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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派外展接種 聚焦老幼谷針
公務員局常秘楊何蓓茵及一般職系處長陳信禧接受大公文匯傳媒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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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來勢兇猛的第五波疫情，18萬公務員團隊在圍封強檢、檢

疫及社區醫療、病毒追蹤、物資供應、政府對內對外信息發放等方面執行任務。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一般職系處長陳信禧近日接受大公文匯傳媒

專訪，總結公務員抗疫工作，尤其是在為「一老一幼」接種疫苗方面的經驗。

記 者：公務員在同心抗疫中肩負重責，如何評價18萬人
團隊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的工作表現，可否結
合具體實例、數字、工作分項等，談一談總體評
價？

楊何蓓茵：面對來勢兇猛的第五波疫情，多個政府部門投入
到防疫抗疫工作。
圍封強檢方面，九個政策局的四十個部門都有參
與，涉及約18,000名公務員。若圍封大樓住戶人
數多，需三四百人參與工作；住戶人數較少的大
廈圍封，也要過百人。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一日
最多要展開七八次行動，最少也有四五次；現時
疫情趨緩，平均每日有三四次行動。此外，早前
社區檢測中心人流較多的時候，公務員亦到社區
檢測中心協助承辦商派等候籌、進行人流管理
等。
隔離檢疫及社區醫療、居安抗疫方面，有約2,200
名公務員參與。主要工作包括：發出檢疫令、隔
離令；興建及管理社區隔離設施；安排康復院舍
長者入住暫託中心；安排專門的抗疫的士、小巴
接載患者；聯絡隔離酒店，確認服務範圍、相關
費用等；為在家隔離人士提供生活物資支援等。
病毒追蹤方面，有約3,500名公務員參與。其中，
衞生署跟進病例排查，資科辦（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跟進「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
用，追蹤辦（個案追蹤辦公室）確認患者行蹤、
接觸範圍等。
物資供應方面，有約1,400名公務員參與，主要負
責統籌管理內地援港醫療物資、鮮活食品、生活
必需品等。
政府對內、對外信息發放方面，有約3,600名公務
員參與。主要工作包括：對外發放有關疫情的信
息；開設、運營涉及防疫抗疫的多個專題網站；
協助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的節目製作等；
檢視內部工作流程、應對疫情措施等是否需適時
作出調整；向少數族裔等群體，用他們熟悉的語
言和方式提供資訊服務。
在支援市民的措施方面，有約4,500名公務員參
與，他們的職責包括處理防疫抗疫基金的支援措
施和計劃，如即將推出第三輪的創造職位計劃、
面向學校和院舍等業界的支援措施、支援海外染
疫港人等。
這些工作及數字，並沒有計及核心抗疫部門在
內，如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政府新聞處及一
眾紀律部隊。
Omicron傳播力強，第五波疫情來勢兇猛，全體
公務員在學習中央寶貴意見與勤力實踐中，一路
做一路學，第一時間執行任務，可以說，整個公
務員體系都非常積極。最令我難忘的是，每當向
各個部門提出需要人手緊急到位時，大家都二話
不說表示可即刻安排人手，這樣的反應令人很受
鼓舞。
很多同事都有勇氣踏出舒適圈，在防疫抗疫工作
中大家士氣高昂。不少文質彬彬、平日專注案頭
工作的政務主任、行政主任、法定語文主任、即
時傳譯主任、訓練主任等，都積極投身到公共屋
邨圍封強檢等戶外工作中，相信這些經歷豐富了
大家的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

記 者：特區政府日前提出，爭取本月底將第二劑疫苗接
種率提高至九成，特別要提升兒童、青少年、老
人和院舍院友的接種率。特區政府未來如何在具
體實踐中確保精準落實路線圖、時間表，可否談
一談具體的工作計劃？

陳 信 禧 ：自從去年2月特區政府面向全港市民提供疫苗接種
服務以來，目前，第一針的接種率已超過91%，
第二針的接種率也已超過85%，這樣的成果得來
不易。
至於社會普遍關注的「一老一幼」疫苗接種情
況，12至17歲青少年的接種率已超過九成，但3
至11歲兒童的接種率仍偏低。對此，政府已開設
多間專門面向兒童的疫苗接種中心，吸引不少家
長、學校積極預約。目前，我們正與教育局積極
統籌，希望待本月學校復課後，提供到校疫苗接
種服務；由貨車、電動車等改裝而成的流動疫苗
接種站，亦希望在開學後的兩周內幫助學生密集
打針，從而進一步提升小童的疫苗接種率。長者
方面，60至69歲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九
成，70歲以上的接種率卻只有八成，而80歲以上
的只有六成，提升這一群體的接種率，是接下來
的工作重點之一。
過往三個月，政府增開了更多疫苗接種中心，由
原來的10間增加至28間。去年年尾，政府在13
間公立醫院設立了疫苗接種站，主要是為了方便
老人家去醫院覆診時無須預約，即場接種。從最

初只有兩間流動接種站，到今天有四間流動疫苗
接種站穿梭於各大屋苑，讓更多住戶在家門口即
可享受疫苗接種服務，希望通過多種方式進一步
推高疫苗接種率，減低重症、死亡的風險。

記 者：政府近期推出家居疫苗接種計劃，可否就安排專
門的醫護團隊，到不同地區上門為已登記市民接
種疫苗，談一談具體細節安排？

陳 信 禧 ：在近日的圍封強檢中，我們已開始試行前往長者
家中為他們打針，希望幫助更多八九十歲、行動
困難的長者早日接種疫苗。
過去一兩個星期，我們已試行網上登記平台，為
有需要的老人等群體提供登記接種服務。平台試
行效果不錯，相信很快將面向更多長者開放。考
慮到有老人未必熟悉使用電腦、智能手機等，我
們亦已寄送宣傳單張，提供諮詢熱線等信息，有
需要的長者可撥打專線，屆時有專門職員幫助他
們進行登記預約。此外，我們亦會「行多一
步」，主動聯繫未接種的老人，鼓勵他們接種疫
苗。
家居疫苗接種計劃涉及範圍廣，我們會有序分區
進行。在全港展開到家到戶接種疫苗，需要的人
手多，我們正在與不同醫療組織、外展疫苗機構
等多方面積極聯絡，招募醫療團隊，相信各個團
隊眾志成城、踴躍參與，一定可以在短時間內完
成這個計劃。

望月內為更多院友上門打齊兩針
記 者：政府計劃今個月安排專門團隊到訪1,100間院

舍，為已康復、可接種第二劑疫苗的院友接種，
每間院舍至少到訪兩次。就此，請談一談具體安
排。

陳 信 禧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疫苗接種需求大幅增長。
政府由原來的5間醫療機構增加至16間，動用超
過700名醫護人員組成外展隊，為院舍院友接種
疫苗。截至目前，第一輪工作已完成，累計接種
超過44,000針疫苗，惠及近六成院友，希望本月
中之前完成第二輪探訪，讓更多院友盡快打齊兩
針疫苗。

記 者：按照目前情況推斷，建基於「知情同意」原則，
安老院長者群體接種率能否實現預期目標？如達
標有一定的「阻力」、困難，在政策制定、實際
執行等方面，有何建議或其他考慮方案？

楊何蓓茵：現時根據「知情同意」原則，如院友本人或家
人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接種疫苗，我們會在科學
評估的基礎上，為院友接種疫苗。第五波疫情
證明，打疫苗令重症、死亡的風險大大降低，
希望香港市民都有科學認知並相信專家意見，
不至於去到部分西方國家實行強制為院友打針
的程度。

陳信禧： 客觀事實證明，接種疫苗令重症、死亡的風險
大大降低九成。在政府的大力解說下，同意接
種的院友人數有明顯增加，但仍有少量反對。
政府會進一步加強解說工作，要求各安老院舍
與院友家人溝通，讓他們明白目前本港因感染
新冠肺炎死亡的長者中，絕大部分未曾打針或
最多只打了一針。如院友需要醫護釋疑，政府
亦會安排專業人士解說，讓他們放心盡快接種
疫苗。

汲第五波經驗 提升工作效率
記 者：疫情仍未結束，政府如何從此波疫情的實戰中總

結經驗，為今後更游刃有餘應對突發公共衞生事
件等做好必要準備？

楊何蓓茵：在抗疫第五波疫情中，公務員團隊深深感受到工
作要「十分之機動」，要迅速採用彈性方法處理
當前情況。Omicron傳播力極強，行動稍微慢些
就追不上疫情新形勢，甚至出現無法挽救的局
面。防疫抗疫工作環環相扣—疫苗接種率不
高，極有可能導致醫院急症室超負荷運轉；市民
無法獲得醫療資源，可能導致社區疫情爆發……
政府增加專門診所，改善急症室人手安排，讓市
民簡便快捷獲得隔離令、獲得足夠居家支援等，
盡最大努力讓大眾安心、放心。
日常工作中，我們採取最合適的方式，希望最大
程度提升工作效率。如圍封強檢行動，我們採用
「部門承包制」，從指揮、行動，到解封、發布
新聞稿等，都由同一個部門負責，相信團隊平時
長期合作凝聚的默契，可以讓工作推進得更順
利、更高效。
第五波疫情同心抗疫的經驗，令公務員團隊在實
踐中更成熟、沉着應對不同情況，相信為未來應
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等奠定下不錯的基礎。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一老一幼」疫苗接種
率偏低，主要是宣傳不足，以及早期一些
有關疫苗副作用的誘導性報道，令大量長
者不敢打針，部分長者家人也勸阻他們，
導致接種率遲遲無法提高。她相信經過這
次疫情的慘痛教訓，長者須打疫苗的理念
已受到廣泛認可，並提醒政府宣傳第四針
的工作宜及早進行，以便在下波疫情前取
得較好效果。

讚「見孫仔」廣告深入人心
陳凱欣指出，「打完針有得去見孫仔」的

廣告十分深入人心，可見正面宣傳的潛移默
化作用。她建議特區政府下一步應將宣傳重
點放在兒童接種，學校可舉辦教育講座，用
科學數據解釋疫苗的安全性。政府也可安排
外展隊到校為學生打針，「好似接種卡介苗
一樣，我細個都係咁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凱欣建議及早宣傳打第四針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即使確診個案回落
至三位數，社區仍有相當多傳播鏈，需要
靠接種疫苗提升群體免疫力。他認為，打
針的方便程度對社區長者接種疫苗有影
響，建議在為長者群體打第四針時，私家
醫生可安排一些特殊時段，專門用於打疫
苗，例如每日早晨開診前半個小時，將接
種者與其他病患錯開。另外，特區政府應
繼續加強對獨居長者、行動不便人士等進

行外展接種。

冀增宣傳消除家長誤解
對於增加兒童接種率，梁子超表示，兒童

是否接種主要是看家長意願，部分公眾對滅
活疫苗效果有誤解，認為效果不及mRNA疫
苗，但又擔心mRNA會令兒童增加患心肌炎
風險，故乾脆不讓子女接種，這些誤解都可
以透過加強宣傳講解消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梁子超倡私醫特設打針時段分流

已接種疫苗的50歲黃女士贊成推高長者的
接種率，讓他們可以多一層保障。她認為，
現時才針對性地推高包括院舍長者在內群組

的接種率有點太遲，「我有啲朋友嘅父母80
歲都仲未打針，（政府）應該在更早嘅時候
去強制比較老嘅長者打疫苗，譬如領取政府

生活津貼嘅長者，要打咗針先可以
拎，覺得咁樣先可以吸引多啲人主動
去打針。」

家長盼外展隊到校接種
7 歲的 Ali 已經接種兩針科興疫
苗，其父曾先生認為，推高兒童的
接種率可以由學校方面入手，政府
可以多派專業人士到校宣傳，而疫
苗外展隊亦都可直接到校為小朋友
打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市民籲長者打針增誘因

曾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信禧表示，在
近日的圍封強檢
中，已開始試行前
往長者家中為他們
打針，希望幫助更
多八九十歲、行動
困難的長者早日接
種疫苗。圖為一名
長者透過「疫苗到
戶接種服務」接種
疫苗。 資料圖片

◀左起：楊何蓓
茵、陳信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