防治重大傳染
病正是個人無法做到的。連這樣的事
情，都是先算 「經濟賬」 ，而不是先算
「健康賬」 「生命賬」 ，如何能贏得市

民的信賴？
錢沒了，今後可以再賺；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命沒了，一切都沒了。這個
道理並不深奧。每日染疫病亡200多人
的慘痛事實警示我們，如果遲遲不啟動
全員核酸檢測，意味着會有無數 「隱形
患者」 繼續 「播疫」 ；身強力壯的人也
許可以克服，老弱病殘人士卻可能經歷
生死挑戰。

資源不足，還是能力不足？
當然，也許在某些精英看來，老弱

病殘本該淘汰，曾被養老金所困的英國
政府，因大批老年人染疫死亡，如今不
是大鬆了一口氣嗎？如果這樣看待問

題，顯然大錯特錯！
因應香港嚴峻的疫情，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做出 「三個一
切」 「兩個確保」 的重要指示；韓正副
總理多次聽取香港抗疫情況彙報，並表
示對香港的求援 「照單全收、有求必
應」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親臨一線，主持了9場援港抗
疫工作協調會。中央還成立了由國家部
委、廣東省和深圳市、香港特區組成的
三方協調機構，下設若干工作專班，負
責人員調配、物資運轉的各項工作。中
央派出多批專家指導香港抗疫，在內地
專家的指導下，抗疫工作已有起色。醫
療人員不足，內地快速馳援；隔離設施
不足，內地陸續建成方艙醫院；物資供
應不足，內地專門開闢了多條運輸線，
「水、陸、鐵」 三路並進……中央想香

港所想、急香港所急，香港需要什麼，
中央就支持什麼。這樣的支持力度是前
所未有的。

香港各界也積極行動起來，部分私

家醫院已開始接收新冠肺炎患者；許多
大企業大集團，把旗下的酒店借出來用
作隔離設施；不少社會團體、社區組織
也紛紛組織義工為市民服務……群策群
力、共克時艱的氛圍已漸漸形成；分散
的資源已逐步匯聚；趨勢向好，這也是
前所未有的。

由於前期疏忽大意，香港錯過了遏
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時機，但失去最佳時
機，不等於徹底沒有機會。在中央和內
地全力支持、香港各界全力配合的情況
下，現在的措施讓許多香港市民和內地
民眾都在問：這到底是資源不足，還是
能力不足？

顧全大局，還是只顧小局？
眾所周知，3月14日至20日，被迫

按下 「慢行鍵」 的深圳市和東莞市，都
是香港疫情外溢造成的。從2月份開
始，深圳和東莞每天都有香港輸入病
例。

如果算經濟賬，那麼，不妨以深圳
市為例，算一下過去一周的經濟損失。
深圳日均GDP為75.81億元，一周就逾
500億元。深圳是對外貿易之都，全市
進出口額日均83億多元，一周就要損失
580億多元。此外，還要投入巨額資金
用於疫情防控。然而，廣東省和深圳市
在所不惜，堅持深港一體化統籌抗疫，

有情懷，有格
局，有責任，
有擔當，令人
欽佩。其實，
廣東省很難！
一要援港抗疫
不鬆勁；二要及時撲滅深圳和東莞的疫
情；三要確保廣東疫情不外溢。多項任
務疊加，多條戰線作戰。但廣東省各級
政府和廣大民眾以大局為重，毫無怨
言，默默付出，度過了最艱難的一周。

相比之下，在疫情還未出現明顯
「拐點」 時，就宣布放鬆政策，不僅是

對香港市民不負責任，也是無視深圳、
東莞做出的巨大犧牲，無視廣東民眾的
默默奉獻，更是無視 「全國一盤棋」 的
抗疫大局。

對於香港來說，抗疫是當前壓倒一
切的任務，這個主要矛盾仍然沒有變。
香港抗疫，失誤不少；如果再次失誤，
將辜負中央厚望，失去市民信任。請
問：誰為此承擔責任？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香港特區抗疫方向決不能跑偏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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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香港有方艙醫院真好，在這裏隔離，好舒服、好
輕鬆，空氣又好，好過在屋企或者酒店隔離，我在青
衣方艙醫院隔離休養了五日，上周四（17日）出院回
家，好感慨。

香港居住環境太細，在家隔離，會有好大壓力、
好緊張，好驚傳給家人。在方艙隔離，有專人照顧同
跟進病情，我真的好放心。

一、我非常擔心感染有長期病的丈夫，
主動要求去方艙醫院。

我50多歲，打了兩針疫苗，住荔枝角海麗邨，全
職家庭主婦，閒時會到社區做義工。

3月8日，我開始出現咳嗽、喉嚨痛等症狀，快測
發現 「中招」 染疫，屬輕症病人。我非常擔心感染有
長期病的丈夫和同住的兒子，主動聯絡消防處要求去
方艙醫院。

我丈夫70歲，有糖尿病和 「三高」 ，又是長期病

患，無法打疫苗，原本排期在3月11日做手術，因我
染疫，又要改期。在家隔離，我壓力好大、好緊張、
好驚！

3月12日晚上10時許，我帶齊連花清瘟、喉糖和
個人物品，登上消防處派來的防疫小巴，直往青衣方
艙醫院。

儘管在家做足消毒保護，入方艙次日，丈夫和兒
子亦先後中招染疫，丈夫的手術只能一改再改。

二、每次去完洗手間或沐浴間，
即有工作人員入去消毒，非常安全！

當晚入住過程好暢順，我10點幾上車，到埗後很
快辦好手續，不到12點已可入住病房。

病房裝有冷氣，乾淨、整潔，有三張床，床頭設
有小櫃，有熱水壺、電插頭和支裝水，只得我一個人
住，講句心底話，非常舒適！洗手間和沐浴間設在艙
的兩頭，相隔都只是幾十米，也很方便，每次去完洗

手間或沐浴間，即有工作人員入去消毒，非常安全！
一日三餐配有水果，定時送到門前。飯盒味道不

錯，如果要食齋，可以另外落order（單）。有小朋
友的家庭，還獲派 「益力多」 和零食，相當細心。

跟隔離酒店比，這裏可出門唞氣、曬太陽，地方
更寬敞，更舒適。

這幾日天氣好，不時見到附近病房長者，午後坐
在門前曬太陽。晚上，有恢復得好好的小朋友，相互
追逐嬉戲，陣陣的童聲笑語，在藍藍的夜空下，充滿
生氣，一片祥和。

對近日有黃絲等醫護組織，抹黑詆毀援港醫護和
方艙醫院，我很氣憤。見到急症室現在每日的慘況，
那些人還搞風搞雨，好激氣，火都嚟埋。

今次香港疫情嚴重失控，幸好有中央及時出手支
援，如果唔係，真的死得！

口述：確診者康女士
整理：大公報記者盛德文

方艙隔離 比酒店隔離好得多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
道：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多批內
地醫護人員積極響應中央號召，
支援香港抗疫，令不少團體及市
民深受感動。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表示，
面對香港的嚴峻疫情，內地醫護
人員無畏無懼，勇於 「逆行」 ，
救急扶危，甚至與家人分隔兩
地，無私奉獻，充分體現兩地人
民血濃於水，危難時刻互相支援
的感情，深深讓香港廣大市民動
容。此外，內地醫護人員

都極具專業資格和經驗，他們沒
有任何怨言，並發揮南丁格爾精
神，全心為病人服務。相信有了
內地醫護人員的馳援，香港必定
可以戰勝疫情。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
表示，感謝內地醫療隊援港。醫
療隊無懼感染風險充當 「逆行
者」 ，他們的支持好比及時雨，
幫助香港實現救治分流、
降低重症死亡率的
目標。

【大公報訊】隨着內地援港
醫療團隊抵港支援，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亦有望在短期內提升服
務上限，令更多患者獲得服務，
減輕醫院壓力。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
示，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原本設
計是接收輕症、有自理能力的患
者，但隨着確診者增加，現時已
接收病情嚴重、年長，以及長期
卧床的病人；由於這些病人所需

醫療支援較大，故醫管局目前只
開放第八及第十號展館使用；亦
由於內地醫護支援前，只有20名
醫生及100名護士工作，故照顧
上限只有200至250名病人。

然而，隨着內地醫護支援，
李立業稱，應可在一至兩周內，
將可接收病人提升約一倍至450
人。被問何時開放第九及第十一
號展館，李立業表示正一步一步
進行。

亞博館接收患者將倍增

團體感謝醫護無私奉獻

▲陳婆婆在兩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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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方艙醫院一
日三餐配有水果，
定時送到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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