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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撤銷發出隔離令的翌日1月31
日，亞博館的3號、6號、8號及10號館的
職工執拾細軟離開，她們在館外的專車區
等候期間，有在館前拍攝合照留念，或與
幾名知心 「戰友」 自拍，離開前的一刻互
相擁抱、祝福，關館之後她們重過復常的
生活： 「復常就好喇！一齊恢復正常」 。
在亞博館工作的廖女士、張女士及李女
士，與十多名同事在館前拍攝合照，依依
不捨： 「我哋都唔捨得，好感觸，見到長
者康復，睇佢哋健康返去（安老院舍），
我哋好開心」 ，廖女士說時雙眼通紅，身
旁的張女士憶述照顧過的確診長者康復
後，攬住她的手臂 「扭擰」 不想離開。

一班進入亞博館的護工，來自不同行
業包括空中小姐、健身教練、教畫畫老師
或是家庭主婦，因疫下失業，經受訓考牌
後投身亞博館做護理工作，每天工作12小
時，住得較遠的職工，天未光便要出門趕

到指定的市區專巴站上車，放工已是晚上
8時，亞博館出市區路途遙遠，回到家梳
洗小休便要倒頭入睡5、6小時。 「護工都
有個特點，就是面色皮膚很白，因為長期
不見陽光，朝8晚8，住得遠的5點多起
床，趕7點市區公司車上班，下班8點，回
到家10點，沖完涼洗完衣服，若那天有6
個小時睡覺便覺幸運」 。

去年12月入職亞博館護工的趙先生
說，很佩服這班拉雜成軍的護工，疫情高
峰時，一人照顧十多名確診長者及殘疾人
士，馬不停蹄為確診者做身體檢測、餵
水、餵餐、換片、轉身等，職工要在半小
時內進食，但包括除去防護衣，實際只有
十多至二十分鐘進食。趙說最忙時一天只
進食兩餐，有些助護或清潔嬸嬸為了趕上
專巴，拿了飯盒在車上吃兩啖飯： 「我哋
邊有機會見到陽光，係下午3點，亞博館
有個露天區域劃作檢測區，要帶隔離者做
檢測，我哋先見到陽光。」

然而，他們走在抗疫最前線卻從不是
社會關注的一群，甚至備受歧視， 「我哋

呢啲畀人歧視，少見朋友，曾有個住劏房
的清潔工，考了牌做亞博館護工，佢與親
友食飯，當時個護工中完新冠剛康復，有
抗體，但飯後有親友中新冠，被埋怨佢任
職亞博館傳播病毒，令佢很難受」 。

趙先生指不少家庭主婦因疫下家庭經
濟壓力而入職護工，記者前晚採訪一名女
護工，她說： 「吓，我哋無乜文化」 ；趙
先生遂在關館前撰文，希望透過《大公
報》刊登，記錄他們的貢獻，趙認為今天
政府撤銷隔離令，放寬防疫措施的決定，
取決於院舍長者確診、死亡及康復者的數
據，亞博館的每名職工都有份貢獻出數
據，讓政府有理據放寬防疫措施，踏出復
常： 「如果唔係佢哋（護工）用心照顧，
長者病情變化及時送到醫院獲救，降低死
亡率，政府會開放得咁快？兒童有家長、
教育局去守，院舍長者及傷殘人士呢？我
哋係守住香港門戶開放最後一關。」

1月30日政府撤銷隔離令，在疫情
期間設於亞博館的暫託中心亦完成歷
史使命，陸續停止運作。社署公布明
天（3日）亞博館四個館的暫託中心停
運，但早於前日已是員工最後一天工
作，前晚一眾護工執拾，依依不捨在

亞博館前合照留念。本來互不相識的一群護工，在亞博館
閉環的館內日與夜照顧老弱殘疾患者，互相扶持，在疫下
建立的友誼，在關館的一個夜晚，她們相互擁抱，揮揮手
說聲再見。

有護工寫下亞博誌，希望《大公報》刊
載，因為 「明天一過，我們又重新找新的工
作。香港復常，有你我共同付出，香港會更
好！」 希望《大公報》為一班被社會視為卑微
的前線抗疫人員，記下歷史的一頁。

亞博護工無懼失業：復常就好
明天完成使命閉館 難忘與戰友相扶持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

◀亞博館的暫託中心停止運作，日
夜照顧老弱殘疾患者的護工2月1日
最後一天工作，離開前互相擁抱。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政府預估
本港第四季
GDP按年收縮
4.2%，差過
市場預期的收
縮2.9%，跌
幅較前季放緩

0.4%。全年計，經濟按年收縮
3.5%，差過市場預期的3.1%。

經濟數據較預期差，與外圍
因素有關。特別是歐美經濟前景

不明朗，通貨膨脹令歐美經濟陷
入衰退邊緣，對依賴歐美市場的
香港雪上加霜。展望2023年，歐
美市場充滿不確定性之下，香港
無法獨善其身。要避免過分依賴
歐美市場，必須開拓更多歐美以
外的新興市場。

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 及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擺脫過
分依賴歐美市場良機，搭乘國家
「一帶一路」 建設快車，有助香

港開拓新興市場。從政府角度
看，當局須建立相關機制，主動
帶引港商開拓 「一帶一路」 市
場，港商亦要放棄傳統思維，積
極研究發掘 「一帶一路」 新興市
場的商機，必須避免將雞蛋放在
一籮筐內。

特首將出訪沙特阿拉伯及阿
聯酋為港覓商機談合作，聰明的
商界已明白不能過分依賴歐美市
場，放眼中東，抓緊新機遇！

▲護工離開前，在亞博
館前自拍合照留念，依
依不捨。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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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開拓中東市場公院探病免預約 隔離房除外
【大公報訊】由昨日起，公立醫院病房放寬探病安

排，除了隔離病房外，所有探訪人士每天可獲安排兩小
時探病時間，毋須事先預約，但仍需提供48小時核酸檢
測。有病人家屬表示，患病的家人年紀大，放寬探訪
後，家人可陪伴多一會。

本港昨日新增455宗化驗所新冠陽性核酸檢測個
案，多5名患者死亡。隨着疫情持續放緩，公立醫院大部
分病房放寬探訪安排，因應病房情況，同一時間最多可
讓兩位訪客進入病房探病，其間可以換人，上限為三位
訪客。探病人士仍需提供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或三個月內的確診及康復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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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傳播病毒 唔敢見阿女
護工趙先生

表示他較幸運，
獲家人支持，因女兒去年十月感染
新冠入院治療，獲得很好照顧，懷
孕的太太亦進入竹篙灣隔離後確
診，家人明白患者需要人照顧，
尤其是長者，他說： 「言教不如
身教，女兒親身體會在醫院有人
照顧，現在老
人家缺人照顧，
我要照顧佢哋，
個女同老婆都理
解。」

趙先生在亞
博館照顧患者，
早出晚歸，犧牲
與三歲半女兒相
處的時間，兩父
女一星期才能見

一面。趙先生表示他約晚上十時前
回到家，但不敢踏進家門，因他仍
未梳洗，生怕衣物附帶病毒，感染
女兒： 「我晚上返到屋企樓下，唔
夠膽返屋企，佢會等我門想見爸
爸，免得個女扭抱，我會喺街蹓
躂，等到十點過後，佢（女兒）等
到倦，肯定佢瞓咗覺，先至偷偷雞

返屋企，所以我
一個禮拜一次見
到個女，因為嗰
日我休息！」

趙說短短兩
個月亞博館暫託
中心的助護工作
經歷，令他一生
難忘，用八字總
結 「畢生難忘，
受益良多」 。

▲護工趙先生寫下亞博誌，希望
《大公報》刊載。

畢生難忘

護工都有個特點，面色皮膚
很白，因為長期不見陽光。

撰寫文章，希望記錄他們的
貢獻，發放正能量。

英國式虛偽復常歡天喜地 發展爭分奪秒

龍眠山

近日朋友飯敘，有醫生感嘆
同行移民英國後無法做醫生，只
能在餐館端盤子，收入和社會地
位一落千丈。席間大家談到早前
有移英香港女碩士不堪財政壓力
而自殺身亡，更是不勝唏噓。

移 民 英 國 的 港 人 過 得 怎 麼
樣，一直是坊間的熱門話題。從
不少移民吐槽英國百物騰貴、工
作難覓來看，很多人生活得並不
如意。首先是大量專業人士無法
在英國做回本行，只能 「降呢」
為藍領，靠體力吃飯，這從最多
移英港人從事的工作居然是運輸
業、開大貨車，可見一斑。移英
港人組織的最新調查顯示，三成
移民未能適應當地生活，大部分
人不知道如何申請英國政府的資
助。最諷刺的是，當初英國全力
支持黑暴，將上街搞事者吹捧為
「英雄」 ，但英國政府卻計劃推

出法令限制遊行示威。
不少人移民前，對在英國展

開新生活充滿嚮往，但到了英國
才發現理想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

里。事實證明，英國政府自詡的
所謂 「對港責任」 、 「協助港人
在當地生活」 ，根本是妄言。還
有移英港人表示，原以為到了英
國會受到熱烈歡迎，結果慘遭白
眼，有當地人公開抗議移民港人
「搶走飯碗」 和資源。港人在英

國置業，也被指炒高當地房價，
成為移民港人 「原罪」 之一。

但 對 英 國 政 客 而 言 ， 操 弄
BNO移民政策卻是一門只賺不賠
的生意。首先是利用移民問題攻
擊香港國安法，抹黑香港與國
家；其次是獲得大量經濟利益。
單是五年 「移民監」 期間的人均
三萬元簽證費一項，英國就進賬40
多億港元；三是英國脫歐導致基
層勞工不足，港人移民填補了這
一空缺；四是轉嫁矛盾，有什麼
麻煩事就往移民頭上推。

在 英 國 「紳 士 風 度 」 的 背
後，移民港人切身感受到的是英
國式虛偽，明白到 「物離鄉貴、
人離鄉賤」 的道理。

亞博館社區隔離設施完成使命，昨
日終極閉館；同日鳳溪第一小學搶在跨
境學童免配額免核酸安排實施前復課，
30多名跨境童率先回港上課。這 「一
關一開」 之間，大家感受到香港復常步
伐在加快。另一方面，深圳羅湖商家接
到通知，本月6日即下周一羅湖口岸將
重開，意味着大家盼望了三年的全面通
關即將成為事實。特區政府和全社會要
積極行動起來，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
設、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來，既要
講好香港故事，更要幹好實事，不斷開
創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兔年春節的 「辭舊迎新」 有着雙重
含義：一是告別舊年，迎接新年；二是
揮別過去三年的疫下生活，進入社會全
面復常的新階段。眼下的香港可謂百業
待興，需要只爭朝夕。在昨日搶閘開學
的鳳溪第一小學，大家感受到了這種緊
迫感。按照既定計劃，本月第二個星期
實施跨境學童免核酸免配額安排，但學
校、家長和學生都按捺不住了。有學童
表示期待回校上課，前晚興奮得睡不
着；有學童表示三年來沒有和同學見
面，有些都不認得了；亦有學生家長坦

言，過去三年孩子都是上網課，學習效
果不好，擔心孩子跟不上其他同學的學
習進度。亦因此，即使現時回港上課有
手續上的麻煩，但為了孩子的未來，必
須盡快讓孩子適應校園生活。

在內地各省市，人們也感受了這種
爭分奪秒的緊迫感。在內地年初七復工
的那一天，廣東省召開了高質量發展大
會，這個 「新春第一會」 規模龐大，共
有2萬5千人參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
強調，廣東在過去四十年實現了對 「亞
洲四小龍」 的趕超，在未來將通過高質
量發展快馬加鞭，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這
一重要動力源，發揮橫琴、前海、南沙
等重大平台作用，扎實抓好未來5年、
10年、30年， 「必定能再造一個新廣
東」 。在這次會議上，各地市領導、企
業代表競相發言表態，展望新一年高質
量發展的目標和計劃。廣東的積極進取
吸引了跨國大企業的關注，巴斯夫、寶
潔等巨頭都表明了進一步大手筆投資廣
東的計劃。

廣東的拚搏正是全國的縮影。不久
前的全國各地兩會上，大家談得最多是
拚經濟、拚招商。從春節期間旅遊熱報

復式反彈、春節黃金檔內地電影火爆、
到中國製造業PMI取得新年開門紅，都
令人感受到中國快速復常的春潮湧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調高了今年全球
經濟增長預測，中國經濟滿血復活是重
要因素。

內地全力拚經濟，全球各國加速復
常，香港也在動起來。本周六，行政長
官李家超將帶團出訪中東，尋找商機，
這是香港繼早前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
峰會等重要活動、宣告 「香港重新回到
國際舞台中心」 後，在發揮 「聯通國
際」 方面的又一項重要舉措。隨着與內
地即將全面通關，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
將凸顯，香港充分發揮 「內通外聯」 的
獨特優勢，這才是真正的復常。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肩負 「說
好香港故事」 、 「說好中國故事」 的使
命。 「說好」 的前提是 「做好」 ，行動
勝過千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
港前途所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熱火朝
天，香港要緊緊抓住當前重大發展機
遇，特區政府、企業界和整個社會都需
要動如脫兔，坐言起行，為全面通關、
對接內地發展做好一切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