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工：留家避疫不如出來幫人
辭職全力派物資 做子女好榜樣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第五波疫情下，醫院服務
需求驟增，醫院管理局自2月16日起，啟動「遠程醫療支援服
務站」，提供更多支援予新冠確診者，至今有約50名醫生透過
「自選兼職計劃」參與，處理逾4000轉介個案。有逾80歲的獨
居伯伯於檢測結果轉呈陰性後，仍咳嗽不止，認定自己「治不
好」而情緒低落，經電話支援，情緒好轉。有參與的醫生形容服
務是「醫身更醫心」。

「次次打完電話，覺得佢哋開心咗。」 腦外科專科醫生陳
思堂自2月底參與支援遠程治療，平均每天接聽約20個來電。他
說，雖然不是面診，但聽到很多患者的心聲，當中不少是獨居老
人。曾有一名80多歲的伯伯，核酸與快速檢測結果均轉為陰性，
但仍 「咳得好緊要」 ，在醫管局指定診所就診四次，病情仍未緩
解，在電話內情緒低落，經了解明白他 「怕死」 ，認為自己治不
好。陳思堂建議他再求診，伯伯終於釋懷，並表示感謝。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轉型計劃）梁樂行表示，服務容量將
視疫情進展而定，特殊個案，如孕婦等，會回訪跟進、轉介給對
應專科的醫生等。現時 「自選兼職計劃」 累計有約200名醫生，
450名護士參與，除 「遠程醫療支援服務站」 外，參與計劃的醫
護還會為亞博館等不同設施提供支援。

昨日，本港新增7596宗確診個案，
連續4日低於1萬，與最高峰逾5萬個案
相比，有明顯好轉。但昨日本港再多
151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已
有7358名新冠病人離世。這表明，香港
抗疫依然處於 「滾石上山」 的關鍵時
期，絲毫不容鬆懈！

怎樣把疫情防控做得更好？行政長
官日前在記者會上表示，上海、廣州、
深圳的防疫經驗有參考價值；並表示，
香港作為內地及外地的跳板和聯繫人，
防疫措施要聯通內外才能成功，雖然一
點都不容易，但仍應爭取達至效果。

香港怎樣參考滬穗深防疫經驗？筆
者認為，重在識其 「魂」 ，然後才可仿
其 「術」 。如果只看表面，不知其裏，
學習借鑒只會淪為一句空話。為此，建
議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強認知。

唯「快」才能制勝
廣州抗疫經驗好在哪裏？廣州人總

結了幾句話：反應快，行動早，救命才
是硬道理。廣州堅決落實 「早發現、早
報告、早隔離、早治療」 「集中患者、
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 的要
求，堅持 「聯防聯控」 與 「群防群控」
相結合，科學精準制定防控策略，有效
控制了疫情。

深圳的抗疫經驗強在何處？深圳在
3月14日至21日按下了 「慢行鍵」 ，全
市公共交通工具、地鐵停運，所有小
區、城中村、產業園區全都實行封閉式

管理；所有營業場所、門店全部停業，
僅餐廳、超市、菜市場、藥店可以開
門，餐廳只能外賣，不能堂食。利用這
短短的7天，這個近2000萬人口的城
市，完成了三輪核酸檢測後，城市恢復
正常秩序。

上海的抗疫經驗特殊在什麼地方？
上海以黃浦江為界，先在浦東、後在浦
西實行封控，進行全員核酸檢測，逐片
篩選，把染疫者找出來。

三地的方法雖然不同，但都圍繞一
個「快」字展開。廣州以「早」求 「快」 ，
深圳以 「慢」 求 「快」 ，上海以 「分」
求 「快」 ，都是為了跑到病毒的前面，
獲得抗疫主動權，這是制勝的關鍵！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備受詬病
的就是一個 「慢」 字。無論是戰時思維
的樹立、抗疫政策的敲定，還是抗疫措
施的執行，都明顯 「慢半拍」 ，錯過了
一個又一個 「時間窗口」 。香港借鑒三
地經驗，須緊盯一個 「快」 字。那麼，
怎樣才算 「快」 ？不是說比過去快就可
以了，而是要以病毒傳播的速度來定義
「快」 ，始終跑在病毒的前面，才稱得

上 「快」 。

有「備」才能無患
綜觀滬穗深的防疫經驗，都有一個

共同點：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深圳在開啟 「7天慢生活」 之前，

下足了 「備課」 功夫。無論是醫療防疫
人員的組織調度，還是社區工作隊伍的

人員配置；無論是隔離設施的全面落
實，還是市民生活物資的充分供應；無
論是物質上的生活保障，還是思想上的
行動動員，都做了充分準備。正因為如
此， 「7天慢生活」 期間，市民的配合
度非常高，核酸檢測的效率也非常高，
達到了預期效果。

廣州能以快制勝，同樣是下足了
「備課」的功夫。從物資儲備、啟動應急
響應，到集中收治重症病人、採用先進
技術實施救治，均反應迅速、有條不紊。

上海正在實施的 「分區封控」 ，是
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得
失，從多個方案中遴選出的一個方案，
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反觀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處處被
動，準備不足是一個重要原因。行政長
官在日前的記者會上坦言，誰也沒有料
到今年2月份疫情會發展到這樣嚴重的
程度。醫管局主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
表示： 「若去年推高疫苗接種率或可大
幅降低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數」 。

借鑒滬穗深的防疫經驗，就要借鑒
其 「未雨綢繆」 、 「防患於未然」 的意
識，要以 「菩薩心腸＋雷霆手段」 來做
防疫的準備工作。對於第五波疫情，港

大的研究人員已通過模型分析，做出了
染疫人數、重症人數、病疫人數的預
測，也有不少研究人員認為，本港很有
可能爆發第六波、第七波疫情。那麼，
政府應該依據這些分析判斷，提早做好
準備。「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在面對新
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衞生事件，我們寧肯
把困難估計得更大一些，把準備工作做
得更充分一些，如此才能臨危不亂、處
變不驚，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實效。

心「定」才能致遠
抗疫是一場戰鬥。打仗是實力的較

量，也是信心的較量。滬、穗、深三地
在面臨巨大壓力時，從政府到民間，始
終保持必勝的信心。三地黨和政府官員
態度鮮明，講話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市民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從網上的留
言看，絕大部分人都表達了對封控措施
的理解和包容，對一線醫護人員的體恤
和敬重，對戰勝眼前的困難的決心和信
心。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就抗疫信心而
論，香港與滬、穗、深的差距十分明
顯。去年12月底，疫情個案出現時，沒
有引起足夠重視；到了2月份疫情大爆
發，一時間手足無措；到了3月份每日
個案達到5萬峰值時，還有人主張 「躺
平」 ；現在，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情
況稍有好轉， 「傷疤」 還沒完全好，有
人就 「忘了痛」 ，急忙呼籲政府重視香
港人才流失及外商撤資問題，甚至建議

特區政府 「將
錯就錯」 ，制
定 「與病毒共
存 」 的 路 線
圖。在付出了
7000 多 條 生
命、100多萬人染疫的沉重代價後，仍
然不懂得 「長痛不如短痛」 的道理，缺
少定力，令人嘆息！

借鑒滬穗深的防疫經驗，就要始終
懷着必勝的信心去抗疫，不能只算經濟
賬，還要算生命賬、健康賬、民生賬、總
體賬，以更寬闊的視野看待抗疫的成敗
得失，以更長遠的眼光分析抗疫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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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寶龍在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九次
協調會上指出： 「香港目前疫情形勢依
然嚴峻複雜，各參與單位和全體工作人
員，要始終保持昂揚的戰鬥狀態，不放
鬆、不懈怠，直至取得香港疫情防控戰
的最終勝利」 。他還強調，要堅決打擊
干擾破壞香港疫情防控的行為。香港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認識到，抗疫沒有
退路，必須以 「不破樓蘭終不還」 的決
心和信心，打贏這場疫情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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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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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之母：聽到一句多謝 疲勞盡消

社區幹事自籌物資分贈居民

▲魏錦瑜（左）與其他義工一同派
送物資，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穿上全套防護衣的魏錦瑜坦言，
派送物資雖然很辛苦，但受助人一
句簡單的多謝，已叫她疲勞盡消。

花名 「金魚」 的魏錦瑜，是一位年輕母
親，育有三名女兒，分別七、九及十三歲，成
為抗疫義工源於覺得「港人疫情下好慘」，面對
沒完沒了的疫情，她認為沒有人可獨善其身，
與其留在家中，不如站出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也可為女兒樹立榜樣，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

「病毒無處不在，我留在家中，也有機會
受感染，如果出去幫人中招，也心甘命抵！」
「金魚」 表示，早前有一份工作幫補家計，一
次從社區人士的群組，得悉招募抗疫義工，於
是報名參加， 「群組寫明，是幫手包裝防疫
包，最初見只有一兩人報名，覺得好像很冷

清，所以就報名試試。」

徒步派物資 猶如焗桑拿
她憶述，當日抵達社區會堂，情況並不如

想像中冷清，當時合共有接近100人，包括不
同年齡人士，經指導後，分為數人一枱，負責
將物資逐一包裝，一次義工的體會，令她 「上
癮」 ，後來索性辭工，全力參與義工服務。

來自基層的「金魚」，辭工後家庭失去一部
分的收入，但她的丈夫並不介意，更全力支持
太太幫人，除了負責包裝物資包，「金魚」也有
參與派送物資工作，其中一次經歷令她非常難

忘，「根據指引，我們向確診者派物資包，只
會放在門外，不可有近距離的接觸，有一位
獨居的婆婆，大概很久沒有外出見人，知道
我們來了，立即打開門希望多謝，我們唯有立
即退後到走廊的轉角位，離遠叮囑她小心保重
身體，最緊要放鬆心情。」

「金魚」 坦言，派送物資包其實很辛苦，
既要穿上全套保護衣、戴上口罩和面罩，每次
遇到一些單幢唐樓，沒有升降機，徒步派發弄
得汗流浹背，猶如焗桑拿，而且每次也一手拿
了幾袋，過程絕不輕鬆，但受助人離遠一句簡
單的多謝，已叫她疲勞盡消。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 「Sammi，
食多啲啊，你近排又瘦咗。」 這是東涌中居民近
期和新民黨東涌中社區幹事傅曉琳說得最多的
話。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傅曉琳每天奔走在社
區為居民送抗疫物資，摸查社區防疫情況，早出
晚歸，常常一天吃不上一次正餐的她，成功 「減
肥」 十多磅，令不少居民見到她都心疼的囑咐。

怕義工感染 寧做「獨行俠」派送
傅曉琳每天都收到不少居民的求助，幾乎

都與缺乏抗疫物資或確診之後無法及時送院有
關，其中更有不少來自長者家庭或兒童家庭。面
對這些求助，傅曉琳的內心也焦急萬分，她將自
己籌集的物資及新民黨購買、募集所得的藥品、
口罩、搓手液、消毒酒精等抗疫物資，分贈與區

內居民及中小學。由於區內大多為私人屋苑，一
般義工難以進入，加之她擔心病毒防不勝防會令
義工染疫，傅曉琳便選擇做一名 「獨行俠」 ，經

常一次背着數十份物資挨家挨戶送到市民手中。
對於街坊的關心，她卻笑言： 「這幾年大家咁照
顧我，肥咗好多，而家當係減肥啦！」

2月下旬，逸東邨和滿東邨在寒潮下迎來圍
封強制檢測，然而整個東涌只有一個檢測站，每
天上千居民需要挨凍 「打蛇餅」 。傅曉琳立即與
民政事務處積極溝通，並去信公務員事務局和食
衞局，最終成功爭取在東涌道足球場及東涌市中
心增設檢測站，有效緩解了居民檢測困難。

另外，東涌社區會堂的疫苗接種中心關閉
後，東涌自2022年初便再無復必泰疫苗接種
點，傅曉琳又特意請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聯絡
政府，要求在東涌復設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
最終成功爭取在北大嶼山醫院和富東邨設立復
必泰疫苗接種中心和流動接種站。

▲傅曉琳擔心其他義工受染疫，選擇做 「獨行
俠」 ，一人背着數十份物資送到市民手中。

38%社福機構員工未打針
【大公報訊】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或津助的福利服務單

位，本周五（4月1日）起，全面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所有工
作人員須已接種起碼一針新冠疫苗，方能繼續提供服務。不
過，有調查顯示社福機構員工接種率偏低，仍有約38%受訪
者未打針。香港政研會表示，社福界高達38%從業員未打
針，情況令人極度震驚及憤怒，擔心可能引發基層社群疫情
大爆發，該會發起網上聯署支持社署的「疫苗通行證」政策。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公布，本月初以網上問卷形
式，訪問了280位來自25間社福機構的員工。37.9%的受訪
者表示，自己未接種新冠疫苗。52.5%受訪者表示，其任
職的機構要求未符合接種規定的員工須自願離職。

根據政府的疫苗網站，截至昨晚，第一針接種率達
92%（不包括3至11歲），在20至59歲年齡組別，96.6%
人已打第一針。

團體：擔心引發疫情大爆發
香港政研會表示，社工工作涉及支援社會中最弱勢

基層社群，社福界必須以身作則，若社工沒打針，擔心
引發基層社群疫情大爆發。對於社總認為，社署推行「疫
苗通行證」，令社福機構做 「無良僱主」 ，香港政研會批
評是包庇社福界害群之馬拒絕接種疫苗。該會發起網上
聯署，支持社署實施 「疫苗通行證」 ，譴責社總。

社署表示，接種疫苗能有效保護，「疫苗通行證」是
重要的防疫措施，呼籲未打針的機構員工盡快接種。按
照規定，本周五起，資助或津助機構的員工，必須打起
碼一針，方可在單位值勤或提供服務；若持有醫生證明
書，證明因健康理由不適合打針，須每七日檢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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