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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屯門街頭賣菜的小販
10號風球下仍開檔，為市
民提供新鮮蔬菜。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風暴下通渠助

人，仗義司機獲網民

點讚！颱風韋帕襲港，本港多處路面出現多水浸，引

致車輛被困。有網民昨午直擊一名男司機為了清走堵

塞渠口的雜物，冒着大雨放棄撐傘，雙手徒手伸入積水掏走樹枝

及其他雜物，疏導積水，雖然

自己全身濕透，但幫助了其他

車輛解困。

該網民拍下 「通渠真漢

子」義舉，在社交平台分享，

迅即獲大批網民點讚，表揚好

人好事， 「香港人香港精

神」、 「呢個真係要畀好市民

獎佢啦！」

大公報記者 莫思年

主動通渠解救水浸車龍
風暴下的普通市民 冒雨徒手挖垃圾

韋帕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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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放棄拿傘執起渠中雜物，全身
濕透。

颱風 「韋帕」 襲
港，多區都出現突發
情況，各區民政處人

員、關愛隊隊員，以及區議員積
極出動，協助市民處理突發情
況。此外，民政事務總署昨天在

各區共開放34個臨時庇護中
心，截至昨日晚上七

時，共有277人入住。
民政事務總署昨晚在社交媒

體表示，有大埔區關愛隊成員收
到街坊求助，指其年邁母親與傭
工居於大埔舊墟單位房間有窗戶
飛脫街上，另外兩隻窗亦無法關
上。由於婆婆年紀大行動不便，
女兒非常擔心，於是聯絡大埔舊

墟及太湖小區關愛隊。關愛隊
得悉情況後馬上聯絡上婆婆
及報警。區內關愛隊成員
彼此溝通，最終由距離
單位最近的區議員兼關
愛隊成員跟進，在10
號風球下安全帶齊工
具到單位施援。在
確認住戶安全後，
關愛隊又幫忙圍封
已飛脫窗框的位
置，避免狂風暴雨

造成人身和財物損害。事後，求
助街坊親筆寫上感謝信，感謝並
讚揚關愛隊風雨無阻向有需要街
坊伸出援手，展現 「風雨無情
人間有愛」 。

昨日，大埔區內亦有屋邨單
位的窗鉸被大風吹毀，聯繫關愛
隊協助。關愛隊迅速動員並聯絡
消防進一步協助，為市民排憂解
難。

風後奔赴前線協助善後
另外，黃大仙翠竹花園有長

者當天早上發現由於廁所及廚房
窗戶沒有關好導致漏水造成水
浸，因此向關愛隊求助。黃大仙
翠竹及鵬程關愛隊立刻安排住在
同一大廈的義工到場協助。

隨着颱風傍晚逐漸遠離本
港，黃大仙區25支關愛隊小隊隨
即奔赴前線，兵分多隊視察區內
情況，並探訪區內居民。關愛隊
亦組織多隊應急隊伍全力參與復
常工作，如協助清理路旁塌樹、
大量積存於路面上的堵塞物以及
鞏固鬆脫的設施，力求把風暴對
居民影響減至最低。

大公報記者 義昊

住宅窗戶飛脫
關愛隊速為婆婆解困
遮風
擋雨

▶黃大仙關愛
隊協助清理路旁
塌樹。

責任編輯：呂俊明 美術編輯：鍾偉畧

打工仔
謹守崗位

昨日10號風球下，大部分市
民都安坐家中享受假期，但不少

市民仍謹守崗位，體現了基層勞動
者的責任與擔當。

鐵路是香港交通主要動脈，在十
號風球期間仍維持非露天段服務。其
間，港鐵車站職員即使列車停駛
仍留守車站照顧乘客，工程
人員則持續檢查及清理路
軌上的雜物，為鐵路恢復
正常服務做好準備。香港
鐵路工會聯合會發言人林
偉強表示，昨日下午多處
露天段有塌樹，影響路軌
和架空電纜運作，港鐵派
出數百名維修員，清理及檢
查路軌上的雜物。

颱風下的香港街頭不乏默默工
作的清潔工人。食環署清潔工陳先
生（圓圖）說，在安全的情況

下，他們會先清理街道及馬
路上的樹枝等垃圾，避

免妨礙行人及車輛
行駛。對於

在颱風下

仍工作，他說： 「這
些工作總要有人來做吧，
不然會困擾到大家，最重要是
大家都安全平安。」

天文台昨日一度發出紅雨警
告，本港多區出現水浸，旺角洗衣街

及亞皆老街交界幾乎被雨水淹
沒，皆旺商業大廈兩名保安
員，冒雨清理大廈外渠蓋
周圍的垃圾。他們說，若
不即時清理垃圾，會影響
去水，阻礙租戶出入，
「我們濕身好過大堂水

浸，可以出一分力就出一
分力。」
的士司機林先生是一名車

主兼司機，因答應接載熟客返
工，昨日上午六時已經出車，有見天氣
情況不是太惡劣，加上叫車客源源不
絕，於是在十號風球下繼續載客。
他未有 「開天殺價」 ，在手機APP
上選取預設 「正價+60元貼士」
的訂單都接。他強調十分重
視安全，覺得情況不算太
差才開工。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曾敏捷 葉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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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網民昨日在社交平台上傳一段視頻，在沙田頭路近秦石邨，風雨交
加，路面水浸及膝，車輛無法行駛，其間一名男司機本來右手撐傘下車，沒
有用工具，左手徒手嘗試清走堵塞渠口的雜物，未幾收起雨傘，雙手全力執
起渠中雜物，幫助疏導積水。 「佢落車自己一個徒手摷起坑渠蓋啲堵塞物，
佢通完自己嗰邊線之後都冇即刻上車走，仲通埋對面線啲坑渠位先走」。

大批網民盛讚該名司機的義舉， 「香港人香港精神」、 「呢啲咁嘅人真
係要推，好好表揚」、 「呢個真係要畀好市民獎佢
啦」、 「無名英雄！祝你去到邊都即刻有車位」、
「默默地善良是真正上等人！」亦有網民指出，做
善事也要顧及自身安全，或者找更多人一同合力清
理。無論如何，這段好人好事，已成為昨日網上佳
話。 掃一掃有片睇

務實規管利發展嚴陣以待有效部署 經受風浪考驗
政府上周提出規管網約車平

台的框架建議後，獲得廣泛肯
定，各界市民亦積極提出完善建
議。 「規管」 與 「發展」 一直是
個複雜問題，期望一步到位徹底
解決並不現實，以惠及市民為依
歸，平衡各方利益，才能構建出
一個最符合香港現實需要的多贏
方案。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
日表示，新政策不能開始起步時
就 「一步登天」 ，希望以有序、
穩健的方式推動。的確， 「白牌
車」 問題在香港存在十多年，背
後牽涉數萬名網約車和的士司機
的生計，也涉及香港點對點交通
的產業結構，必須務實穩妥推
進。而務實不代表保守，若一些
條條框框設得太多，反會導致網
約車失去原來的競爭力，令合法
規管適得其反。

例如有網約車司機反映，未
來續牌和購買保險的成本太高，
也有業界團體憂慮兼職司機將被
大舉淘汰。雖然目前本港有逾3萬
名網約車司機，但當中很多其實
是兼職，據Uber早前提交的文件

顯示，49%的司機並非全職。
近年越來越多人加入網約車

平台的主要原因，包括低門檻、
工作時間自由等等，因此大幅提
高經營成本，可能反會導致大量
兼職司機離場。政府多次強調，
規管網約車的主要目標是補充現
時本港交通的運力，與的士並存
互補。如果規管後市民反而更難
叫車，恐非各界所願，而且規管
措施亦應避免趨於與的士同質
化。

其 實 內 地 開 始 規 管 網 約 車
時，除了訂立一系列確保司機質
素和乘客安全的要求外，也容
許 網 約 車 平 台 可 根 據 工 作 時
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司機
簽訂彈性合同，讓兼職司機保持
自由身，不影響本職工作，值得
參考。

規管網約車是順應民意和時
代需要的必然之舉，也是優化升
級本港點對點交通質素的破局之
舉。各界相信並期待，有關部門
將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優化立法框
架，並以此為契機提升香港的整
體競爭力。

十號颶風 「韋帕」 昨日橫掠香港，
但在特區政府有效部署以及社會各界嚴
陣以待之下，並未造成嚴重破壞。緊急
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應變得力，各部門
協同應對積極有效，傷者得到及時救
助、塌樹獲迅速處理、交通迅速有序恢
復，就連往日必遭 「水淹」 的杏花邨也
安然無事。颶風之下，社會總體保持安
全穩定，充分體現了香港抵禦各種 「風
浪」 的能力。有關部門未來將不斷總結
經驗，以應對極端天氣日益增多的挑
戰。

「韋帕」 是香港自1946年以來發出
的第17個十號颶風信號，維持時間約7
小時，與兩年前的 「蘇拉」 相若。但不
論是颱風強度還是破壞程度，都無法與
2017年的 「天鴿」 與2018年的 「山竹」
相比，尤其是後者，曾造成458人受
傷。儘管如此，颶風的破壞力不容小
覷，香港此次能成功抵禦，並非僥倖，
而是建基於三個因素：

一是有效部署、應對有力。香港應
對颱風有着豐富經驗，近年更不斷提升
應變體系和能力，尤其注重超前部署。
以此次為例，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掛帥
的應對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提前作出
全面部署，從對天氣資訊的發放、應對

超強颱風的準備、恢復秩序的安排等
等，有條不紊。正是因為形成了高效的
指揮應變體系，颶風之下的香港才能
「安穩」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攻擊政府

準備 「太超前」 ，事實證明，這樣安排
是完全必要的。

二是快速反應、應變得力。在督導
委員會的指揮下，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
中心發揮了迅速應變角色。例如，昨日
消防處接到約425宗塌樹報告，路政署
在天文台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前已經啟動
全港道路巡查，及時清理道路上的塌
樹。屋宇署收到21宗與建築物有關的事
故，已處理其中15宗；建築署積極應
對，第一時間處理塌棚事故；渠務署更
快，晚上已全部處理完所收到的7宗水
浸個案。正因如此，當颶風信號除下，
市民可以相對迅速、便捷地出行，清理
水浸，道路暢通，這樣的高效應變能
力，值得稱許。

三是高效互動、社會合力。應對超
強颱風不可能只靠政府部門，社會不同
機構及組織同樣發揮了積極作用。民政
事務總署聯同關愛隊及時提醒各區市民
加強做好防備，各區臨時庇護中心亦已
提早開放。運輸署與公共交通營辦商一
直緊密協調，各種交通在風暴過後已有

序恢復正常服務。不僅如此，風雨中，
社交平台上湧動暖意。有熱心市民發文
願免費義載，也有市民說下班順路搭
載。評論區裏， 「好人好事，小心駕
駛」 「感激有你」 等留言不時出現，體
現了香港社會的溫度。

此次應對 「韋帕」 ，雖然仍錄得33
名市民受傷個案，但香港社會總體平
穩、安全、有序，體現了特區政府高度
負責任的態度和管治水平，也體現了作
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抵禦各種 「風浪」 挑
戰所應具備的能力，可以說經受住了
「極端考驗」。正如早前行政長官李家超
所指出， 「我們嚴陣以待做好各項應對
準備，全力減輕惡劣天氣帶來的威脅和
影響，盡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和公共
安全。」

當然，隨着極端天氣的日益增加，
有關部門需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各
類機制，尤其是在相關設施的抗災能
力、公共交通的應對靈活性、協同應變
的機制等方面。例如，北角工地竹棚倒
塌事件說明，建築工地的安全標準需進
一步檢視；而機場大量旅客滯留也說
明，需要進一步提升機場作為樞紐的快
速應變水平。總而言之，要着眼長遠提
升香港應對各種危機挑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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