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科生夥戒毒者入長洲 派物資贈「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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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抗疫網站 為「沙田友」撲物資
鄧肇峰變身「抗疫先鋒」哪裏有需要就立即趕到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之下，社會湧現一批「逆行者」。在沙

田，鄧肇峰變身成為「抗疫先鋒」，哪裏有抗疫需要，哪裏就有

他的足跡。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鄧肇峰平均每天在社區工作走

訪5戶至10戶居民，覆蓋沙田市中心、瀝源邨、禾輋邨，發放包

括口罩、快速測試劑、營養補充品、食物等在內的物資，並竭盡

全力爭取善長支持。他以社區幹事的身份，匯集各式抗疫物資，

聯絡社區抗疫連線、立法會議員、社團和聯會、食物供應商等捐

贈連花清瘟膠囊等藥物和各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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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突然爆發，各類抗疫政策和措施接踵而
來，對病毒的恐懼令市民手足無措。為了讓居民

及時掌握各類資訊，鄧肇峰自行搭建便民網站「沙田
信息站」，每日清晨8時起準時更新疫情信息，匯總疫
情相關的政府政策及抗疫常用電話和網站連結。

錄視頻教居家隔離及使用快測包
當被問及搭建網站的初衷，鄧肇峰表示，當時有街
坊求助，指小朋友已經是陽性，她好擔心又不知道怎
麼做，打所有的熱線電話也都沒人接，他感受到街坊

的無助和惶恐，希望搭建網站以便民所需。
除了更新疫情資訊，鄧肇峰還錄製科普視頻，教居
民如何進行居家隔離和使用快測檢測包。他希望用一
些科學的數據和準確的信息，讓居民避免受到虛假消
息的負面影響，並盡可能地緩解居民對生活的失控感
和焦慮情緒。為了更好地為居民提供服務，在「沙田
信息站」還開通了購物求助功能，居民可以網上購買
急需的抗疫物資，並由鄧肇峰聯繫商戶和組織義工團
隊提供送貨上門服務。
在2月上旬，全港各區亮起「紅燈」。疫情檢測大

排長隊時，鄧肇峰的義工團隊了解居民需要，向政府
反映意見，積極爭取增加、改變檢測站安排，爭取使
用派籌機網上可查輪候情況，甚至在寒冷的天氣中為
輪候者提供暖風機。

檢測站設暖風機 幫輪候者禦寒
2月27日，沙田禾輋邨富和樓圍封強檢發現309宗確

診個案，所有人避之不及的時候，鄧肇峰逆向而行，
扛着物資走入這個高聳、密集、灰色、窒息卻異常安
靜的大廈，把物資靜靜掛在每戶居民的門外。

他表示，擔心染疫是必然，但又深知處於絕境時，每
一份幫助對於一個小家庭來說是多麼地重要，所以每每
接到居民的電話，他就會立刻趕去支援他們，回到沙田
辦事處以後，他又會自行檢測，如果不幸感染，也可以
及時發現，不把病毒傳播給同事和其他街坊。
「抗疫，關乎生命安全，是頭等大事，沒有人能夠

置之事外，更需要每個人都齊心協力。」鄧肇峰說，
在最前線工作，感受到太多香港家庭故事，感慨疫情
下的每個人都在負重前行。他強調病毒不分你我，呼
籲大家踴躍做義工，齊心打贏這場「疫」仗。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波新冠疫情肆虐，
香港弱勢及獨居長者面對更大的感染風
險，若加上自身是長期病患，令他們倍感
無助擔憂。來自災難與人道救援研究所的
香港中文大學醫科學生與共享基金會日前
舉辦跨界別外展活動，聯同長洲鄉事委員
會，以及基督教更新會的戒毒更生者義
工，探訪長洲島上面對較高感染風險的長
者，向他們派發抗疫及家居檢疫護理物
資，包括外科手套、保護衣、防護面罩、
血氧儀、快速抗原測試劑，以及有關家居
檢疫資訊的單張與海報。
共享基金會高級項目顧問張敏小姐表
示，是次派發抗疫物資想照顧一些身處較
偏遠離島的居民，早前共享基金會已派發
過抗疫物資給坪洲、梅窩、榕樹灣、索罟
灣的長者，所以這次揀選了長洲。
日前，義工們帶着數十箱物資登上「孟
恭祝號」帆船，基督教更新會的戒毒更生
者負責物資搬運，他們在船上與學生交流
人生經歷，戒毒、重投社會心路歷程，互

相鼓勵。到達長洲後隨即展開密集的工
作，包括分發物資及分開小隊逐家探訪
等。研究所副主任洪磯正醫生昨日表示，
希望透過今次外展服務，學生可以從社會
學到更多的知識，並可以貢獻社會。
據介紹，今次活動有逾三十名義工參

與，分別負責包裝、運送及分派抗疫物資
給予長洲島上的年長居民及地區社團。在
兩天的活動中，他們共送出100份抗疫物
資。探訪期間，同學們亦向受訪對象示範
如何使用血氧儀、防護面罩及快速抗原測
試劑，並教育居民使用這些物資的重要
性。義工們也協助長者填寫醫療卡，內容
包括恒常服用的藥物、重要病歷、疫苗接
種紀錄等，以便在緊急情況下救護及醫護
人員更明白長者相關的醫療病歷。

醫科生：顯港人幫人有心有力
三年級醫科生容智健表示，能夠在如此
短時間內匯集及派發這些物資，顯出香港
人有心有力，願意彼此配搭，支援疫情影

響下有需要的群體。
三年級醫科生盧朗心認為，許多香港人
其實很願意在這個時候出心出力伸出援
手，感謝許多團體大力支持是次活動，希
望日後可以繼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香港居
民。
此次活動為醫科學生及其他義工提供了

一次獨特且富有啟發性的服務機會，當中
包括策劃、統籌及參與實務性的人道救援
工作，亦通過親身前往社區派發抗疫物
資，體驗香港年長人士的身體及社康需
要，是常規課程以外的寶貴學習機會。
三年級醫科生梁珀豪表示，「這次外訪
給予我練習如何與長者或病人溝通。探訪
過程中，我發現其實並沒有一個既定的公
式去有效地傳遞醫學信息，而當中的竅門
是用心聆聽，並邀請對象主導分享他們的
故事。這活動令我大開眼界，發現很多東
西都不是從書本中學到的，就算學了也要
學以致用。總括來說，我認為這個活動非
常有意義及充實。」

◀醫科生與義工們探訪
長洲島上的長者。

受訪者供圖

▲醫科生向長者介紹新
冠肺炎相關知識。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波疫情
爆發後，保健海流協進會第一
執行會長彭勃主動擔起協進會
抗疫義工團團長職責，他冒着
被病毒感染的危險，奔走在抗
疫一線，帶領協進會與港島工
商團體聯盟、香江聚賢、南區
抗疫連線等團體密切配合，共
同舉行工商專業團體抗疫挺港
大行動，為基層家庭提供深層
家居殺菌消毒焗霧、派發抗疫
物資、慰問年老和生活困難的
會員等服務。
3月初，香港氣溫驟降，疫

情也不斷擴散，確診人數節節
攀升，而各種防疫物資又極度缺乏。許
多基層家庭缺少藥品和防疫物資，甚至
有的家庭連基本生活用品都難保證，尤
其是一些獨居長者，生活陷入困境。彭
勃帶領義工上門慰問居家隔離人士，給
他們送上抗疫福包，鼓勵大家堅定信
心，同心抗疫。

前線義工經常接觸確診患者，不少義
工先後中招。為了更好地保護義工，彭
勃推動加強義工的後勤保障工作，「要
戰勝疫情，我們不單要自己帶頭堅守一
線，更要保護好義工隊伍，為他們排憂
解難、做好保障，團結激勵大家同心抗
疫、繼續戰鬥。」

彭勃奔走一線 派物資抗疫

◆彭勃一邊組織開展防疫抗疫工作，一邊積極發聲做
宣傳，釋放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 90後的民建聯南
區支部統籌主任李嘉盈，大學畢業
後就開始做地區工作。她做事積極
主動、認真細緻，近年來逐漸承擔
起南區各項工作統籌角色。第五波
疫情爆發後，南區抗疫工作緊張有
序地推進，從最早搭建網絡支援平
台、組建宣傳團隊，到組織超過
500人義工投入抗疫工作等，這些
都離不開她的默默付出和貢獻。
疫情來勢洶洶，物資匱乏，市民

街坊普遍感到無助恐慌。李嘉盈沒
有過多的考慮，第一時間把自己僅
有的兩盒連花清瘟膠囊送了出去。
「唔使緊張，物資唔會缺嘅，中央
嘅支持好快會到。」她安慰身邊的
同事。隨着中央援港抗疫物資源源
不斷到來，她組織義工迅即把各類
防疫藥品和生活物資送給市民街
坊。
街坊經常可以在抗疫一線看到李

嘉盈的身影，她說：「記得有一位

病情危重的阿姨打來求助電話，她
的聲音都變了，成身打冷顫，真是
感覺生死就在一瞬間，好在我們團
隊幫助才轉危為安，那次是最難忘
的，她的真摯感謝令我感到特別開
心。」
在招募義工、籌派物資、開展行

動等工作中，李嘉盈總是積極創新
和嘗試，出新招、出實招，包括優
先關懷一線的保安及清潔人員，推
出關愛長者專場活動。她還負責南
區的抗疫宣傳工作，推陳出新，牽
頭成立了宣傳團隊，在各社區設立
宣傳聯絡員，廣泛開展抗疫宣傳，
向街坊發布最新的疫情動態和行動
指引，推動各界人士凝聚共識、共
同抗疫。
第五波疫情近日回落，李嘉盈鼓
勵大家：「我們不能鬆懈，更不可
以放棄，目前各方面情況都已經愈
來愈好，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一
定要咬緊牙關奮鬥到最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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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盈組織
義工盡快將各
類防疫藥品和
生活物資送給
市民街坊。
港島社區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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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次的疫情不是個人
的事，而是全香港人的事，我剛退休，仍
有氣有力，可以為抗疫出一分力。」身為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和「全港抗疫義工
同盟」成立的「十八區抗疫愛心隊」藍田
區組長，Ellen在疫情初期參與「連線」
及特區政府的包裝工作，其後協助統籌藍
田區的義工，派發連花清瘟膠囊及福袋。
「第一次派發行動時，我發現每位義工
未必可在同一時間領取及派發福袋，所以
提出將自己的家作為中轉站。」Ellen清
空家裏雜物，騰出空間擺放物資，可儲存
80個福袋，讓義工們隨時取貨。

曾染疫悟藥物支援很重要
為方便義工搬運，Ellen更準備好板車
及手推車。「最難忘有位義工也準備好一
個大行李箱裝十六袋福袋，結果塞滿也只
能承載十袋，最後他拉着行李箱，左、右

手各挽三袋便去送貨。」
作為確診康復者兼打三針的Ellen笑言

自己有「金剛護體」，但確診經歷亦令她
切身明白確診者所需要的支援。「派發連
花清瘟膠囊的時候，正值香港疫情最嚴重
之際，我們在派發期間，屋邨走廊也傳來
不少咳嗽聲音，感覺到不少人也生病了，
所以藥物支援十分重要。」

同是確診康復者的Jessica亦於疫情早期
就到「連線」做義工，總共來回運送物資
到九間安老院舍。作為兩子之母，Jessica
與丈夫仍積極參與義工工作，「兒子也逐
漸長大，而且我們從小就帶他們參與義工
工作，培養他們樂於助人，今次兒子也病
（癒）協助派發福袋。」Jessica一家不幸地
在其他地方染疫，她在康復後馬上投入福
袋派送工作，統籌及協調翠屏邨的義工。
觀塘區較多長者居住，且居民的消息都

十分靈通。最近，Jessica收到很多電話查
詢福袋派發情況，有些長者期望盡快收到
福袋；有已收到福袋的長者忘記自己日前
已領取。過往一向參與長者義工服務的
Jessica，早已習慣面對各式各樣的查詢，
應付得遊刃有餘。「有時候長者其實只想
有人關心，與不同人聊天，只要耐心回應
及解釋就足夠了，看到他們收到福袋的笑
容，就是最暖心的時刻。」

義工家成「物資倉」夫婦派「福袋」無間斷

▲在沙田，鄧肇峰為居民派發物資。 受訪者供圖

◀在沙田，鄧肇峰成為「抗疫先鋒」，哪裏有抗疫需要，哪裏就有他
的足跡。 受訪者供圖

◆義工把一箱箱抗疫物資運送到社區，派
到有需要的居民手中。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