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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小時輪班 前線奮力抗疫
房署職員從葵涌邨轉戰大興邨：第五波肯定是最大挑戰

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日趨嚴峻，確

診者所住及須圍封強檢的屋邨數目亦

不斷增加，相關工作涉及的前線公務

員與承辦商人手需求大增，不少農曆

新年前後仍在奮力抗疫。早前葵涌邨逸葵樓大爆疫，有在房屋署工作多年的職員更因此需隔

天24小時輪班工作，指揮圍封強檢行動，該邨疫情遏止後，他又肩負屯門大興邨興平樓的圍

封工作，直言「今次第五波疫情肯定是工作多年的最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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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疫情在大年初一至初三關閉的
黃大仙祠，昨日早上7時30分重開，不少善信一早在祠外排隊等候
入祠參拜，而入祠人士均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多名善
信也同樣祈求疫情消退。到場參拜的巿民雖然眾多，但祠內有檔主
表示「旺丁不旺財」，生意受疫情影響大減。
昨日清晨已有善信到場等候，入祠巿民絡繹不絕，而黃大仙祠實施

單向參神路線及人流管制措施，善信要先在黃大仙祠外的廣場排隊掃
「安心出行」二維碼，完成後獲派發一張識別票才可進場。不少善信
也帶同風車及貢品入祠祈福，祈求虎年身體健康，平安順利，不少也
希望新一波疫情消退，好讓巿民回復正常生活。
對於入祠人數眾多，有善信表示不擔心會受病毒感染，表示祠內實

施單向式人流管制，秩序良好，未見有擠塞情況。黃大仙祠則只在大
殿平台設上香區，另不設供品區和跪拜區，另昨日至初七期間每位善
信獲贈三支香，工作人員點線香後再交給善信，善信不能燃點大束香
枝和攜帶粗香、元寶蠟燭、生油及大型供品，以減少聚集。此外，求
籤區則設於第一、第二參神平台及三聖堂平台，每個跪墊分隔1.5
米，而籤筒每次有人使用後會立即回收消毒。
祠內有解籤檔檔主表示，對於黃大仙祠年初一至初三暫停開放感到

無奈，表示損失不少生意，而昨日入祠善信雖多，但旺丁不旺財，生
意較以往新年為差。有檔主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都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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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疫情
持續嚴峻，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繼續積極參
與抗疫工作，他們有的向前線抗疫人員送贈
口罩，有的向物業管理及清潔前線從業員派
發快速檢測套裝，有的作為義工協助政府包
裝檢測包，有的巡視檢測中心的排隊情況，
各自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助力抗疫。
近日九龍城區接連出現多宗不明源頭個
案，及樓宇污水呈陽性。民建聯主席、立法
會議員李慧琼昨日聯同九龍城區議員關浩洋
及邵天虹，到啟德區兩個屋邨，為前線人員

送贈口罩，同時送上節日祝福，並提醒他們
也要小心防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聯同香港
物業服務聯盟，到海富苑、朗豪坊、旺角
永隆銀行及柏景灣，向物業管理及清潔前
線從業員派發快速測試套裝，方便他們做
檢測。他建議特區政府，必須要加強檢測
能力和檢疫容量，進行分區全員檢測，同
時改善病毒追蹤工作，盡快切斷社區隱形
傳播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昨日到沙田社區

會堂當義工，協助政府包裝快速檢測包，讓
有需要的市民能盡快收到並使用。他表示，
願意為抗疫工作出一分力，願疫情盡快過
去，並呼籲大家繼續努力抗疫，勤洗手、戴
口罩、少外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穎昨晚則到中環愛
丁堡廣場檢測中心巡視。他表示，檢測中心
的人龍過長，完成檢測都要排隊長達一小
時，甚至兩小時，希望政府改善服務，完善
配套制度，增聘工作人員，讓打工仔可以在
30分鐘之內完成，返回工作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美
容業是第五波疫情首當其衝行業之
一，至今已被勒令停業近一個月，

至本月17日（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限期）

更是停業42天。有美容師頓失收入，農曆
新年期間只好節衣縮食，不去拜年以省開
支，而美容院老闆亦不好過，停業要白交
租金，但業主未有體諒減租，直言新年間
都一直思索着如何籌錢交租。
美容師邱小姐表示，自己一家五口靠丈

夫和其收入應付供樓及日常家庭開支，美
容院上月起停業，家庭收入頓失兩萬多
元：「本來都係掹掹緊，一下子無咗兩萬
幾，供樓無得停，唯有喺日常家庭開支度
慳番。」她直言每次爆疫，美容業都受
害，過去兩年已停工近百日，均是靠積蓄
「捱過去」，今次再停工已近乎「彈盡糧
絕」，新年期間只好節衣縮食，不去拜年
以省開支。

她指新一波疫情嚴峻，故正考慮轉行，
「其實好灰心，美容業其實防疫做得好
好，但每次爆疫都被封，工作變得唔穩
定，加上積蓄最多捱到3月，3月再唔開返
就只好轉行。」
除前線員工，美容院老闆亦叫苦連天，

擁有4間分店的「水明月」董事經理黃靜
明表示之前停業三次，政府抗疫基金補貼
一間店最多10萬元，即補助其租金四成左
右，但今次只補貼一間店最多5萬元，只
佔租金約兩成：「我4間分店每月租金60
萬，上月抗疫基金20萬補助，要拎40萬交
租，今個月開始連20萬補助都無，新年都
諗緊點樣每月籌60萬交租，無晒心情過
年，每日都好焦慮。」

◆黃靜明的美容院員工為房間清潔消毒。
受訪者供圖

美容業停足42天 業界：每日都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令不少基層巿
民面對失業、減薪或放無薪假期之
苦，不少手停口停的家庭均表示財
困下「唔敢去拜年，因為利是都封
唔起」；一些受影響行業的老闆也
高喊今年年關相當難過，一直在思

索着如何籌錢交租度日。
與女兒居於深水埗100呎劏房的單親母
親劉女士表示，過去兩年疫情猶如噩夢，
自己一年前因失業多時而申請破產。之前
疫情好轉，她也找到一些服務員兼職工
作，惟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女兒停課，自
己要在家中照顧女兒而無法工作，故目前
連4,100元的劏房租金也交不出來，只好向
親友借貸應付。
提及農曆新年，劉女士直言女兒是有所
期待，但家庭的經濟能力不容許過新年：
「哪有錢買衫過年？利是都封唔起，邊敢
去拜年？我哋連食都係靠食物銀行，食物

銀行唔會因為新年畀多啲嘢你食，所以新
年都係咁過，食一樣嘅罐頭，成日都留喺
呢個百呎嘅單位。」她期望疫情早日緩
和，政府部門恢復正常運作，自己可以去
申請綜援，讓女兒的日子過得好一些。

僅3天有工開 租金難以負擔
從事飲食業散工的姚小姐是第五波疫情

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她以酒店宴會散工為
主，今年1月整個月加起來工作日數只有3
天：「疫情前，新年係最旺季，做到你瞓
唔到覺都得，一日有1,100蚊人工，一個新
年可以賺3萬元，但今年得3日開工，仲要
做唔足11個鐘，因為食肆只係開到6點，
一日得番700元。」
姚小姐只好再兼職包裝工和保安，惟上

月總收工資只有數千元：「租都交唔起，
家唯有去前夫屋企寄人籬下住一陣
先。」她又慨嘆，散工永遠都是被忽略或
遺忘的一群，如新一輪抗疫基金就沒有惠

及餐飲及酒店業散工。
對於新年，姚小姐苦笑表示：「窮人

無新年」，因拜年始終要用錢：「見到
親戚嘅小朋友唔通唔畀利是？做大人點
好意思？唯有唔出去啦！」她表示自己
的新年願望是疫情快將過去，否則會考
慮回內地居住，「內地反而仲易搵到
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
五波疫情肆虐，特區政府預計在農曆
新年假期後，疫情將會因跨家庭聚會
而進一步擴大。為防控疫情、盡早讓
民生回復正常，盡快恢復兩地正常通
關，工聯會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上午
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聯署信，就防
控疫情提出5點建議，包括盡快進行
全民檢測、運用大數據進行病毒追
蹤、支援受失業或停工影響的工友
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黃國、
麥美娟、郭偉强、陸頌雄、梁子穎、
鄧家彪及陳穎欣向林鄭月娥發聯署信
就防控疫情提出5點建議，包括盡快

進行全民檢測，找出社區隱形傳播
鏈，他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提高本港
檢測能力以應付疫情，有需要時向中
央尋求協助；增加本港疫苗接種名
額，擴大疫苗氣泡使用範圍，鼓勵民
眾盡早接種疫苗；運用大數據進行病
毒追蹤，進一步優化「安心出行」追
蹤功能；完善家居隔離和檢疫中心的
措施和安排；支援受失業或停工影響
的工友，並為受影響行業提供資助。
此外，聯署信指，鑑於疫情在多區

爆發，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十多類商
業處所因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而被迫停
業，其僱員失去收入，特區政府必須
補漏拾遺，設立失業援助金。

已在房屋署工作了逾30年的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屯門及元朗)黃沛津，日常工作主要負責屋邨內

的維修、租務等大小事務，當葵涌邨於上月底爆疫
後，他兼負起逸葵樓圍封強檢行動的指揮工作，與另
一名同事輪流24小時於現場值班。他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說：「我每天約下午3時抵達現場，到半
夜約2時最少工作時駕車回家洗澡小休，清晨6時前回
到現場跟進派早餐事宜，到下午同事接更時休息一
天，隔天再到現場重複一樣的工作。」

居民體諒圍封 配合房署工作
黃沛津表示，逸葵樓爆疫圍封第一天，已即時從不
同區抽調人手到現場，當中更包括房管職系以外的同
事，並邀請承辦商增加人手負責派飯及讓居民有序地
接受檢測等工作，「每天24小時分兩更、每更也有幾
十人在場。」現場也要照顧居民的感受和需要，例如
飲食、藥物及寵物等特別需要，也要一一處理，「工
作人員會分成派飯隊及關愛隊等不同小隊，令工作更
暢順。」他承認，起初在控制人流上做得不太暢順，
後來在一眾工作人員努力下，愈來愈完善。
他說，整個團隊每天的工作雖是派發三餐及安排檢

測，但同時也期望透過同心協力，令確診數字不斷降
低，「這給予我們一種動力，所以彼此也不怕辛勞。
當然，每天的心情也會隨着確診數字升跌而起伏。」
遇有部分居民對圍封顯得不耐煩時，同事也需要用

到一些游說技巧，令他們的心情盡量平伏。「若有檢
測陽性個案，我們也會確保他們別離開家門，耐心等
待醫護人員到來將他們送往接受治療。」他說，「我
感受到居民明白抗疫工作的重要，對圍封帶來的不便
愈來愈接受，也更配合房署的工作。」而昨日他就在
大興邨興平樓指揮圍封工作，並多得居民的體諒。
從逸葵樓工作的難忘體驗以至農曆新年間仍要工

作，黃沛津的最大感受是雖然居民間中反映不滿，團
隊也會每日檢討，希望做得更好，「當成是一種鼓
勵，加上部門給予好多支持，特首及司局長也曾到邨
視察，也是對團隊很大的鼓舞。」他說，其實現場工
作的時間過得非常快，整個團隊也是希望出一分力，
讓疫情盡快過去。

公僕有責幫手 家人願當後勤
加入房署約兩年的潘志銘在大窩口邨任職房屋事務

主任，平日工作主要處理租務和居民日常事宜。當葵

涌邨爆疫後，他自告奮勇兩度於公餘時間到葵涌邨
當義工，負責上樓拍門提示居民接受檢測，以及
做登記與控制人流的工作。他說：「這麼重大的
事情，未必有足夠人手，我作為公務員也有責任
協助幫手，因抗疫工作無分你我！」
其後，大窩口邨亦有確診個案，數幢樓要圍封強

檢，作為「主場」的潘志銘責任便更大，多了一些尋
找檢測承辦商及設置檢測場地等前期工作，也要安撫
居民及了解他們的需要，「例如自己管理那座，比較
熟悉個別居民的特別需要，便安排一些行動不便人士
接受上門檢測。」在疫區甚至疫廈工作，他坦言「唔
擔心（確診）一定係假的，但這是工作使命，家人也
十分支持，每日煮好東西及弄好被鋪等我回家。」

從 今 次
的抗疫工作上，潘志銘留意到
居民的衞生意識也提高了，他今次亦想藉機多謝整個
團隊，包括房署以外的其他公務員同事的衷誠合作，
「一個人不會解決得到，要人與人合作，展示出團結
的一面；有做得未夠好的地方便當作吸收經驗，希望
下次做得更好（如有需要）。」於此農曆新年，他祝
願全港市民身體健康，早日恢復正常通關。

基層疫下難捱「利是都封唔起」

工聯去信特首促大數據追蹤病毒

議員贈口罩派快檢套裝助抗疫

▲潘志銘自告奮勇兩度於公餘時間到葵涌邨當義工。
受訪者供圖

▼黃沛津指揮逸葵樓圍封強檢行動，
與另一名同事輪流24小時於現場值
班。 受訪者供圖

◆黃大仙祠昨天重開，引來不少善信到場祈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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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和
女兒整個新
年只留在這
100呎的空
間度日。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