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與新香港女子聯盟於「五一」勞動節開展第五輪「粵
港同心，十區聯動，抗疫送暖」行動，向九龍灣彩福邨市民捐贈超過1.2萬份抗疫防疫物
資。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常務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顏汶羽等以及新香港女子聯盟義
工落區搬運及包裝物資，援助彩福邨250戶家庭。大灣區青年總會「粵港同心」活
動舉辦至今，已向多區捐贈逾8萬份物資，援助近萬名有需要的基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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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 樂

回港十二天見陽 45歲男疑本地感染
約1900間幼園中學今復課 防護中心籲師生上學前做快檢

香港昨日新增28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是自2月5日以來首次降至300宗以下。另

外，昨日再多11宗輸入個案，當中6宗是入

境時於香港機場檢測發現，其餘則是檢疫期

間或完成檢疫後發現，包括一宗入境後第十

二天於社區檢測中心發現的陽性個案，不排

除是本地感染。今天起約1,500間幼稚園及

幼兒中心、及400間中學復課，衞生防護中

心預計學校每日呈報個案可能倍增至20

宗，呼籲全港約80萬名師生上學前做好快

檢，若陽性需居家隔離及立即呈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昨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個案
◆已爆疫安老院舍新增1名員工確診，無學校呈報個案

醫管局概況
◆共1,294名確診病人留醫
◆新增92人康復，當中55人出院，其餘病人因其他疾
病繼續留醫

◆今天（3日）10間普通科門診恢復運作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120宗
•新增快測呈報：163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92,162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5人
（包括2宗滯後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9,105人
病死率︰0.76%

新增總
確診個案：

283宗（包括11
宗輸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 港島東區北角城市花園社幹助理黃
普樂。他並不年輕了，但經常都是穿個套頭衫、工裝
褲、嘻哈鞋，一副二十出頭小伙的樣子，「後生唔後
生，主要睇心態啫！」他其實不住城市花園，卻在城
市花園服務了十多年，事無鉅細，都是盡心盡力，他
總是怕辜負了市民對他的信任。十多年
來，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是城市花
園街坊群眾最靠譜的「身邊人」，人們
親切地叫他「肥仔」。

提供全方位服務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肥仔始終奮戰
在抗疫一線，起早貪黑、孜孜不倦。他
加入了城市花園的義工隊，除了跟其他
義工一樣派送中央援港抗疫物資，他還
利用自身是社區幹事助理的優勢，募集
抗疫物資派送給街坊鄰居。在疫情最嚴
峻的那段時期，城市花園的確診案例並
不太多，肥仔乾脆給居家隔離的街坊提
供了全方位定製化的服務，想要什麼，

就幫你跑腿買什麼，一時間，王婆婆說想吃雞蛋，李
阿姨說想吃魚，這邊說米不夠了，那邊說尿不濕用完
了，肥仔都照單全收，以滿足街坊群眾的個性化需
要。
對於街坊提出的各種訴求，肥仔連同他的團隊，自

己能解決的都盡快解決；自己不能解決
的，都及時反映給相關政府部門，以更
好滿足群眾所需。這段時間以來，肥仔
還促成多幢小區大廈居民安裝「安心出
行」程式、協助小區大廈申請政府保安
清潔防疫津貼金和大廈深度消毒等工
作。
社區防疫工作往往千頭萬緒，私樓人

群如何上門援助？抗疫物資派發如何做
到科學不重複？如何鼓勵老人兒童打疫
苗？抗疫義工隊伍如何繼續擴充人員？
面對方方面面的問題，他總能幫着找準
切入口，找到新路子。社區幹事許清安
說：「有佢呢個『老江湖』做我嘅『參
謀長』，我淡定好多。」

香港文匯報訊 南區區議員、南區婦女會主席林玉
珍。她扎根南區鴨脷洲邨逾廿載，連任6屆區議員。
「有事搵珍姐！」成為了周邊大部分街坊的生活習
慣。「要我放棄其他事容易，但係要我唔理街坊、唔
理邨入邊啲事，真係好難，幾十年嘅感情都喺晒呢
度。」每次聊起工作感受，珍姐都會動
情。

接捐贈電話感動流淚
第五波疫情發生以來，珍姐帶領團隊走

家串戶，持續奔走在抗疫的第一線。2月
份，香港抗疫物資緊缺，在街坊最需要的
時候，有熱心人士贊助物資。她坦言接到
捐贈電話的一刻，抑制不住感動流淚，
因為她深知，街坊急的是生活物資，難
的是缺醫缺藥。隨着中央援港物資源源
不斷到達，解決物資派發「最後一公里」
就成為她的首要任務。她帶領義工每天奔
走在鴨脷洲邨的大街小巷，早出晚歸成了
她這段時間以來的常態。

為了盡可能多地滿足居家隔離人士的需求，她還充
當代購員、快遞員等角色，經常自掏腰包給街坊購買
物資。街坊的大小事常常掛在珍姐的心頭，她總是讓
街坊們感受到溫暖和濃濃的人情味。有一次，一位帶
着兩個幼童的單親媽媽，兒子發燒後着急彷徨，馬上

致電向珍姐求助。珍姐一邊安慰她，一
邊指導她怎麼做。放下電話，珍姐馬上
準備快速檢測包和維他命C沖劑等物
資，迅速上門派發。「去到先知道，原
來小朋友同埋媽媽都係陽性，不過𠵱 家
佢哋都康復了。」
前一段時間，特區政府向市民住戶派

發防疫包，作為地區工作者的珍姐是主
要召集人，派送工作時間緊任務重，需
要動員很多義工幫忙。在珍姐發出號召
後，來報名的義工遠超預期，街坊鄰居
不辭勞苦，非常熱心。義工說，「只要
珍姐有需要，我哋會第一時間出來支
持，只要大家同心抗疫，一定可以盡快
戰勝這波疫情。」

◆林玉珍(左)向社區內小
童派發防疫物資。

受訪者供圖

自購物資贈街坊 珍姐做埋代購快遞最靠譜「肥仔」黃普樂 街坊要啥他送啥

◆許清安（圖）大讚有黃
普樂做「參謀長」令他淡
定好多。 許清安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隨着香港的新冠肺炎疫
情回穩，醫管局表示考慮到市民對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
求增加，今日起恢復10間門診的普通科服務，而23間
指定診所仍會保留，繼續為新冠確診者提供服務。

恢復服務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

1.東區柏立基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2.西營盤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夜間門診服務）

3.觀塘順利普通科門診診所

4.荃灣戴麟趾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

5.北葵涌普通科門診診所（夜間門診服務）

6.沙田瀝源普通科門診診所

7.沙頭角普通科門診診所

8.打鼓嶺普通科門診診所

9.天水圍健康中心（天瑞路）（夜間門診服務）

10.屯門湖康診所（星期六門診服務）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示，新發現回港第十二天於社區檢測時呈陽性

的患者，是一名45歲男子，他4月19日由泰國回
港，完成檢疫進入香港社區，4月30日到社區檢測中
心採樣發現陽性，無病徵，CT值21、病毒量中等。
由於Omicron潛伏期短，而該男子之前多次的檢測均
為陰性，因此懷疑可能是本地感染，但仍暫時列為輸
入個案，待進行基因分析後，才能確定個案類別。

共錄13宗酒店檢疫後陽性個案
歐家榮透露，由4月1日香港取消禁飛令以來，中心
共錄得13宗完成7天酒店檢疫期後，於社區檢測陽性的
輸入個案，基因分析顯示當中一宗是回港後於本地感
染，9宗是復陽個案，有3宗因病毒量太低無法檢測，
相信亦是復陽個案。而早前發現回港後於本地感染的患
者是3月29日由韓國回港，4月9日社區檢測確診，CT
值亦是21。
本月起，非香港居民獲准入境，首天有4名抵港
者在機場檢測時發現陽性，分別來自新加坡、馬來西
亞及台灣，衞生署未有資料確診者是否海外人士。輸
入個案近日徘徊在雙位數水平，歐家榮相信隨着入境
限制放寬，輸入風險相對增加。他說：「但現時政府
做了風險評估，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地疫情開始穩定及
有下降趨勢，變了在風險可管控情況下，如果航班增
加、多了抵港旅客，我們都有能力透過嚴謹的外防輸
入措施，可以及早發現，避免流入社區。」
歐家榮說，今天起全港中學及幼稚園復課，之前每

天學校呈報確診個案約10宗，中心預計今後可能增加
至約20宗。今日半數師生是第一天復課回學校，可能
會透過快測發現之前感染的個案，呈報陽性個案可能
較多。中心會密切關注學校個案，若有不尋常個案會
進行調查，做出防疫建議。他呼籲家長在子女上學前
做好快檢，避免將病毒帶入校園，做好風險控制。

陳肇始：放寬社交措施有序安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於電台節目表示，雖

然目前香港疫情受控，確診數字保持下降，社交距離
逐步放寬，但外防輸入仍然非常重要，政府一直保持
分析所有輸入個案的基因排序，若發現新的病毒變
種，可以在科學上及早了解及應對。
她呼籲市民仍需多做檢測，個人層面上可「早發現

早治療」外，社會層面亦可以「早發現早干預」，以
達至減病人、減重症及減死亡的防疫目標。
對於放寬社交距離第二階段措施是否預期在本月下
旬推行，陳肇始表示，當局時刻監察疫情數字、污水
監測及港大的一些指標，亦有衞生防護中心個案追
蹤，現時在深切治療部的病人數目及死亡個案減少，
強調放寬措施是逐步、有序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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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指，一名45歲男子入境後第十二天於社區檢測中心發現呈陽性，不排除是本地
感染。圖為香港商場假期人頭湧湧，食肆座無虛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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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支援前線抗疫 減輕醫護負擔
◆「警察醫
療 特 別 小
組」成員在
運送病人前
檢查車上裝
備並清潔消
毒。新華社

今年春節之
後，香港疫情急
劇惡化，公立醫
院面臨空前的
「爆煲」壓力。
為減輕前線醫護
人員的工作負

擔，香港警隊專門組建了一個「警察醫療特別小
組」。今年46歲的警署警長黃敬慈在收到相關「動
員令」後，第一時間選擇加入。他說：「我們組建這
個小組只花了短短兩個小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項很
光榮的任務，報名非常積極。每個人都想在香港艱難
的時刻，為抗疫出一分力。」
該小組最初成立時由45名現職警務人員和1名退休

警察組成，中途又有4名現職警察自願加入。他們全
部接受過警察學院「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程」的
訓練，具備一定的醫療急救知識。為了熟悉前線工作
場景，該小組3月2日接受了香港醫管局提供的專職
訓練，並於翌日被分別派往3家形勢吃緊的公立醫

院，負責非緊急救護運送工作，包括協助確診患者轉
院或轉送至隔離地點，以及運送康復病人回家。

日做15小時 回家已是深夜
因應疫情變化，伊利沙伯醫院自3月9日起轉作新

冠肺炎患者定點救治醫院。黃敬慈和另外9位同事被
分派至這個抗疫重要戰場，「3月的伊院，真的是非
常繁忙。最高峰時，我們一天運送了52名病人，每
天都會跟確診者近距離密切接觸。」黃敬慈回憶，當
時經常忙到顧不上吃飯，最忙時每天要工作14到15
個小時，回到家中已是深夜。
抬擔架、護理病人、安撫情緒，為失禁長者清理身

體，消毒擔架、輪椅及車輛，將康復者送到家中……
從在醫院接收的那一刻起，小組成員就要對病人全程
負責，直至平安送達目的地。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的成員由不同職級的警察組

成，但從總督察到普通警員，幹的都是一樣的活兒。
「不論職級，大家都是親力親為。只要市民平安，我
們的汗水就沒有白流。」黃敬慈說。

轉送過程通常較為順暢、安全，但也曾遭遇突發緊
急情況。「在幫助一位確診長者轉院途中，我遇到了
此次任務中的最大挑戰：他突然間沒了呼吸和脈搏。
我和車上的醫管局同事立即合作對他進行搶救，並緊
急通知控制中心，以最快的速度將他轉入重症病
房。」黃敬慈說。
隨着香港疫情持續回落趨穩，轉送需求也隨之大幅

減少。「警察醫療特別小組」在4月23日正式結束支
援前線抗疫任務。在近兩個月工作中，該小組協助3
家公立醫院共計轉運約3,200人，自身成功做到零感
染、零減員。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