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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贈醫施藥助窮困街坊
王捷生：冀大家守望相助共渡難關

退休消防員成前線義工：「一起擊退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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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發生已兩年多，大家可能有辛苦
或難過的時候，但我們可以互相幫助，並肩作
戰，一起擊退疫情！」退休消防總隊目林秀強
積極面對疫情，他不單身體力行加入紀律部隊
抗疫義工隊，還負責招募其他退休消防員加
入，為這場疫戰增添近600名義工。即使已退
休後他仍不忘走上抗疫前線，服務市民，盡心
履行「公僕」責任。

林秀強增添600同袍加入義工
林秀強目前與約20名消防義工，負責協助荔
景邨檢疫設施的搬運及安裝等。不過工作甫開
始，已相繼有「戰友」要退下火線，上周六早
上其中一隊友快測陽性要暫時離開，「他一心
想來幫手，大家都非常不開心，怎料放工後再
做檢測，另一隊友也『中招』了，真是十分無
奈，好像以前出任務時有隊員受傷的感
覺……」至當晚，上午「中招」的隊友準備要
入深切治療部，卻還發信息來說不好意思，

「我回應他，不要這樣說，我們都會等他回
來。」林秀強說。
多年消防員生涯，林秀強與隊友出入火場惡
劣環境可謂習以為常；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
他認為前線人員更需要義工的幫助，克服對這
些不確定性的恐懼，大家一起戰勝疫情。

目睹前線人手不足 工作艱辛
林秀強在2003年加入紀律部隊義工團，疫情
爆發以來，他曾上門為家居隔離人士戴手帶，
又到過總部負責打電話向確診者解釋疫症，協
助民政總署圍封、派飯及派發物資等，幾乎每
個抗疫崗位都做過。他形容，過去30多年擔任
公務員，退休後繼續回饋社會，服務市民，是
十分合理和正常的事，同時他目睹前線抗疫人
員人手不足工作艱辛，也希望能出手相助。而
在上月16至17日，他收到招募退休消防員抗
疫，更擔當起聯絡組織義工的角色，為「抗疫
戰士」名單新增了近600個名字。

市民說聲「多謝」已很大鼓勵
林秀強特別提到，市民在這段困難抗疫期
間，更需要齊心合力，見到前線抗疫人員不妨
大方說聲「多謝」，已是很大和積極的鼓勵和
互勉。

◆林秀強積極招募其他退休消防員加入抗疫義
工行列。 受訪者供圖

現年71歲盧國雄與妻子居於友愛邨數十年，
經常在工餘時間參與社區義務工作。第五波新冠
肺炎疫情愈演愈烈，每日確診數字激增，他主動
做「逆行者」，報名響應號召到社區檢測中心做
義工幫忙，希望身體力行協助政府進行「清零」
工作。不過上月中，夫婦二人先後快速檢測發現
初步確診，多次致電政府熱線要求協助不果，幸
獲社區幹事提供中成藥歷一星期後終病癒。歷經
風雨，盧國雄在痊癒後便立即聯絡社區幹事，幫
忙為其他街坊送上所需物資，甚至自掏腰包買藥
給街坊，為香港這座城市出一分力。
盧國雄過去曾為旅遊業從業員，在疫情爆發

前，他經常組織街坊旅行團到大灣區參觀了解國
情，不過疫情衝擊下他被迫轉行擔任夜間保安，
惟仍然熱心於社區做義工，包括早前主動報名到
社區檢測中心幫忙。已過古稀之年的他，每日在
檢測中心一站就是12小時，至上月18日，他出現
喉嚨不舒服等輕微病徵，隨後一兩日，盧與同住
妻子先後使用快速檢測劑後，均發現初步確診。
兩夫婦在初步確診後，曾多次致電政府熱線求

助，但並未得到任何回應，更不要說協助，唯有
致電社區幹事，最終收到一些快速檢測試劑和連
花清瘟膠囊。經過一星期同病毒的抗爭，二人終
於在2月26日左右病癒。

籲樂觀抗疫 積極接種疫苗
特區政府公布資訊緩慢、對確診者協助不足且

不及時，盧國雄真切感受到「唯有自救」的無奈
又無助。因此在痊癒後，他立即聯絡社區幹事籌
備物資，為其他街坊送上藥物及檢測試劑等物
資，有時見到藥房有藥，更自掏腰包買給街坊，
響應中央號召，為香港這座城市出一分力，為有
需要的市民雪中送炭。
盧國雄呼籲大家，面對疫情，一定要平常心、

樂觀應對，以及積極接種疫苗，他指自己雖然已
經70多歲，但正是因為心態樂觀且已經打齊三
針，今次確診的病徵才不算嚴重。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舊樓的衞生問題備受
關注，不少街坊擔心管理質素參差的舊樓會成為
爆疫的隱患。油尖旺社團聯會會長楊子熙，自上
月21日起出任全港抗疫連線舊樓消毒專責小組
負責人以來，忙得不可開交，既要建立健全舊樓
消毒的立項、申報、外包公司招投標、消毒規範
等各項制度，更要連日外出督查數十棟舊樓的消

毒情況。就算自己染疫，亦在家全力調度人手，
持續推動舊樓消毒工作。在他和團隊的努力下，
每日消毒40幢樓的計劃逐步開展，首期擬完成
960幢舊樓的消毒，實行全力與病毒對抗。

首期擬完成960幢舊樓消毒
油尖旺區有很多高齡大廈、衞生條件差，之
前曾爆發過大規模社區傳播，但要讓大廈組織
自費消毒十分困難，故今年年初楊子熙大力推
動舊樓消毒工作，春節假期前已經完成300多
幢。
楊子熙指出，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油尖旺
區動員了逾2,000人次投入到抗疫行動，不少社
區工作者積極聯絡承辦商、與業主立案法團溝
通，有系統地安排樓宇清潔，目前團隊更正籌
備專業醫護線上講座、安排疫苗接種等，大家
在不同崗位上出謀獻策。

傳染家人感內疚 街坊鼓勵窩心
由於經常要在社區走動做服務，日前楊子熙
感到喉嚨痕，多次快速測試結果均呈陽性，家

中孩子及太太亦中招。「他們被我感染，真是
有些愧對家人，幸好他們目前都是輕症。一直
以來，家人都很支持我做社區工作，在抗疫的
特殊時期，一家人互相加油打氣，希望盡快康
復。」街坊得知楊子熙染疫後，熱情窩心地向
他發鼓勵信息，令他十分感動，更堅定了今後
更好地服務社區的決心。
雖然身體抱恙，但楊子熙堅持居家辦公為街

坊服務，「星期六收到的求助是平日的兩倍，
星期日收到的更高達星期六的三倍。如果不及
時跟進，又不知有多少受感染者陷入無助的負
能量情緒。」求助個案中，有人家中無藥物或
欠缺快速測試套裝，有病患「由陽轉陰」多
日，卻不肯定能否出門到社區。

社區服務團隊陸續確診未損士氣
現在確診個案不斷攀升，楊子熙的社區服務

團隊中陸續有成員確診，但集體士氣未受影響，
確診成員實行線上溝通推進工作，而仍在大街小
巷為街坊服務的義工無懼風險，為求助者送上物
資，也給他們帶來鼓勵及希望。

香港汕尾中醫協會理事長王捷生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指，該會有上千個註

冊中醫，「大家在這段時間都很願意多做一
點。其實在疫情之前，大家都會在各區做義
診，幫長者看病，送2日藥，大家都開心」，
在去年疫情期間，協會亦有組織派口罩、火酒
等義務工作。
直至最近疫情嚴峻，王捷生分享指一些汕尾
鄉親或街坊經介紹來求診，「當然不是個個來
到都免費，但有人問到，有些環境不太好的，
有需要就收便宜一點，個別真的比較窮困的就
不收費，幫到就幫吧。」

家人確診易急亂 更需有用意見
贈醫施藥固然可貴，但在王捷生看來，很多

確診者其實更加需要有人適時提供有用意見，
「近日有婆婆致電表示女兒確診，已發燒3
日，女婿亦已發燒一日多，問家中外孫女應否
抱走交給他人照顧」，遺憾在這情況，這時才
抱走外孫女或已太遲，甚至有機會令疫情擴
散，於是王捷生跟她解釋利弊，結果當晚婆婆
的外孫女一如所料發燒，幸他們一家近日已陸
續退燒，並無大礙。

電話查詢大增 教予自行執藥
「很多人確診後都會很急很亂，有時未必

幫到件事，我們提供一些建議、開解一下都
是好的，對方感到有人願意幫忙，都會開心
一點」，王捷生表示，這段日子絕大多數都
是收到電話查詢，部分是透過電話交代讓對

方自行執藥，部分則寄送處理，但亦難免會
遇有一些「懷疑個案」親身到來求診，「對
方無講（是否確診），但會問假如中招應該
怎樣辦，我都只能隔開一點跟他解釋，建議
他快做檢測，如果手頭有多出來的檢測包，
就讓他帶回家用，期間切勿周圍走，注意衞
生。」
王捷生坦言，中醫館的設施始終不及醫院，

「日日面對病人，自己都預了遲早會中招，坦
白講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擔心」，惟他表示自己
出身中醫世家，「阿爺老豆教落，做嘢固然要
賺錢，但要賺得其所，有能力幫到就幫」，又
謙稱這段時間只是略盡綿力，但相信疫情下大
家做好份內事，守望相助，香港必定可以很快
渡過難關。

新冠疫情嚴峻，市民大眾需要守望相

助，才能共渡難關。有中醫師組織本着

「幫得就幫」精神，在疫情下為部分窮困或有

需要的確診者提供專業意見以至贈醫施藥。組織

代表表示，無能力做到「個個都送（藥）」，亦擔心

遲早會因看診而染疫，但看到確診街坊的徬徨無助，

「有時不是說收不收錢，或者送不送藥，其實一個電

話提供一下建議，對方都會很感激」，期望可以在社

會散播一點正能量，助人自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楊子熙早前外出督查數十幢舊
樓消毒作業現場。 受訪者供圖

◆疫情嚴峻，王捷生
表示，作為中醫師只
能「幫得就幫」，為
有需要的確診街坊鄉
紳贈醫施藥，於社區
中發放正能量，加強
抗疫保障。

受訪者供圖

◆盧國雄做「逆行者」，主動報名響應號召，希望身體力行
協助政府。 受訪者供圖

◆王捷生（前排左三）早前與多名中醫
師於坪洲義診。 受訪者供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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