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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淪陷」教訓 四招防護院舍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劉焱接受大公文匯傳媒專訪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爆發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死亡個案絕大部分是長

者，其中過半數居於安老院舍。安老院舍成為疫情重災區，防疫抗疫形勢十分

嚴峻。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焱日前接受大公文匯傳媒專訪，討論如何改

善安老院舍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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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第五波疫情下，安老院舍首當其衝，政府在這方
面汲取了什麽經驗教訓？

劉 焱：安老、殘疾人士院舍工作在疫情下從來都是重中
之重，其實我們從資源和措施上已經做了很多。
但第五波疫情發生後感染和死亡的個案數字都很
高。這一點對我們職責所在的政府部門來說，肯
定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我們從第五波疫情和過
去這一兩年的經驗中，覺得在院舍的疫情防控中
有幾個重點。
第一是疫苗接種。其實我們去年4月就已經開始
疫苗接種外展工作，但在第五波來臨之前，香港
的疫情改善，讓大家有了僥倖心理，無論院舍還
是社區裏的長者打針比例都不高。目前院舍接種
率大概是53%左右。沒有接種疫苗的首先是第五
波疫情中感染了的長者，要一段時間後才可以接
種，這部分佔了總人數的大概40%。剩下仍有
10%的長者家人反對接種，對此我們採取了最新
舉措，只接受法定監護人的反對意見。
第二是隔離需要。香港地少人多，院舍裏面的環
境比較局限。儘管社會福利署推出了改善措施，
在院舍硬體和員工文化方面下功夫。但院舍環境
無論如何改善，都還是做不到完整的隔離。現在
我們每天要求院舍報告新增感染個案。一旦有發
現，基本上都一定安排離開院舍。今天我們有了
足夠的病床，不會再出現第五波疫情中院舍、社
區都密集爆發，長者被迫原址隔離的情況，對於
保障其他未受感染的長者和工作人員很有意義。
第三是工作協調。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公共服務的
需求很高，容量就會成為一個瓶頸。舉例來說，
有的時候大家急於將病人送往醫院，但病人的家
屬不知道家裏的長者去了哪裏，就會非常擔心。
現在我們覺得應該改善資訊溝通，讓每一站都能
及時得到通知。我們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改
善這個流程是小組的其中一個工作重點。今天雖
然我們仍未「居安」，但也需要開始「思危」。
假如再有第六波，很多地方都會再次成為瓶頸。
我們希望在疫情中間稍為可以喘息的時候做好謀
劃。
最後是治療。我作為非醫護背景的人，自己感覺
現在的信心指數會高一些。首先是因為有了口服
藥。現在不止醫院，暫託中心的醫護團隊如果認
為有需要也會使用。這對長者的治療是一個保
障。然後是中西醫結合。上個星期六我有幸陪着
仝小林院士去看了我們的院舍，在和業界的討論
中我們看到業界對於中醫的信賴和接受程度都很
高。醫管局也開始邀請安老院舍參與中醫導診支
援服務，目前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老人院參加。在
這方面我們覺得要多管齊下，日後萬一再發生疫
情，也不要再有重大的損失。

員工日做快測 發揮「閉環」效果
記 者：政府3月9日開始在院舍實施「閉環管理」，目

前參與「閉環管理」的院舍比例如何？有意見認
為實施「閉環管理」在香港有困難，可否介紹一
下有什麽實際困難，政府有什麽跟進措施保障院
舍長者的健康安全？

劉 焱：我理解「閉環管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管
理手段。它的目的是保護長者，也是保護護工。
尤其是在人手短缺的時候，保護好護工對於院舍
在爆發的情況下維持相對正常的人手和服務很重
要。從數字上來說，參與「閉環管理」的院舍數
目有緩慢的增長。到4月1日為止我們有120多
間院舍，大概400多名員工參與這個計劃。但以
安老院舍整個行業來說，各方面的人手一共有3
萬多人，人數上參與的比重不高。很多員工不接
受「閉環管理」不是因為不重視自己和長者的健
康，而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家庭，在下班以後，
還有一些照顧工作需要他們去處理。
但在「閉環管理」這方面，我們也不會因為人數
少就放棄。從「閉環管理」的目的出發，我們現
在推廣使用了快速測試，所有院舍的員工每日都
必須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才可以上班。通過持之
以恒的排查，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發揮和「閉
環管理」類似的功能，減少社區遊走的員工將病
毒帶入院舍的風險。

記 者：有調查指目前有38%社福機構員工未打針，被指
會對其服務對象造成染疫風險，政府會否認為情
況不理想，有否計劃強制有關員工打針？

劉 焱：首先對於我們先前講的重點，也就是院舍來說，
員工沒有接種疫苗的不多於5%。這5%中，大多
數也是因為有醫學上的原因不適合接種。對於提
供社福服務的其他單位來說，我們從4月1日
起，社福服務單位的員工就要使用「疫苗通行
證」，也就是在指定的服務單位工作的員工從4

月1日開始就必須要已經接種一針疫苗，或者屬
於因醫療原因而獲得豁免的人士。
最近我也有留意到一些所謂的調查，訪問了二百
來人，說有38%的員工沒有接種疫苗。其實做調
查的機構自己都要說明，接受訪問的都是比較傾
向於不打針的人。事實上在社福界，我們有信心
絕大多數的業內朋友們都有一份為己為人的責任
心。有一些個人情況的例外大家都會理解，但如
果因為其他考慮，我們希望通過廣泛的報道，大
家都再鼓勵、推動，甚至鞭策他們去盡自己的責
任。

業內願遵措施 護院友護自己
記 者：院舍人手長期緊絀，疫情下增加了對院舍員工的

要求，會否擔心加劇人手問題？
劉 焱：人手問題成為瓶頸的確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過去

三年，行業內人手短缺的情況基本上都維持在
17%到20%之間。這個短缺在以後還會更明顯，
我們最近有草案提交立法會，希望在院舍各方面
的管理，包括人均居住面積、人手比例都再提
升。現在都人手不足，還要再提升人手比例，當
然就更不夠了。
疫情期間，你講得沒錯，我們對於業內從業員有
這樣那樣的要求需要配合。但到目前來說我很慶
幸、也很感激業界絕大多數的朋友都很有責任
感，也都理解和配合這些措施。大家做這份工
作，其實對於照顧的人都有一份責任感，甚至可
以說有一份感情。大家都覺得長者年紀大了，受
到感染風險很高，都很願意通過這些措施保護自
己和保護院友。

記 者：政府先前從內地招聘了護工，目前磨合的情況怎
麼樣？

劉 焱：第五波疫情期間我們短暫放寬了輸入外勞的安
排，從內地招聘員工。我們從幾個不同途徑得到
資訊，都覺得即使在疫情下，都仍然有人願意來
香港投身服務，很感激這些護理人員。這些護理
人員到位以後，無論在院舍還是暫託中心工作，
本地同工的觀察都覺得大家工作上的磨合沒有問
題。他們的工作態度和投入感也讓我們更有信
心。

培訓本地人才 行業趨專業化
記 者：長遠來說，政府有什麽措施解決院舍人手問

題？
劉 焱：我們近年來都一直有做一些工作，我們希望多幾

條腿走路，能有一定的補充。首先是培訓本地人
手。比如說我們做的青年啟航計劃，是幫助一些
有意加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積累工作經驗，同時
還給他們提供進修的機會，希望他們對這個行業
產生歸屬感，也希望令行業的運作更加專業化。
其次是塑造對行業的認識。羅致光局長經常說懇
請大家不要再說在院舍工作是「厭惡性」工作。
大家心意都是好的，希望可以提高從業人員的工
資，但大家也不喜歡別人標籤自己做的是「厭惡
性」工作，都希望別人對自己的工作有一份尊
重，看到其中的價值。我們希望疫情之後我們有
更好的故事去講，這個行業對社會的價值是值得
大家尊重和珍惜的。
還有就是開拓外來的人手來源。政府的總體方向
當然是保障本地就業。如果有人能告訴我們需要
怎樣的支援來鼓勵更多本地勞動力投身這個行
業，我們絕對願意往這個方向努力。但隨着我們
人手需求的增加，我們也要考慮是否輸入外勞的
問題。本地市場在經濟暢旺的時候，其實各行各
業人手都是欠缺的。我們如果要做好照顧工作，
應該負責任地看待這個問題。

記 者：前面談到的人手、設施，這些都需要財政上的投
入。目前香港的社會福利開支佔政府開支約
20%，如果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會不會有困難？

劉 焱：本地而言，社福開支和教育開支、醫療開支基本
上穩居政府開支項目三甲。我們看到這麼多年來
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投入很多，最近十年更是如
此。但坦白說，在社會福利方面財政投入並不是
很大的障礙。在財政上我是有信心的，因為在社
會上有共識，政府內部也有財政上承擔的意願。
反而我會覺得比較大制約的一個是空間，一個是
人。幾年後我們會落成一些新的公共屋邨，這些
公營房屋在發展時都會預留5%的平面空間用來
建設社福設施。這樣來看在空間上是有希望的，
但正因為這樣，人手的需求就會更可能成為短
板。本地人手的培訓，本地對於社福行業的重新
認識，以及是否需要開拓外來的人手來源，都需
要我們認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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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焱（前
排左三）與
由中央政府
援港抗疫中
醫專家組組
長仝小林院
士（前排左
二）率領的
內地中醫專
家組，早前
到兩間安老
院舍視察，
了解院舍應
對第五波疫
情的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特區政府推
出疫苗接種計劃至今已逾一年，已盡量從多種途
徑去提高接種率。針對長者的接種率依然相對偏
低的問題，他認為可再做更多上門接種的工作，
「特別是一些舊樓，不少長者只因行動不便很少
出門才未接種疫苗，並非因為抗拒或擔心健康問
題。」
在院舍長者方面，鄭泳舜認為只能靠做更多解

說工作，「其實現在香港感染新冠病毒而離世的
80歲以上長者中，沒有接種疫苗的病死率高達約
16%，政府應集中透過數據向長者家屬陳明利

害。」

社區工作者更應接種
針對早前有調查指，有38%受訪的社福機構
員工，即使資助機構推行「疫苗通行證」在即
仍未接種疫苗，部分人更表明堅拒接種。鄭泳
舜認為，社工及社區工作者等作為前線工作人
員，更應接種疫苗，因這不單是保護自己，也
是保護服務使用者，「我對於這麼多人仍未接
種感到驚訝，這是完全解不通的。」
他強調，抗疫關乎人命，絕不應以政治掛
帥，更不應為反對政府而反對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第五波疫情稍
稍紓緩，院舍亦暫時渡過了最危險的關頭。行
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表
示，院舍當務之急是進一步為員工做好防感染
措施的培訓，以及盡快改善通風。
林正財解釋，院舍有部分員工在個人護理及
餵食等方面仍不夠專業，必須增加培訓，尤其
在有大批外勞輸入的情況下，更要有充足教
育，再加考核。
他續說：「我們（靈實）最近便邀請了（政
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到院舍為員工進行培訓，其實內容並不

是新的，但護理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特別是
手部衞生上。」

李輝盼長遠要檢討安老政策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表示，目前大部
分院舍均處於「復元期」，希望特區政府檢討
這一波疫情下院舍工作上的溝通及資源運用問
題，長遠而言要檢討安老政策，尤其是土地及
人力兩大範疇，例如在政府土地上興建更多院
舍以提升質素，「目前有超過500院舍都位處
商廈，租約短期，又常面對加租，令營運者未
必有長遠的投資計劃，質素就難以提升。」

林正財：做好員工培訓 改善院舍通風

議員倡多上門為老友打針

◆劉焱表示，在院舍的疫情防控中，其中一個重點是疫苗接種。圖為一名安老院舍院友接種科興疫
苗。 資料圖片

鄧小姐的母親之前一直在院舍生活，早前院舍爆發疫情，鄧母
也不幸確診，被送往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治療近一個月後才出
院，目前已回鄧小姐住所休養。鄧小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院舍的防疫工作其實非常困難，「一旦有照顧員確診，
對長者的照顧就會不足，令防疫更加困難，唯有冀政府之後能夠
改善院舍設施，如通風系統等。」

現況宜特設長者隔離營
作為院舍使用者的家屬，鄧小姐對長者送往隔離營的生活表示

擔憂，她認為若有長者確診且為輕症，留在院舍隔離更為妥當，
「很多長期病患或行動不便的長者已經熟悉了院舍環境和院舍的
照顧員，被送往亞博等隔離營後反而非常不適應，一來無人照
顧，二來心情抑鬱，容易患上情緒病。」
然而，院舍的隔離條件欠佳，並非所有院舍都有條件將患病院
友單獨隔離，「因此院舍內的隔離設施就要政府加強，政府下一
步應當考慮改善，若院舍實在沒有隔離條件，建議特設長者隔離
營，並安排有經驗的照顧員進行照顧。」

家屬：改善院舍設施 助長者就地隔離

◆鄧小姐的母親現已回鄧小姐的
住所休養。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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