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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地區「補給站」為街坊排憂解難
林彩英組織義工派物資 成居家隔離者「及時雨」

香港文匯報訊 不管是平時還是疫情期間，社區團體組織始終

是維繫政府和街坊群眾的橋樑。為了做好抗疫「最後一公里」服

務，地區服務者們往往是不計酬勞、不問回報，盡心盡力為街坊

排憂解難，「維社之友」主席林彩英就是其中一位。香港第五波

疫情爆發以來，她組織義工，積極奔走於屋邨樓宇之間，為居家

隔離人士緩解了無數的困難。據統計，義工隊累計上門慰問居家

隔離人士227次、惠及 600多人，為區內大小商戶、互委會、法

團、管理處和清潔工、保安人員等派發口罩、快速測試包，惠及

2,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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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英是街坊鄰居的好姊妹，平時閒話家常彼此問
候，為大家跑跑腿、照看老人兒童，逢年過節送

上小禮物……「維社之友」是街坊的休憩小站，平時
茶餘飯後大家都過來「打牙骹」，而疫情爆發後，它
更成了街坊的「生命補給站」。
「疫情高峰時每日幾萬人確診，真係乜電話都無人
聽，我哋都好頭痕，好在中央及時將抗疫物資送抵香
港。」為了盡快緩解街坊群眾的燃眉之急，她迅速組
織文康服務中心、「維社之友」、佳曉區義工，成立

300人的抗疫義工團隊，每天都奮戰在疫情最前線，把
抗疫物資派送到居家隔離人士家中。

甘捨親子時間 優先關懷弱勢
林彩英主動放棄假期和休息時間，持續帶領義工奮

戰在抗疫一線。她自知衝在前面將面臨極高的染疫風
險，為了不影響家人，她只能將兒子送到親友家寄
宿，近兩個月沒有見過一次面。身為母親的她縱然有
萬般不捨，但她說：「緊急關頭，我們提供給居家隔

離人士的藥品及物資可能不算多，但也是為他們帶來
了希望和溫暖！」
林彩英盡心盡力做好各項抗疫工作：聚焦弱勢群

體，她知道安老院舍容易成為重災區，便主動聯繫立
法會議員李鎮強，一起帶領義工將抗疫物資送到柴灣
兩間護老院舍，以防不時之需；聚集重點區域，當她
得知有舊樓消毒齊抗疫行動，便立即聯繫相關法團，
為區內四座大廈噴灑一次性消毒塗層工程，以減低大
廈傳播風險；為配合政府做好派發防疫服務包工作，

她組織帶領150多名義工參與政府一連3天的物資包裝
以及一連7天的補漏拾遺派發工作。
她說：「災難面前，一定要有一顆『為己為人』的

心，如果個個都可以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和諧友愛。我亦都相信，在大家
齊心協力下，回復正常生活指日可待！」
隨着疫情近日趨於平穩，林彩英也沒閒着，她挨家
挨戶地開始回訪，除了關心街坊群眾的切身所需，她
還鼓勵大家不要掉以輕心，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香港文匯報訊 人稱「貴哥」的中西區大學選區社區
主任陳捷貴，從事地區服務工作已有40餘年，擔任中
西區區議員20餘年，曾任區議會主席。他對中西區有
深厚的情感，儘管年事漸高，但始終保持服務社區造福
市民的初心，堅守社區服務一線，即使在疫情肆虐的環
境下也毫不退縮。兩個月來，他和團隊幾乎訪遍了區內
長者居多的大廈，為街坊派送了3萬餘份抗疫物資。
多年來，陳捷貴地區服務處始終向市民街坊開放，提

供力所能及的服務，因為他堅持做一個善者，不管身居
何處，心中始終裝着社區大小事。也正因如此，大學區
的大部分街坊市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往往第一時間
想到的總是他，而他也始終不辜負街坊市民的厚望，不
遺餘力地奔走，幫助解決問題。
由於第五波疫情來得兇猛，不少居民的生活一下子陷

入了困境，貴哥急街坊所急、憂街坊所憂，通過自己三
四十年積攢的人脈和工作經驗，馬上為當區街坊籌集抗

疫藥品和生活物資，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及時救助。
40多年的社區服務生涯，在旁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

數字，但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體味其中的辛酸苦辣。貴
哥不喜歡別人談論他的年齡，因為他覺得，自己想要做
的事，只要有心，只要身體可以支撐、能力允許，就與
年齡無關。「一個人的命運應該由他自己去改變，我一
直在路上。」在疫情最嚴重的兩個月，他不懼感染的風
險，毅然披盔戴甲走在最前線，親自包裝派送物資。

盼傳遞抗疫必勝信心
他說：「我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能夠做的只

是將抗疫物資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每日不斷重複又
重複去做。我就是想為街坊老友提供力所能及幫助的
同時，再給大家傳遞抗疫必勝的信心，等大家相信，
我們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共同抗疫，黑暗的盡頭就是
光明。」 香港文匯報訊 「我的義工，年

紀比我還要大，他們出去派物資我
不放心，都是我自己去吧。」第五
波疫情爆發以來，東區阿公岩社區
幹事林其東始終把幫助市民街坊作
為最重要的事情去做，同時也特別
愛護身邊的義工朋友。有義工笑
稱，他們都是專門接聽電話收集情
況的接線員，派發物資都是「指
揮」林其東和他的助手去做。
2月初，香港疫情急劇擴散，不
少居民都中了招。阿公岩區是「長
者區」，區內長者收入低、生活不
穩定，一般捨不得花錢買口罩和快
速測試劑，而且許多長者無人照
顧。為了降低區內長者外出染疫的
風險，林其東自費購買了40多箱
口罩和乾糧派給本區居民。「那時
候的物資不似現在充足，特別是快
速測試劑，當時根本買不到，價格
也炒得很高，好多長者也不知道怎
麼使用。」

分配物資贈有需要社區
林其東上門耐心細緻地為老人家

講解快速測試劑使用方法。在派送
防疫物資的同時，他還訂購派送了
大量的瓜果蔬菜。「我們出來參與
社區工作，是真想為社區做點事，
自己出錢租辦事處、請助手、買物
資，居民開心、安心，就是最好的
回報。」他在處理好阿公岩區派發
工作的同時，還向鄰區捐款、捐物
資。「自中央援港物資到位後，物
資相當豐富，鄰區染疫者比自己區
多，物資是要用得其所，有富餘的
物資就轉贈給有需要的區。」
「香港沒有像內地的社區組織，

所有地區工作非常依賴基層有人站
出來協助。」林其東認為行動是最
好的宣言，在十八區舊樓消毒齊抗
疫計劃、三無大廈物資派送等工作
中，他都是第一時間落實對接。在
地區服務了幾十年，時代在變，但
林其東服務社區的心始終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他是搬運
工，山上山下，手推車成了他的夥伴，手繭就是最好
的證明；他是速遞員，成為求助人搭起的補給線，為
近3萬人次街坊送上快速檢測包等物資。他始終奮戰
在抗疫一線，以實際行動踐行初心。他就是港島天后
區社區主任李文龍。

牽線搭橋爭取抗疫物資
「下一站，天后。」20多年來，李文龍堅持用心用情服

務天后街坊。他或帶領義工搬運派送物資，或是協調民政
專員、立法會議員等到屋邨、確診大廈探訪。公共屋邨勵
德邨從2月中旬發現確診病例並開始強檢後，李文龍的工
作重點就放在這了。邨內居住的2,766戶居民大多是基層
人士，防疫物資匱乏。他於是帶着義工團隊，每天都一趟

又一趟地上門援助，派送抗疫藥品和生活物資。
他不分白天黑夜，放棄了節假日休息時間，不停地處理

市民的求助電話。其中很多是一家老少全部確診，而家裏
卻沒有抗疫物資，還有一些是獨居長者無人照顧。他看在
眼裏，急在心裏，馬不停蹄尋覓機構及人士籌集物資。
他還充分發揮自己地區經驗豐富、人脈資源廣的優點，
在物資最缺乏的時候，牽線搭橋，盡一切努力為灣仔區和
天后社區爭取各類抗疫物資。他積極參與推動成立灣仔各
界義工服務基金，帶動身邊義工一起募捐。
眾人拾柴火焰高，到3月28日，已有超過50多個社團
及個人認捐近200萬元。他還協調余彭年慈善信託、世界
客屬總商會等，先後捐贈了10,000套快速檢測包、1,000
套防護衣、1,500支搓手液以及現金30萬元用於抗疫，為
開展抗疫活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地膽」走遍社區 為民解燃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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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英向確診家庭派發抗疫包。
受訪者供圖

◆魏小麟越幹越起勁。 受訪者供圖

◆陳捷貴幾乎訪遍了區內長者居多的大
廈。 受訪者供圖

◆林其東派發物資。 受訪者供圖

◆李文龍關懷社區。 受訪者供圖

◆林彩英參與抗疫服務包的包裝工作。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之下，保健海流協進會常務副理
事長魏小麟深感責任重大，堅守抗疫一線。「世上沒有
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必須帶好頭，
迎難而上。」有了這個信念，他越幹越起勁，越幹越有
信心。到3月底，魏小麟安排義工超過1,600人次，惠及
會員、市民超過7,000人。
疫情無情人有情，病毒隔斷的只是面對面交流的方

式，但隔斷不了為會員服務、為香港抗疫出力的心。在
第五波疫情初始階段，魏小麟和該社團首長們放下自己
的事情，5天裏召開了3次電話會議，專題研究部署防疫
工作。該社團迅速組織好義工隊，參與後勤支援，配合
特區政府，向居民派發抗疫物資，與全港市民一起抗擊
疫情。

「受理市民求助，今日事今日畢」是魏小麟給大家的
承諾，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中央援港抗疫物資、社團
首長捐贈物資陸續匯集，魏小麟迅速組織義工把一箱箱
物資分裝成援助包，以幫助更多市民，共渡難關。

為獨居「老友」送上日常所需
大災面前盡顯人性可貴，魏小麟試過半夜三更送抗疫

物資到劏房確診夫妻手裏，接過物資的他們難掩激動：
「有人記得我，好開心。」他也試過給獨居老人配送生
活與抗疫物資，老人哽咽地說：「多謝你啊，外面疫情
咁嚴重，我都唔知點算！」
在爭分奪秒的抗疫工作中，他驚險地與病毒擦身而過，

或許正如朋友說的，是好人有好報，所以百毒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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