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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口罩組車隊 派物資逐戶送
李曠怡：爬13層唐樓無怨言 抱憾錯過愛女學行第一步

抗疫兩年多，在市民有需要的地

方，總能見到他的身影。香港爆發

第一波疫情時，他四處尋求幼童口

罩無果，決定自掏腰包在內地包下

一整條生產線，讓幼童能戴上合適

尺寸的口罩；如今有市民被困家中

缺物資，他參與組建愛心車隊，挨

家挨戶派送，市民家住唐樓13樓，

他照樣爬，無怨言，只有談起錯過

女兒學會行第一步時，才流露出遺

憾的神情。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

副主席李曠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說︰「我們義工想盡力幫助有

需要的市民，市民也同樣想在這危

險時候盡力保護義工不受感染，這

份心意讓我覺得，做義工很值

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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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波疫情突如其來，讓香港市民經
受着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市民的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
影響。但對於服務灣仔20年的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
來講，服務地區的工作並未因此停擺，他帶領區內義工
一直衝在抗疫最前線，自己也因此不幸染疫。
有一種精神叫全心全意。「你好，我係黃宏泰議員，
請問有乜嘢可以幫到你？」看似一句簡單的電話問候，
泰哥每天不知要重複多少次。每天電話響個不停，有諮
詢、有求助、有抱怨、有投訴，甚至有突發危急。泰哥
都不厭其煩一一回覆處理，「社區抗疫係最前線，好多
街坊未必知道政府最新嘅政策，有啲就算知道，但係都
需要搵區議員幫手確認有冇錯漏，先至安心。」
泰哥說，因應當前疫情，雖然特區政府推出許多紓緩

措施，但並沒有一個部門統籌，市民熱線難以打通，就
會第一時間想起打電話給區議員，有時一日接到上百宗
個案，譬如有的人想諮詢失業金怎樣申請，有的人想知
道勞工假怎麼拿，都需要有人耐心解答。「我哋有『一

站式』服務，可以幫助街坊『分析案情』，傳達畀政府
所屬部門，更直接、更高效、更精準、更方便，既可以
幫到市民，又可以幫政府『補台』。」
有一種態度叫責無旁貸。每當泰哥見到染疫街坊無

助的神情，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痛苦的聲音時，他都迅
速行動起來，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們。有一次，一位
司徒拔道區的街坊打電話來求助，他父親因染疫居家
隔離，身體不適引起氣喘，不知如何是好。泰哥立即
協助他召救護車，送院搶救。
泰哥說：「好多街坊對病症反應都唔係太了解，唔

知道應唔應該去醫院，似佢咁嘅情況已經係重症了，
就應該即時送院治療，疫情無情人有情，希望能夠做
多啲事情，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

協調暫停「打小人」減播疫風險
有一種方式叫搭建橋樑。在許多香港人的記憶中，鵝

頸橋「打小人」習俗一直存在，甚至曾經登上美國《時

代》雜誌，掀起西方的效仿熱潮。疫情下，鵝頸橋「打
小人」習俗不變，市民參與熱情不減。有一天，泰哥
「巡街」時看見，一眾「神婆」戴着口罩，用舊鞋賣力
拍打，唸出連串咒語，周圍聚着不少市民，造成了很大
的傳播風險。他多次耐心做「神婆」思想工作，為市民
健康，暫停「打小人」活動，但均未能如願。
在泰哥的積極協調下，特區政府3月3日正式發出「政
府部門驚蟄期間嚴厲執法 打擊違反防疫規例行為」公
告，給「打小人」按下了暫停鍵，有效化解了因人員集
聚傳播疫情的風險。泰哥說：「身為灣仔區議員，就係
為咗社會更加和諧，減少市民對政府嘅不理解，將官民
溝通嘅摩擦降到最低，可以起到好嘅緩衝作用。」
眾人拾柴火焰高。泰哥說：「如果全港700萬市民都

能夠盡自己嘅一分力，通過不同嘅方法或途徑參與配合
抗疫，呢種力量肯定好強大。呢幾日全城義工投入分裝
抗疫包行動，就印證咗港人自助助人同自強不息嘅精
神，我相信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下，新社聯北區
地區委員會副主席潘孝汶和地區戰友
們不怕辛苦、無懼病毒，衝上前線做
義工。他說，其間自己最深刻的體會
是，「每宗求助都要爭分奪秒，可能
這就是一條寶貴的生命。」
3月7日晚上11點，潘孝汶收到一位
朋友的微信求助，表示母親早前確診
新冠肺炎後被送至亞博館隔離，再轉
送至北大嶼山醫院，由於母親有心臟
問題，入院先後經3次搶救才清醒，但
北大嶼山醫院沒有心臟專科，而且家
人一直未能聯繫該院醫生，擔心母親
病情會惡化，於是向潘孝汶尋求幫助。
「我中學時就見到爺爺因為中風而一睡不

醒，再到後來我的舅舅也因為心臟病發去
世。」以往的經歷讓潘孝汶對至親面臨生命危
險時的焦急與彷徨感同身受，於是他在當晚立
即致電身邊的幾位醫生好友，了解到九龍西醫
院聯網床位緊缺的狀況，醫生朋友都表示現在
轉到有心臟專科的瑪嘉烈醫院極為困難，要麼
等候很長時間，要麼病人退院再重新求診該院
的急症科。潘孝汶也明白醫院和醫護人員面對
第五波疫情的壓力與無奈，但是他始終覺得
「生命如此寶貴，一刻都不能等」。
隨後，潘孝汶求助離島區的地區好友，希望

能通過地區網絡聯繫到北大嶼山醫院的醫護人
員。皇天不負有心人，3月8日白天他終於和
北大嶼山醫院溝通上，並安排於3月10日傍晚
順利讓病人轉院。據後來的反饋，經過及時治
療，該名病人的新冠肺炎不久就痊癒，情況好
轉後轉至普通病房繼續治療。

助向區內近50院舍捐物資
除了爭分奪秒協助處理緊急的患病個案，潘

孝汶日常還需要兼顧防疫抗疫的方方面面，包
括協助初步確診者向消防處立即申請入住隔離
設施，及堅持親自向居家隔離的患者送上抗疫
包。同時，他在負責統籌支持北區物資分配的
過程中兢兢業業，協調北區民政處向上水、粉
嶺和偏遠鄉郊多個屋苑派發中央援港檢測劑超
過15萬份，協助組織「北區社區抗疫連線」

向區內近50家安老院舍捐贈檢測劑、外科口
罩、防護服、紫外線消毒機等抗疫物資，還積
極爭取資源完成了北區33棟舊樓的清潔消
毒。

染疫轉戰後勤 用心跟進求助
面對Omicron的高傳播力，潘孝汶每日暴露

在高危區域，即使全副武裝上陣，但也防不勝
防，於3月14日確診。患病期間，除了第一天
明顯不舒服，之後都沒有大礙，對於一己遭
遇，他持樂觀豁達心態，不過對於工作卻絲毫
沒有鬆懈。「既然不能衝鋒，那就做好後勤工
作」，於是他每天從早到晚跟進求助個案，一
大早安排義工上門派發物資時，他已經算好了
各項清單和路線；午飯時一邊吃一邊聯繫第二
天要去慰問的安老院舍，還在一遍遍地詢問有
什麼特別需求可以滿足；晚上他又琢磨各路物
資存量，想盡可能調動分配好物資，最大程度
給前線同事減輕負擔。
抗擊疫情方面，潘孝汶堅持「咬定青山不放

鬆」。他常說「挽救生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
義」，所以對於每宗求助和每個任務，都極為
重視、不敢懈怠。此外，他堅信「來求助的肯
定是真的遇到困難」，因此疫情當前，他堅持
不分任何政治光譜，都盡力去提供幫助。他相
信用好中央和各方捐贈的物資，港人最終能夠
看清究竟誰是真心為香港好。誠如一位街坊所
講：「病毒並不會區分政見，但大家會看到是
誰在危難時真的伸出援手。」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春節後的這些日子，香港疫情接連不
斷、火頭處處，奔走在抗疫一線的社區工作者們很多都「5+
2」「白加黑」，每天都有不同挑戰。疫情最嚴重的那些日
子，最嚴峻的挑戰不是對病毒的擔憂，而是衝在一線的義工
們不少陸續中招，人手不足。熱心人士捐贈了不少物資，但
無人包裝、無人派送怎麼辦？

疫峰孤身作戰 日派數十物資
對這個問題，新民黨社區幹事劉文傑深有體會。春節後，

他一直在大埔地區奔忙，「核心義工隊在開始時是一行8
人，即我和助理3人，再加5名義工。但在送暖一星期後，
只剩下我1人繼續作戰。因為義工們和助理們都因自己或家
人確診而需退下火線，可見Omicorn之傳播力何等驚人。」
回憶起疫情高峰期的那些日子，他依然有些唏噓。在義工們
都退下火線時，劉文傑堅持作戰，即使只有自己1人，但只
要是居民有需要，都會盡力服務。他還清楚記得，每天5萬
宗感染的日子，香港一連下了5天雨！這5天偏偏是求助個
案最多的幾天，每天都要運送幾十份物資。劉文傑堅持獨自
1人，穿着紅色外套，推着手推車四處奔忙，最後周身骨
痛，醫生給他拔火罐，成了「霸王龍」。
最近，劉文傑又接到了地區民政處的任務，要動員數百名
義工，在大埔富亨體育館包裝中央援港愛心抗疫包。他二話
不說，立即答應下來。但徵召義工時他才發現，這兩天全港
都在同一時間起動包裝，召集人手非常困難。
此時，劉文傑的「KOL」身份發揮了作用。他在自己有

15.7萬位「粉絲」的YouTube頻道發起了網絡招募行動，結
果一呼百應，兩天就招募了數百義工，不但可以滿足富亨體
育館需要，還能分流幫助其他包裝點。
包裝當天，200名義工準時到場，其中有一半從港島、九

龍趕來。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立法會議員黎棟國也到場一
同工作，葉太還由頭做到尾，完成上千份愛心包，結果整天

就在大家的合作下完成1.2
萬份。完成當天工作後，他
還繼續回家整理義工的輪替
更表，和整理用膳飯單給政
府部門，之後還要繼續錄製
節目到凌晨3點多才休息。
回憶起當天的情景，劉文

傑感慨地說，香港人的愛心
是不分地域、不分年齡的。
大家從線上到線下，從「網
友」到「戰友」，不分彼
此、齊心協力，讓他非常感
動。

潘孝汶：助人爭分奪秒 一刻都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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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泰：解答解說解困 一站式助街坊

在全球疫情的大環境下，管理家族生意
的李曠怡難以阻止整個生意鏈受極大

衝擊，但這並未抹去他服務社會的想法。兩
年前疫情初現，市面上口罩價格居高不下，
他四處搜羅口罩送給基層家庭，並得知很多
媽媽反映口罩大小不適合幼童，尋找幼童口
罩無果的他便萌生出自己開生產線的念頭。
幼童口罩生產時物料損耗大、成本高，很
多廠家都不願意做，李曠怡擔心幼童的安
全，終於說服內地一廠家讓他自掏腰包包下
一條幼童口罩生產線，最終帶回了近60萬
個適合幼童的口罩並捐給地區社團，向有需
要的家庭派發。

為防幼女染疫 日日書房隔離
「自己始終記得爺爺、嫲嫲從小的教誨
『有能力就要幫助社會』，還有父母的言傳身
教。」香港疫情起起伏伏，不變的是李曠怡助
人的熱心。今年2月中下旬，香港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人數愈來愈多。李曠怡立即參與組建愛
心車隊運送物資、接送人員，並將其公司場地
當作臨時物資倉，方便隊友拿取物資。
他坦言，大家對物流並不熟悉，剛開始車

隊的運作混亂，但大家每日都會反思、檢查不
足之處、馬上改進，讓運作漸漸順利。
各方有需要，車隊的行動就不能停歇，因
用酒精搓手次數太頻繁，他的雙手開始過敏，
甚至戴不了手套，李曠怡只說︰「我們都想多
努力一點，希望能夠早一日搞定疫情。」
他犧牲的不只自己一雙手，還有與剛滿一
歲的女兒相處的時間。做義工始終都有感染
風險，他每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沖涼，然後
一個人待在書房自我隔離，都沒有靠近女
兒。談到這裏，他終於難掩遺憾︰「錯過了
女兒學會走第一步的時刻。」
不過，他很感恩家人的支持，讓他能堅持
做義工，而太太亦經常提醒他要做好防護。

朝九晚六搬箱 腰負傷不停蹄
有一次要給住在唐樓13層的住戶送物資，
李曠怡中途累到癱坐在樓梯間，起霧的面罩已
令他看不清樓梯，卻又不敢除下，只能休息一
會兒又繼續向上走，終於把物資送達。
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收到物資的市
民看我滿頭汗，都話要請我到家中飲些水，我
能看到他們眼中的感激；還有幾戶家庭是全家
中招，在電話溝通時都講了很多感激的話，又
交代好物資擺放位置，擔心我受感染，這些市
民的感激和想保護義工的心意，讓我覺得做義
工是值得的，亦令我更有衝勁！」
上周四，他在九龍城包裝「防疫服務
包」，並整理搬運裝有服務包的箱子，朝九
晚六的搬運令他腰部受損，但後續物資派發
亦需要人手，於是他亦沒有休息，馬不停蹄
地在九龍塘、深水埗、佐敦等地向「三無大
廈」的住戶派發服務包。
李曠怡表示，今次見到非常多的人願意走
出來包裝和派發物資，見到了大家抗疫的齊
心，他對香港回復正常生活很有信心。

◆潘孝汶（右三）在粉嶺火車站天橋派發防疫物資。
受訪者供圖

◆劉文傑冒雨獨自推手推車奔忙。

◆李曠怡為市民
送物資。

受訪者供圖

◆李曠怡參與
「防疫服務包」
的包裝和搬運。

受訪者供圖
◆◆李曠怡運送抗疫物資包李曠怡運送抗疫物資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