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援建香港的4處方艙醫院已經開工，承建方中
國建築國際集團助理總裁張明接受採訪時表示，正在
青衣建設的方艙醫院，是在昨天下午接到任務後即連
夜冒雨開工，建成後將提供超過3,000個隔離床位。張
明還表示，此次專案採取了一種俗稱「打包箱」的建
造方式，是標準設計、工廠生產，現場安裝速度更
快、效率更高，希望盡快投入使用，為香港抗擊疫情
貢獻力量。除了青衣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工地在元朗
等地同步開工，都是24小時施工。

方艙醫院是協助香港提升隔離、治療抗疫能力的關
鍵舉措。把所有輕症患者集中治療和護理，把防疫抗
疫重心從「居安抗疫」轉到「方艙治療」上。「居安
抗疫」是隔離設施不足下不得已的應急做法，其實並
不適合香港社會環境。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人
口稠密，居家隔離必然增加傳播風險。特區政府尋求
中央協助，極速興建方艙醫院，收治、隔離輕症病人
及無症狀感染者，為落實香港穩控疫情邁出關鍵一
步。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下，每日確診個案屢創新高，社
區瀕臨崩潰邊緣，令市民人心惶惶，疫下弱勢基層抗
疫條件更差，特別是居住在人流密集的劏房及籠屋的
住戶，更憂慮一人染疫，會傳染到其他單位住戶。香
港有劏房住客中招後未獲安排入院，擔心累及同住人
士，搬上天台自我隔離，十多日來只抹過兩次身，寒
夜中靠炭爐取暖。

建設和啟用方艙醫院是內地抗疫成功經驗。武漢抗
疫之初，第一批有4,000張床位的3家方艙醫院僅用29
個小時就建設完成，有效緩解了新冠肺炎患者「收治
難」問題，使輕症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有效治療，避免
病毒在社區滯留和擴散，大大降低了輕症向重症的轉
化率。

中央援建香港4處方艙醫院，說明內地支援香港抗
疫雷厲風行，到位及時，急港人之所急。從派出醫療
檢測人員到援建方艙醫院，從抗疫物資到保障食品蔬
菜供應，中央為香港提供各樣支援，以最大力度支持
香港，大大振奮了香港各界戰勝疫情的信心。

祖國的堅強支持，是香港戰勝疫情的最大底氣所
在。特區政府應該全面動員自身力量，社會各界也是
時候以實際行動協助抗疫，團結打贏這場「疫戰」。

統一指揮用好資源 堅定抗疫決心
過往特區政府在抗疫工作中缺乏統一指揮和調度，部分環節出現人手

不足、資源錯配的情況。在特區政府請求下，內地支援迅速到位，特區

政府要展現出更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建立一個真正能夠實現跨部門協

作的架構，採取更有效的辦法抗疫。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內地在抗疫路上採取了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
方法，並且取得了正面的效果。美國等西方國家
美其名為「與病毒共存」，實質就是向病毒投
降，代價就是犧牲上百萬條人命。內地則把人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採取嚴格的
防控措施，把疫情的影響縮到最小。由於內地
制度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關鍵時刻發
揮作用，做到其他國家不可能做到的任務。

疫情肆虐下，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
協調會，全力支持香港抗疫。夏主任高度重視
抗疫工作的效率，要求物資和人員的調動要迅
速，每一項工作都要盡快落地見效，強調要統

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統一」正是
香港過去的抗疫之路最需要加強的。

理順協作做到真正「跨部門」
例如政府的資源沒有統一調度，在個別環節

上出現人手不足、資源錯配的情況。竹篙灣檢
疫中心已運作多時，但持續出現各類問題，顯
示竹篙灣的人手短缺和管理問題從來沒有妥善
解決。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部門之
間缺乏協調，沒有統一指揮和調度。

特區政府需要建立一個真正能夠實現跨部門
協作的架構。根據過去的經驗，有時政府所謂
「跨部門」都流於名義上的，實際上還是各自

為政。既然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特區政府已
進入「全面作戰狀態」，就必須要作出實際行
動。例如：檢測中心和疫苗接種中心在作戰狀
態期間沒有準時關門的道理，必須要延長運作
時間。這些都需要政府多加思考並予以落實。

珍惜交流機會研發良策
內地支援迅速到位，無論是專家組、檢測人

員和檢測車，以至保障鮮活食品的供應，處處體
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關懷，亦讓港人再次見識「中
國速度」。內地的支援隊伍只需短短幾天就展現
到良好的工作成效和辦事作風，接下來還有加快
援建本港方艙醫院，這些工作都進行得如火如

荼。透過兩地專家和官員的交流，可啟發更多
跳脫既定框框的做法應對疫情，例如內地專家
建議香港方面公布病人的死因以免引起公眾恐
慌，這些做法都值得本港參考。本港官員也要
「貼地」了解疫下大眾所需，支援不只要數量
大，還要到位，解大家燃眉之急。

在這個關鍵時刻，特區政府要展現出更大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採取更有效的辦法、更大膽
地調動一切資源抗疫，於非常時期絕不能墨守
成規。希望一眾醫護、前線抗疫人員及負責保
障市民生活所需的後勤工作人員，抱着為民服
務的精神，除了繼續緊守崗位，還要靈活幫助
廣大香港市民，早日戰勝疫情。

過去兩年多的時間，新冠
疫情困擾全世界，中國堅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功

控疫，驅散疫情陰霾，辦好了全球關注的北
京冬季奧運會，創造多贏的局面。在「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和標準下，6年來
中國鍥而不捨為冬奧精心準備，籌備工作得
到全國人民支持。各國運動員及團隊積極參
與盛事，賽事在眾多醫療、場務人員及志願
者工作者的無私奉獻下，為冬奧會的所有參
與者構建了一個安全舒適現代化的環境。

在16天的時間裏，北京冬奧會各項賽事
十分暢順舉行，激烈競爭，尤其是無與倫
比的開閉幕典禮，讓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採用大量創新技術。以上種種，證明了北
京冬奧會全面實踐「更快、更高、更強─
更團結」的奧運精神。國際奧委會主席湯

瑪斯‧巴赫於閉幕禮上發言時，四次使用
中文對中國各方面的付出表示感謝，並祝
賀中國成為冰雪運動之國。巴赫表示，奧
林匹克精神之所以閃耀，是因為中國人民
搭建了一個出色而安全的奧運舞台，「這
是一屆真正無與倫比的冬奧」。

無疑，北京冬奧會屬於國際冬奧的大家
庭，手相連，心相牽，由2008年北京夏季奧
運踐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到北
京冬奧提出「一起向未來」的世界嚮往，中
國作為主辦國，北京「雙奧」精神一以貫
之，就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尊重，也體現
了中國的傳統智慧與理念，「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從教育角度看，北京冬奧傳遞的價值理
念極具深遠意義，其中包括承擔盡責、
和平共處、積極參與、友誼永固、生命

至上，這些正面價值對教育
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德育
培養尤其重要；另外，中國
藉舉辦冬奧會，使國內參與冰雪運動的
人數增加到3億多人，對全世界的冬季運
動持續發展，必然產生更巨大的推動
力。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按國際奧委會主席巴
赫所言，中國主辦冬奧利己利人，所產生的
市場價值，到2025年估計將達1,500億美元
之巨。執筆之際，香港乃至世界疫情仍然嚴
峻，北京冬奧的圓滿舉行具有重要啟示意
義，那就是面對逆境，人類必須要發揮團結
精神，迎難而上，方能「一起向未來」；若
然採取消極懈怠的「躺平」投降態度，以拖
拉不作為來應對困難， 人類社會只能走入
被逆境困難壓倒的困局敗局，後果堪虞。

北京冬奧展現中國自信擔當團結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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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確診人數、重症率屢創新
高。當局在疫情極其嚴峻之際，要高效
調配資源，同時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堅決堵塞抗疫措施存在的
漏洞。香港第五波疫情起源於香港抗疫
的基礎設施存在巨大的潛在管控風險。
比如「安心出行」及「港康碼」未落到實處，要立即
實施實名制及增設追蹤功能；為檢疫人士配備電子手
環；嚴格規管患者同住人士外出等。鍾南山院士就指
出，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將患者和健康人士分開，已確
診者不宜居家，要另行隔離，切斷疫情傳播鏈。因此
特區政府要妥善處理好新冠快速測試確診者，要有明
確指引，根據病人的不同情況做好分流。

第二，要盡量解決目前醫療系統人手不足問題。香
港醫護已疲於奔命，現時累計已有829名醫管局員工
確診，嚴重影響抗疫救護工作。特區政府應該特事特
辦，要求醫委會迅速批准內地醫護加入作戰。可喜的
是，當前社會各界已紛紛自發投入抗疫，政府全體公
務員也應調動起來，協助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

第三，要採取有效的綜合性防控措施，及早發現及
早隔離，快速切斷疫情傳播鏈。以近期發生在廣西百
色市的本土疫情為例，從2月5日至8日，百色本輪疫
情處於快速上升階段。但不到14天，百色市的疫情社
區傳播鏈基本阻斷。疫情在短期內得以控制，關鍵是
全域核酸檢測、分區分級管控等綜合性疫情防控舉措
均得到及時嚴格落實。

在中央全力支援下，內地援港抗疫人員、裝備、物
資正以最快速度集結進港，方艙醫院也正在緊急開
建。社會各界紛紛貢獻抗疫，香港抗疫工作正朝着良
好的方向發展。特區政府亦須加強統籌協調，高效指
揮，調配有方，全面迅速行動，定能早日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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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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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公立
醫院爆滿，一度有大量確診
者連日等待入院；與此同

時，數以百計醫護人員染疫，情況令人憂
心。香港公私營醫療系統嚴重失衡、醫護人
手不足、增撥的醫療資源追趕不上社會需求
增長等長期存在的問題再次浮面，疫情更令
香港醫療體系百上加斤。

筆者認為，香港醫療制度變革已迫在眉
睫，當局在全力遏止疫情的同時，必須直面
問題，多管齊下破解困局。

日前有公立醫院急症室醫護人員表示，部
分時段一兩名護士需照顧近100名病人，他
們需穿着保護衣物連續當值8小時，更幾乎
沒機會喝水及如廁。有報道更指出，一度有
確診長者在急症室等候進病房期間失救，令
醫護人員感到非常無力。

香港醫管局早前表示，正考慮與私家醫生
及醫院合作，希望減輕公立醫院壓力。筆者
認為，當局應盡快設立公私營醫療緊急人手
調配聯網。聯網可分為「對外」及「對內」
兩部分。「對外」方面，清楚列明公立醫院

及私家醫院針對新冠肺炎病人治療的分工及
其所提供的服務細項，為市民提供清晰的求
醫指引，並與醫管局「支援熱線」相配合，
提供更全面和即時更新資訊；「對內」方
面，當局應做好公立醫院與私家醫院間醫護
人員人手調配的實時資料庫，例如哪間醫院
人手或資源設備出現嚴重不足時，當局內部
可進行內部緊急調配支援等，並做好沙盤推
演及危機應對預案，完善相關應急機制。

內地醫療專家及支援人員陸續抵港協助抗
疫，為香港抗疫工作打了一支強心針，但防
控疫情只是當務之急，長遠來說，香港更需
盡快破解公私營醫療體系長期存在結構性問
題的困局。

以醫生人手問題為例，香港每千人中只有兩
名醫生，人均醫生比例遠低於新加坡、德國、
法國、瑞典等先進經濟體。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數據顯示，2030年香港或將出現約1,610名醫
生短缺，2040年更有可能缺近2,000名醫生。
若此刻不解決相關問題，情況將愈趨嚴重。

雖然特區政府早已意識到問題存在，並
推出包括增加本地醫科生學額等措施，但

力度仍遠遠不夠，遠水亦救
不了近火。一方面，當局需
增加誘因、增撥資源，加快
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專才來港在公
立醫院執業，加速填補公營醫院人手短
缺。另一方面，應盡快改善公營醫療體系
的工作環境及待遇，盡可能挽留公立醫院
人手，減少醫護專業人才流失。例如，盡
量把公立醫院的工作條件改善至接近於私
家醫院，透過具針對性的政策讓有經濟能
力的市民分流至私營醫療機構就診，以及
以津貼等措施給予鼓勵補貼，協助紓緩公
私營醫療體系失衡的情況。同時，當局需
訂立短、中、長期目標及時間表，密切留
意醫護人手需求及發展，並定期檢討及優
化相關增加人手的措施政策。

過去，香港一直以擁有優質醫療制度為
傲，但現行的醫療制度正面臨巨大挑戰，這
波疫情的爆發，更令香港醫療體系瀕臨崩
潰。當局必須汲取這個沉痛的教訓，坐言起
行，加大力度推動醫療制度變革，為市民構
建全面的醫療安全網。

公私醫療失衡 改革迫在眉睫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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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經濟民生的種種挑戰，香港要把
握好「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八大中心，並
迎接大灣區的機遇。政府在各方面發展必須
有長遠策略性規劃，及早調整自身定位，以
免落後於形勢，錯失發展機遇。

去年特首施政報告提到「提升管治效能」
是一個重點範疇，但可惜在「重組政府架
構」一環，並沒有談到相關機制，以做好宏
觀性、有規模、有系統的長遠策略性規劃。
筆者認為，政府需要從「深度」及「廣度」
兩方面入手，加強現有「官商民」的公共政
策研究，以形成生態圈，以更好籌劃長遠策
略性的規劃。

首先，如何「深化」政策研究？現時政策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了之前的中央政策
組，主要負責政策研究及創新，以及協調跨
部門工作。不過，創新辦並無發揮一個主
導、推動及統籌特區政府長遠政策戰略規劃
的功用。因此，政府有必要設立一個政府部

門，負責長遠策略性規劃，為主要政策範
疇的戰略方向定調，統籌政府各局的策略
性規劃。更重要的是，這個部門要加強與
中央相關部委的關係，做好雙方對口銜
接，確保特區的政策配合國家發展大局，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實際
執行上，該新部門在不同層面，均要建立
與中央政府的緊密對接關係，例如：有關
配合國家「五年計劃」的高層策略，應與
中央發改委相關的研究機構聯繫；有關大
灣區發展的事宜，則應與位於內地的港澳
研究機構對接等。

至於「深化」之後，如何「廣化」？特區
政府應建構優質、多元的智庫生態，集思廣
益，善用智庫的研究能力，協助政府進行長
遠戰略規劃的工作。綜觀全球，無論是歐美
國家，或是中國內地、韓國、新加坡的民間
智庫，都有效建立政策影響力，成效均十分
顯著，具參考作用。

國家大力支持和培育發展高
端智庫是有其必要性與確定
性。目前為止，內地共有29家
高端智庫入選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名
單。以團結香港基金會早前發布的一項有關
港深科創研究為例，計劃就是與29家中的兩
所內地頂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合作，為港
深兩地及中央政府建言獻策。由此可證，內
地的高端智庫對政策研究和政策推動發揮着
重要影響力。

總的來說，政府需要穩定、具規模、長遠
的資源以培養高端的民間智庫，更積極地促
進社會整體政策研究的活力。構建優質、多
元的智庫生態，不單培養政治人才，也助力
政府吸收各方智慧，支援解決市民關注的問
題，與特區政府施政相輔相成，成為愛國愛
港陣營重要的民間力量，對特區政府的施政
有所裨益。

構建高端智庫 規劃香港藍圖
黃元山博士 立法會議員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