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波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國家支援的人力物力未得到善用，在
全民抗疫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必須
痛下決心，轉變觀念，勇敢擔當，提
升能力，負起抗疫主體責任。

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支持
香港抗疫成為焦點議題之一。主管
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先後
與港澳全國政協委員、港澳全國人
大代表會面，指出當前香港疫情形
勢嚴峻，特區政府要切實承擔起主
體責任。香港進入全面「愛國者治
港」時代，這對愛國者的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指
出，要圍繞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港愛
澳力量能力建設，深入調研協商。
愛國愛港力量的能力建設，以這次
疫情處理觀察看，特區政府管治團
隊必須切實提高大局意識、增強統
籌能力、體察民情能力。

提高大局意識。首先，要加強全
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的能
力，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要提高各個部門重要官
員的政治敏感度和反應能力。具體
到抗疫處理中，必須發揮香港抗疫
的主體作用，把中央的支持用足用

好。
增強統籌能力。

特區政府各部門之
間的溝通與協作缺
乏默契，在各項安
排 上 並 不 盡 如 人
意，市民沒有看到政府的周密部
署、有效落實。另外，資訊發放不
清晰，專家及專業部門各說各話，
令市民無所適從，加劇恐慌情緒蔓
延。政府可借鑑內地做法，由政府
專門小組高頻率權威發布抗疫資
訊，讓社會獲得準確信息，增強信
心，配合行動。

增強體察民情能力。香港第五波
疫情幾何式增長，大多以家庭密接
感染為主，這是防疫一大漏洞，患
者及家人感覺政府支援不足、「自
生自滅」。同時，這也反映了香港
居住環境密集和惡劣程度，許多樓
宇設施殘舊，因此，解決土地房屋
不僅是住房也是公共衞生問題。

穩控疫情是當前香港壓倒性的任
務，絕不可以故步自封「躺平」，
特區政府要提升戰鬥力，打贏控疫
仗，帶領香港早日走出疫情、發展
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善用緊急法排除制度障礙 以利香港高效抗疫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日前在出席全國政協港澳聯組會

時，希望委員全力做好抗疫，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充分發揮

本港優勢，化解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

韓正副總理多次提及香港疫情令他揪

心，特別是對長者和孩童確診者的關

切，並特別提到這批長者是創造今天香

港成就的人，社會要多加愛護。

梁美芬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第五波疫情極其嚴峻。近期每日感染者數以幾
萬計、過百人染疫病逝；醫療系統瀕臨崩潰，無
法入院治療的病人數量日增，很多確診者被迫留
在家裏心急如焚，擔心感染同住家人。就在最危
難之時，中央全力援港，大量人員及物資源源不
斷地送到香港，規模之大，非言語所能形容。

香港疫情令中央揪心
抗擊新冠疫情已不只是香港特區的事，嚴峻

的疫情已影響國家發展大局，更波及內地一些
城市，國家出手全力支援，就是為維護香港的
社會大局穩定及保障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坐鎮深圳，連續多次舉行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協調會，親自統籌抗疫工作。中聯辦舉行「香
港社會同心抗疫行動會商會」，在港動員各界
抗疫的力量，增建方艙醫院及作為隔離設施，
從速為進行全民強檢及全城救治工作準備。

在中央全力支援下，大量人員及設備正在不斷
運抵香港。中央援建香港的八處臨時性社區隔離
治療設施（方艙醫院）和落馬洲河套區臨時醫院
正密鑼緊鼓火速興建，分別在香港青衣、前新田
購物城、元朗潭尾和洪水橋開工建設，全部投入

使用後預計將為香港提供14,000至17,000個隔
離單位。其中青衣方艙醫院已投入運作，提供約
4,000個隔離單位。這是中央全力援港抗疫的有
力體現，香港必須盡用來搶救每一條生命！

用好緊急法搶救生命
香港現在每日有過百人染疫病逝，政府的一

切決策都應該以搶救生命為前提。需知道，拖
多一天就多過百人染疫死亡。如何搶救病患乃
重中之重！我提過很多次，香港本有不少法例
已可為內地醫護人員來港協助開綠燈，但若香
港任何法例對救治工作有障礙，《緊急規例條
例》（緊急法）的啟動已為一切抗疫所需措施
開綠燈，只要是為了救命，政府就不要有後顧
之憂，要動用一切可使用的手段，且要識用，
盡用，快用，去用作救人！這是關乎人命的問
題，亦關乎香港大局穩定的問題！

緊急法的引用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為抗疫
排除法律及制度障礙。香港有部分人對來自內
地的醫護人員有抗拒，無論是基於政治、專業
或者思想上的不同，現時救命要緊，什麼分歧
都要放下。中央發出挺港抗疫最強音後，方艙
醫院更是火速動工興建。但試想假如方艙醫院

興建好後，萬名病人在那裏等候醫治卻沒有醫
護人手，豈不是天大的笑話與悲劇嗎？有了緊
急法，批准內地醫護團隊來港協助救治，就能
非常直接快捷解決缺乏醫護人手的困局。

此外，內地醫護團隊需要使用的儀器、用藥
方法等均可沿用內地的方法，這可免了兩地醫
護團隊的矛盾及磨合時間，大家可以各自發揮
優勢做好救治工作。我對內地醫護團隊有充分
的信心，他們在內地早已有豐富的抗疫經驗。

盡快減少重症及死亡率
緊急抗疫還涉及很多其他相關事情，可能涉

更多其他法例，引用緊急法，特區政府才可以
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以
換取時間救人，這在各國都有先例。比如增建
隔離設施要徵用土地或作出特殊交通安排等
等， 緊急法可排除一切抗疫障礙救人優先，也
令內地醫護團隊無後顧之憂參與香港救治工
作。除了內地醫護人員，當然香港的私家醫護
隊伍也要動員起來。

在第五波疫情的死亡數字中，當中有我的親
人及朋友的三歲女兒與祖父。這些是人命，是
多少個傷心家庭的數字！但數字天天上升，令

我對社區感染率非常憂慮！還有很多有長輩住
在院舍或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天天惶恐不安。

未來三星期的救治行動，將決定有多少人可
以救回來，我衷心希望在國家全力支援下，香
港上下齊心，不分公立、私家醫護人員，不分
內地、香港醫護團隊，放下所有分歧，全力救
治病人，減少重症及死亡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出席全國
政協港澳聯組會，談及目前香港的疫情形勢時指出，當前
香港疫情尚未到拐點，還在上升期，控制疫情是首要任
務。下一步的關鍵是進一步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希望盡快
控制疫情。一是要保障物資供應、市民生活安定、社會大
局穩定。二是加強醫療救治，降低老人病亡率，提高老年
病例發現救治及時性和成功率。疫苗接種是提高救治率，
降低病亡率的有效辦法。還要盡快完善分級分類管理，提
升醫療救治能力，加快醫療設施建設。當前最重要是要挽
救生命，遏制疫情爭分奪秒，特區政府理應果敢決斷，建
立定點醫院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減少重症導致的死
亡，盡快控制疫情。

統籌協調善用援港物資
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國家衞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

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日前接受訪問
時表示，當下香港疫情仍是快速上升期，應減少感染、重
症、死亡。梁萬年建議，香港建立定點醫院收治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集中最優質的醫療資源進行治療。

韓正副總理指出香港應加強醫療救治，降低老人病亡
率，提高老年病例發現救治及時性和成功率，是一針見血
的意見。筆者非常感謝韓正副總理對老幼者的關愛，亦絕
對認同當前最重要是要挽救生命。遏制疫情爭分奪秒，特
區政府理應果敢決斷。

韓正副總理亦再保證中央會按特區需要、「有求必應，
照單全收」支持香港的抗疫工作，尤其是香港的醫療需要
及保證市民正常生活的必需品、食品供應。特區政府必須

做好統籌及分配工作，確保物資可以及時送
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

中央支援香港建設9間方艙醫院，部分已
竣工交付使用。惟本港近日確診屢創新高，方艙醫院的供
應遠遠未能滿足目前需求，加上公營醫療體系壓力爆煲，
還需預留床位予高危人士，相信更多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
只能居家隔離。

另一方面，香港人煙稠密，居住環境惡劣，劏房戶家庭
往往變成了「一人確診，全家染疫」。據報，有初步確診
者為了不想家人和鄰居被傳染，寧願一連三日在一條隧道
內露宿街頭。對這些不宜居家隔離的感染者，政府應借用
慈善、宗教、青年團體營地、康文署設施如博物館、圖書
館、體育館，民政事務總署的社區會堂/中心、學校，新建
落成空置公屋等改作臨時檢疫隔離設施，讓輕微症狀或沒
有症狀的感染者隔離，防止將病毒帶回家中或社區。

提高長者接種率是重中之重
目前，大量確診者均無法進入醫院，都是留在家自我隔

離，不少人由發病至康復都是政府零支援，政府必須立即
檢討改善。

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有近700間安老院舍爆疫，涉約
1.3萬名院友及3,000多名員工。醫管局仍把未痊癒、仍帶
病毒的長者送回院舍，是漠視了風險，亦未考慮院舍是否
合適用作隔離。這波疫情中，長者和兒童明顯抵抗病毒能
力最弱，因此，提高長者及兒童接種率是重中之重，期望
政府優先保護染疫和重症風險最高的群體，以降低老人及
兒童病亡率。

加大控疫力度 降低重症率病亡率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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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選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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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十三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會上作
政府工作報告，其中在涉港澳部
分指出，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
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
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全
力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
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聽
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讓港人
深深體會到中央對香港一以貫
之、堅定不移的支持和關顧。

香港面對嚴峻的第五波新冠疫
情，在極度困難的關鍵時刻，中
央一如既往地給予全力支持。這
從中央援港、同心抗疫的諸多措
施具體落實中，可見一斑。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在3月6日出席港澳
地區政協委員聯組會議時明確指
出，中央主要從幾個方面支持香
港防疫工作：一是物資供應。中
央對香港有求必應，應供盡供，
確保物資充足，百姓生活安定，
社會大局穩定；二是醫療救治。
派出最精銳的醫療專家力量，根

據香港需要，國家
將隨時提供支援；
三 是 援 建 醫 療 設
施。內地很多省市
提 出 對 口 支 援 香
港，很多內地企業
要捐款捐物，都已納入中央專
班。

危難時刻，一批批從內地集結出
發赴港或待命出征的醫護，是血濃
於水、心心相印的最佳明證。此時
此刻，特區政府必須要承擔起主體
責任，做好統籌指揮協調的工作，
而香港各界則要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以盡快把疫情穩控下來，只要
全香港社會團結一致，有內地無私
的馳援，香港一定能戰勝這場疫
情。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在此
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時刻，李克強
總理在報告中強調，香港要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之
一，香港要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發揮好自身角色，着力培育
創新動能，大力布局新興產業，緊
緊抓住大灣區建設發展新機遇，必
能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所作為，再
攀高峰。

參
與
灣
區
建
設
培
育
創
新
動
能

莊紫祥 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朋友A一家五口快測呈陽性，8歲小孩高
燒發到40度，80歲老人開始氣促。五人在
家自我隔離，政府熱線打不通，物資藥物
愈發短缺。朋友B一家三口遵循政府呼籲

在家抗疫，寸步不出門但全家染疫，後來才知道大廈污水
樣本呈陽性，樓裏有隱形傳播鏈。朋友C等了一周才有核
酸檢測結果，這時快測已從陽性轉陰性，卻被告知獲當局
安排去隔離設施檢疫。這些冰山一角的個案，天天在香港
發生。

抗疫本應「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但香港現在檢
測數據滯後，醫療系統超負荷，居家隔離無援助，每個環
節皆見瓶頸。

香港疫情發展到如今地步，最大問題是，缺乏全盤思
維、沙盤推演意識與危機應對能力，政府欠缺跨部門統籌
協調，行動慢於疫情蔓延。此刻，香港必須摒棄慣性的官
僚行政作風，以「戰時」思維、霹靂手段抗擊疫情。

筆者認為，香港抗疫下一步，有三件事必須做、急需
做。

第一，打通部門銜接壁壘。當局公布承認快速抗原測試
陽性等同確診之時，卻未同步推出登記網。原因是，權
責部門間缺乏銜接，各自為政。結果，自測陽性患者得
不到官方「認證」，想進隔離設施進不去，同住家人被
感染，惡性循環不斷。待平台完成時，部分快測陽性者
已變陰性。事實上，快測登記平台由衞生署資訊科技人
員開發，消防處則另外開通了確診者隔離安排直接熱
線。前者負責計算確診數字，後者由保安局負責、主要

管理隔離設施。登記資料入住隔離設施不
等於可豁免到快測平台登記，兩者間又沒
打通連接，各部門服務銜接混亂。技術問
題如何完善？檢疫治療後續問題怎麼解決？如何判斷患
者病情輕重及進行臨床醫療分流？事急馬行田，此時，
必須盡快打通部門間服務界線壁壘，透過跨部門協作，
特事特辦解決問題。

第二，雷厲風行幫長者接種疫苗。援港抗疫的國家衞健
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示，當前最優先的抗疫工作，是減
少感染、減少發病、減少重症，特別是減少死亡。救人如
救火。當前全港院舍嚴重爆疫，每日動輒近百長者確診死
亡，當局必須加速並具針對性地為老弱群體尤其長者接種
疫苗。同時，盡快將未被感染的院舍長者轉移，安置到隔
離設施避疫，以免疫情在院舍進一步蔓延。另外，還要處
理好逝者善後工作，讓他們有尊嚴地告別世界。

第三，增加全方位及統一資訊發放。人類最大的恐懼是
未知的恐懼。儘管政府強調食物物資供應充足，但搶購潮
天天持續。為什麼？治療和隔離的分流等級機制是怎樣
的？政府正籌備全民檢測方案，細化方案是否考慮周全？
當局有否定下硬指標？如何為行動不便人士安排上門採
樣？如何確保特效藥供應充足？會否為情緒不穩或失控人
士提供心理輔導？醫療資源能否優先滿足老人和兒童？方
艙醫院有限的名額能否用得其所？市民急需知道這些關鍵
資訊。

中央已全力援港， 能否採取霹靂手段， 盡快控制疫
情，回復社會穩定，是對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

抗疫須用「戰時」思維霹靂手段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全國青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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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只要有求、內地必定有應。圖為「中央援
港同心抗疫」鐵路援港班列抵達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