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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7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依然是個大晴天，這是我們

抵港的第九天。隊員們從上周末冒
着大雨出發，算起來已經兩周沒有
休息了，但是為了能讓更多的香港
同胞盡快地實施核酸檢測，隊員們

無一休息，全部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今天全隊收到了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送來了「愛心卡」和慰問品，勞累之餘剩下的全部是欣慰、自豪
和滿足。林鄭長官代表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向我們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和最誠摯的感謝。詞詞句句不忘關心，字裏行間充滿感激，讓隊員們
更加鬥志昂然，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真可謂「血脈相連」，我們流
着中華民族一樣的血，我們有着一致的抗疫目標，我們只有一個共同
的信念：攜手並肩，共抗疫情，盡快打贏這場攻堅戰。

晚上，省衞健委領導組織全省抗疫人員召開了線上會議。會議由
省衞健委張玉潤副主任主持，張副主任代表衞健委轉達了黨中央、
省政府及香港特區對我們的慰問。雖然大家不能面對面交流，但是
會上熱鬧非凡，鼓舞人心。專家們為能更快、更好、更精準地完成
任務各抒己見，提出很多確實可行的建議。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張弩副院長作為廣東省核酸採樣隊領隊關於隊伍的總體情況做了匯
報，對核酸採樣隊因地制宜，在短時間內建立工作流程等進行了表
揚。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徐朝艷隊長對各級部門為我們排憂解
難，為工作的順利開展保駕護航表示感謝。同時對中山一院隊伍現
行的工作狀態、已完成的12項工作指引、流程及採樣工作量進行了
匯報，表示在今後的工作中將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與港眾志成城 早日打贏疫戰
是的，在香港面臨疫情最嚴峻之時，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三個一

切」和「兩個確保」的重要指示，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市民生命
健康與社會大局穩定的關心關切，體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為
民情懷。「疫情如敵情，軍令如山倒」，抗疫最寶貴的是信心，中
國防控的「一枝獨秀」，中國模式的「動態清零」成績亮麗。我們
堅信，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在共同戰疫強大力
量的支持下，我們將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與疫情鬥爭，與香港
一道，眾志成城，早日打贏這場人民至上的疫情防控保衛戰，讓香
港市民早日恢復正常的工作生活。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支援香港醫療隊唐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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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樓華

新冠確診個

案遍全港，香

港居住環境擠

迫人多，一人

中招隨時全家

遭殃。觀塘秀

茂坪中區議員

張培剛，在第

五波疫情以來一直堅守社區抗疫一線，發放抗疫信息

及帶領義工為隔離居民派送物資，直至上星期他不幸

確診家人相繼染疫，仍然落力「在家工作」每天接聽

數十個街坊電話及短訊。面對街坊在抗疫政策及制度

限制下的種種困境，包括40度高燒的3歲孩子與圍

封期間中風無救護車的長者，他直言亦會感到無力，

唯有盡量安撫居民情緒及作相應建議。面對抗疫百

態，他期望在中央政府出手協助下，香港能重整過去

一段日子以來的行政混亂，從「疫戰」中重新站起，

讓市民回復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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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嚴峻，香
港都會大學
逾20名護理
及健康學院
教職員，早
前自願前往
亞洲國際博
覽館的社區
治 療 設

施，支援需使用N95呼吸器的前線工作人員進行
面型配合測試（Fit Test），確保他們正確使
用個人防護裝備，以保障他們在高規格的
感染控制環境下安全工作。 都大供圖

都大支援亞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持續嚴峻，教育局提醒
學校提高警覺，為校舍進行全面的通風檢測及在可行情況下
盡快採取適切的優化措施，以保持校舍室內適當的通風，保
障學生和教職員的健康。為此教育局昨日向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直資及按位津貼學校發出通函，公布協助學
校優化校舍通風狀況提供一筆過津貼的詳情，涉及總撥款額
約7,000萬元。
教育局為所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

「通風檢測服務津貼」及「購買空氣淨化機津貼」。首先
每校可獲最多1.5萬元為校舍作通風檢測；如經檢測後建
議的改善措施未能於短期完成，學校可獲2萬至3.5萬元
津貼，以盡快設置合規格的空氣淨化機。
直資及按位津貼學校方面，教育局會根據學校實際支出，

向每校提供一筆過上限40萬元津貼，以採購通風檢測服務
及進行優化措施如加裝抽氣扇、採購空氣淨化機或進行其他
小型改善工程等。

「內援」無私奉獻 警員佐級協會致敬

教局撥款7000萬 助學校改善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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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第
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全城投入
抗疫戰，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內地省市全
力支持和幫助香港特區做好防疫抗疫工
作，一批批專家組及檢測隊等援港抗疫
人員，陸續抵港並第一時間投入工作。
同樣工作在抗疫第一線的香港警察對此
深有感觸，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
林志偉昨日發表公開信，向無私奉獻的
內地援港抗疫人員致敬及表示感謝，並
稱讚他們都是為人民服務的真英雄。
林志偉在信中指，連日來內地援港抗
疫人員陸續抵埗旋即投入支持工作，在

剛過去的一星期，香港天氣反覆，他看
到內地援港抗疫人員無懼寒流和大雨的
阻礙，不斷奔走於各區疫廈和檢測站，
以致身上衣物都濕透。

冒寒頂雨 奔走疫廈檢測站
他表示，在新聞片段中看到，內地援

港抗疫人員在冷雨之中，不辭勞苦配合
流動檢測車工作耐心解答市民的問題，
實在令他感受至深，「你們都是人家的
兒女，人家的父母，你們甘願暫別家
人，冒着受感染的風險來港馳援，就是
本着血濃於水的精神，你們的無私奉獻

使我肅然起敬。」

燃點起港人戰勝疫情信心
林志偉感謝內地援港抗疫人員的無私

奉獻，讓香港人燃點起戰勝疫情的信
心，以及在最艱難的時間看到曙光，稱
讚這些內地援港人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
真英雄；相信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
終能戰勝疫情。為此，香港警隊會繼續
謹守崗位，積極配合支持抗疫工作，確
保稍後的全民檢測順利進行，不負內地
援港抗疫人員之期望，與香港一同走出
「疫境」。

◆ 張培剛早前持續於社區一線抗疫，
為有需要居民送上物資。即使確診後他
仍然努力「在家工作」，每日處理數十
個街坊的求助個案。 受訪者供圖

上星期快測陽性的張培剛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說，「我的精神狀況還可以，只是仍

有點聲沙及喉嚨痛」，身體與病毒「打仗」的同
時，他亦不忘街坊需要，在家執行公務，在
WhatsApp、微信、Facebook等平台有求必應，盡
量回答街坊的「疑難雜症」。

快測見陽者竟不獲隔離
他所在的秀茂坪區以公共屋邨為主，近日更有

多座大廈被圍封強檢，公布了數以百計確診個
案，「但居民都覺得，實際確診數字不只於
此」，他提到自己現時每日收到數十宗求助，包
括「快測陽性該怎麼辦」、「衞生署電話打不
通」、「想找地方隔離」等，街坊們都顯得相當
擔憂。
而前線資訊的混亂，也令市民更為焦慮，其中
不少大廈遭圍封的街坊反映，強檢只限快測陰性
的住戶，「快測兩條線（陽性）只能一直留
家」，而政府人員對會否上門採樣也口徑不一，
「只會叫他們等，說到時有電話通知」，至最後
要送往檢疫隔離的，也只限於核酸檢測陽性者，
快測陽性同樣不包，「有（快測陽性）住戶收拾
好行李準備去隔離，卻被告知原來『冇
份』……」

強檢期間中風 無法安排白車
張培剛提到，有65歲的確診者在強檢期間中風
抽搐，血壓飆升至200多，「雖然有人打999求

救，卻因種種原因安排不了救護車，連的士也不
獲放行，最後我只能直接聯繫警長要求特別安
排，「聽見這些事情難免心酸。」
此外，因衞生署呼籲家長不要急於帶孩子到急

症室求醫，「有母親3歲孩子燒到40度，也堅持
不帶孩子去醫院，希望退燒藥等有效，但她卻非
常擔心邊哭邊打電話給我，我只能盡力安撫，說
如果真的很嚴重，也要帶孩子搭的士到醫院，最
重要還是保命。」

「疫襲」凸顯政府策略混亂
張培剛表示，疫情急襲凸顯特區政府的抗疫策

略及制度混亂，不少官員「只懂活在太平盛世，
不懂得處理危難」，最終令大批市民受苦。縱然
他及議員助理相繼確診，他們亦希望「在家工
作」盡量協助居民，並好好連繫民間及各界力
量，為當前困境「補鑊」。
在訪問期間，張培剛也談得「一肚氣」，特別

是在危難時刻卻遲遲未有有效發動公務員團隊力
量，「每個人都搵命搏，他們怎麼可以居家工
作？」他認為，應該更果斷從房屋署、統計處、
稅務局等部門抽調人手支援，「就算不到前線，
至少可以幫忙處理物資吧？」
透過中央的大力支持，張培剛希望能幫助香港

抗疫「平亂」，包括重整混亂的行政措施及政
策，發揮前線抗疫人員、義工、市民大眾等的最
大力量，打勝「疫戰」，讓香港重回安居樂業的
日子。

張
培
剛
感無力仍盡力 染疫堅持抗疫

盼港在中央支持下 從「疫戰」中站起來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疫情之下，人人自
危，甚至有為人子者以家有妻兒為由，拒絕照顧確診
年長父母。幸好，香港總會有有心人，為了守護社區
的理念，咬緊牙關為獨居長者服務，民建聯社區幹事
歐陽均諾及其義工，便每天為區內確診的90歲久病婆
婆送飯，為老人家送上物資。他希望能透過社區中
「物輕情義重」的支援，除了幫助街坊當前需要外，
亦能感染及鼓勵更多年輕人為他人服務。
觀塘區啟業邨有不少長者居住，服務該區的歐陽均

諾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提到，疫情持續嚴峻，近
日從早到晚不停收到街坊來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來自區內一名確診的90歲婆婆。她本身為長期病患，
惟其兒子以家有妻兒為由，堅拒照顧母親，「雖然他
也有自己的難處，但我聽到這個電話，也不知道怎樣
反應……」

鄰居偶爾拍門 確保婆婆安好
無奈之下，歐陽均諾及義工只好每天為她送飯，

「她年紀大，即便在染病前，自己去買菜也有困難，
我們每天就在門外掛上口感較軟的蒸飯。」由於婆婆
聽力不好，「每次送飯敲門，她也不一定會聽到，我
們撥打幾次、甚至十幾次電話；慢慢她也習慣，只要

收到電話就有飯吃。」
歐陽均諾坦言，哪怕在疫情前，獨居長者本身就是

被忽視的一群人，「大吉利是講句，他們暈倒在家沒
人知道，甚至不少是屋子傳出『味道』後才發
現……。」由於該名婆婆的鄰居都知道其情況，所以
偶爾也會拍拍她門，確保有人應門，「鄰居之間可謂
發揮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隨着社區確診數字急升，歐陽均諾及義工們不斷為市

民籌備需要的物資：食物包、漂白水、防疫用品等。
「第一日我們是『怯』的，但我們做社區工作，其實冇
得驚、冇得怕。」雖然身旁已經有來自5個家庭的義工陸
續確診，但他也只能盡量做好自己的防護措施，「每日
自測是陰性後，就出外幫忙，做到頂不住為止。」

嘆政府防疫措施不到位
歐陽均諾慨嘆說，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不到位，而

衞生署訊息傳遞及配套安排混亂，令市民更感焦慮，
「我們不停收到電話，都是問『中咗』怎麼辦。但我
們只是民間支援，能幫到的就盡量幫。」不過他亦表
示，儘管此刻境況艱難，但港人助人自助的熱心仍熱
烈，近日團隊曾經幫助一些確診的年輕朋友，更成功
感染他們，「他們一康復便主動說要加入我們呢！」

歐陽均諾：
子稱難照料病母 義工日日送蒸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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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均諾為有需要人士發放
物資。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