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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醫護聯手 精細護理患者
兩地醫護線上交流座談 盼未來繼續合作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中央應

香港特區請求派出內地援港醫療隊

來港，與香港醫護在亞博館新冠治

療中心協同作戰，開啟了粵港醫護合作抗疫的里程碑。香港護士總工會、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會、香港醫

護人員國情研習班同學會與內地援港醫療隊護士同業昨日下午舉行線上交流座談會。兩地醫護均表示，今次

粵港雙劍合璧聯手抗疫，為新冠患者提供精細化的治療護理，同時加速兩地醫護的交流合作，為後期的持續

交流學習搭建了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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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
院舍爆疫導致人手不足，嚴重影響
服務，加上公院當時不堪負荷，不
少染疫長者及殘疾人士被迫在院舍
內隔離。在疫情嚴峻時刻，社聯招
募多名健康及護理相關學系的專上

院校學生到全港逾100間政府資助殘疾人士院舍及安
老院舍，參與前線照顧及護理工作。多名參與的學生
昨日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訪問，有學生分享初次落場就
遇上自閉症院友情緒激動，一度貌似要衝向她，但她
坦言這是寶貴一課，汲取不少課本上沒有的職業經
驗。學生們也以「能為社會出一份力」為榮，「親身
經歷先能夠學以致用。」
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學生潘彩蘭被派到扶康會啓悅

成人訓練中心照顧院友，第一日落場就有「奇遇」：
當時一名自閉症院友情緒激動，「他一見到我就衝過
來，捶胸頓足好像要打我一樣，當時我也十分害
怕。」

讓院友感溫暖 立志投身社福
在有經驗的院舍職員協助下，潘彩蘭不單沒有畏

懼，反而漸漸學會如何與自閉症院友相處，例如通過
使用耳罩、調校燈光等來紓緩自閉症院友的感官刺
激，能令他們冷靜，「自己雖然在課堂上學過自閉症
相關知識，但只有親身接觸才能夠學會處理。」
理大物理治療學學生梁諾瑤、何淑紫及都會大學護

理學學生陳曼湘同被分配到扶康
會潔康之家進行服務，同樣獲益
良多。梁諾瑤曾陪伴一位難以控
制行為及溝通困難的院友前往急
症室照X光，「這位院友不願配
合戴口罩，及不斷重複一些動
作、甚至咬我。」但通過這次經
歷，梁諾瑤明白如何控制特殊病
人的行為，順利陪診的同時還盡
量減少對其他病人的影響。
何淑紫補充，她在院舍中學會

了言語之外的第二種溝通方法。
她有一次在清理桌面時扔掉了一
位院友使用完畢的一次性空杯，
「沒想到這位院友十分生氣，當時令我不解，之後通
過院舍職員，了解到這位院友在喝完水後習慣把玩一
會兒水杯，這令我明白照顧不同院友要熟悉他們的習
性，觀察十分重要。」
陳曼湘在院舍服務期間體會到了與在醫院實習的最

大分別——「疫情特殊時間，院友無法回家及外出，
他們缺乏的運動及社交都可以由我們來彌補，讓他們
感受溫暖的家，畢業後我亦會考慮投身社福業。」
扶康會服務總監葉鍵池坦言，學生們的服務質素已

超出他們估計，「起初還擔心學生初來或需要我們照
顧，沒想到他們很快適應，不單能幫手照顧院友，還
為院舍分擔壓力。他們學習經驗的同時也傳遞知識給

院舍，通過創新的方式，拍攝運動及按摩影片，供院
舍職員參考，大家關係十分融洽。」
社聯復康服務總主任李鳳儀表示，社聯月前獲聯豐

集團捐款3,500萬元推出「青年護理專業闖未來」計
劃，目前有295名學生於152間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工
作，僱用期為三至四個月，月薪逾2.8萬至 3.2萬元，
日薪1,290元至 1,480元不等。
她對計劃整個過程都表示滿意，「不單學校和社福

機構大力支持，我們會嚴格把關，參與學生除專業要
求外，必須打過2針疫苗，目前參與計劃的295名學生
中沒有一位確診新冠肺炎。」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昨
日參加香港醫護與內地援港醫療隊護士同業線上座談會並
致辭。他表示，香港從2020年疫情發生以來，廣大醫護工
作者始終堅守在香港抗疫的最前線，以精湛的護理技術和
規範的專業服務，用愛心、細心、責任心為病人患者送去
幸福與安康。廣大醫護工作者用敬業、奉獻，為香港市民
提供了最有效的幫助和服務。「你們是新時代最美的白衣
天使，是當代最可愛的人，是我們最可敬的人。」
尹宗華表示，為支援香港抗擊前所未有的第五波疫情，
中央應特區請求迅速派出內地醫療隊緊急馳援香港。內地
援港護士們臨危受命、勇挑重擔，聞令而動、逆行出征，
捨小家為大家，連續奮戰78個日日夜夜，很多醫護被口罩
勒出血痕，雙手也讓汗水長時間浸泡發白。

他提到有一位89歲婆婆出院前，堅持要把自己僅有的椰
子糖送給細心照顧她的黎護士長（內地醫療隊護理領隊黎
漸英），禮輕情重，是婆婆真情的流露和表達。
尹宗華指出，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及時馳援，有效遏止香港

疫情，大家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生命至上、捨生忘死、尊重科
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展現了關愛生命、救死扶
傷、人道奉獻的專業職守，受到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讚譽，贏
得了香港同行的充分認可。「香港會記住你們為防控疫情、
救護病人的一個個感人故事和作出的巨大貢獻。」
尹宗華最後說，今次兩地醫護人員攜手抗疫，創立了聯

合救治、共同應對重大公共衞生危機的生動典範，體現
「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希望兩地醫護界繼續加強交流
合作，書寫一個又一個新的成功合作故事。

尹宗華：醫護是最可愛可敬的人

◆尹宗華 直播視頻截圖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參加線上交流座談
會並致辭（見另稿）。座談會由內地醫療

隊護理領隊黎漸英及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會主
席張佩華主持，參與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廣東省中
醫院二沙島醫院急診科護士長凌傳仁、廣東省第
二人民醫院外科片區總護士長李建雲、中山大學
附屬第三醫院感染科護士長李莉莉，以及香港護
士總工會理事張育賢、黃綺麗共5人參與交流。

多「傾偈」了解病患所需
凌傳仁在座談會上表示，今次內地援港醫療隊
共有288人，分別來自廣東24家醫院。團隊均有
一線抗疫經驗，懂粵語，英文基礎好優先，以重
症、感染、急診、呼吸等內科專業為主。醫護來
港後共進行了32次培訓，包括醫療信息系統、
護理實操、傷口護理、溝通交流、餵食護理等。
他說，醫療隊在接管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6個

病區後，採用「小組制、責任制、功能制」的混
合護理模式開展工作，以協同合作模式，實現醫
護一體化管理，以及實施「細心、貼心、暖心」
的精細化護理工作。
凌傳仁指出，由於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年長患
者多，在護理特色上，醫療隊採用多學科協作，
實施精細化管理，如根據患者習慣餵食，添加烏
梅改善中藥的口感；並了解病患的飲食需求，提
供麵食或蛋糕，以及護士多與病人「傾偈」，提
供心理護理等。

傷口協助小組護理逾千人次
李建雲提到，由於治療中心長者患者居多，
入院時身上帶有傷口，以4月4日為例，當日患
者有208人，有傷口的病患72人，加上兩地護
理團隊傷口護理水準不一等等，因此特別建立
了由12人共同參與的「粵港傷口協助小組」協
同作戰。
李建雲表示，粵港傷口協助小組明確了管理組
和護理專家組的工作職責，統一傷口護理標準並
制定工作方案，共累計護理傷口患者約1,100人
次。她形容小組協同作戰開創三贏，包括為患者
提供優質護理及照護體驗感，同時優化了工作方
案、提高了工作效率、創新了工作模式，以及為
後期的持續交流學習搭建了平台。
李莉莉表示，今次醫療隊在港實行嚴格的閉環

管理，從駐地與隔離醫院之間兩點一線出行，由
專車接送，隊員不得自行打車、搭交通工具前往
醫院。在駐地酒店，每個隊員單人單間居住，不
相互交流走訪，亦避免堂食、外出就餐、購物
等，必要的溝通則採取電話或視頻會議解決。
香港護士總工會會長蘇肖娟在會上表示，今次

兩地醫護透過聯手抗疫，加速兩地醫護交流，拉
近彼此的情感距離，希望未來兩地醫護繼續交流
合作，各展所長，互補長短，共同提升護理素
質。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2月底3月初，第五波新冠疫情
到達頂峰，特區政府宣布學校提早放暑假。面對這突
如其來的「假期」，90後小學教師、現為體育科科主
任的Kenneth，自告奮勇加入「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及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建立的「十八區抗疫愛心
隊」，擔任西貢區組長。他坦言，區內送貨地址較
散，很多時涉及鄉村，部分更需要持禁區紙才能駕車
內進；區內屋苑名字相似，義工往往要上網查證送貨
的地點。儘管面對的困難不少，但Kenneth直言，自
己只是在做應該做的事。
身為小學教師的Kenneth，除了日常教學外，還負
責籌備陸運會、水運會等全校數百學生參與的活動，
故溝通聯絡、組織安排，對他而言是「手板眼見工

夫」。
自小在將軍澳區長大，Kenneth畢業後亦在區內學
校任教，自然熟悉區內的地理環境。但面對整個幅員
甚廣的西貢區，Kenneth坦言最初感到難以招架。
西貢區是香港面積第二大區，除了為人熟悉的西貢
市中心和將軍澳區，西至安達臣道，北至萬宜水庫一
帶，都是西貢區範圍。有見及此，Kenneth將該區分成
6小區，委派熟悉地形的小區組長幫忙統籌。
「入到西貢鄉村，基本上地圖導航幫唔到你、街坊
幫唔到你，只有收件人本人才幫到你。」西貢市中心
的物資需求不算大，但送貨地址較散。送貨地點很多
時涉及鄉村，有些鄉村在郊野公園範圍，例如高塘
村，需要持禁區紙才能駕車內進。「幸好負責西貢市

中心的Jade姐人脈廣闊，屢屢成功取得禁區紙。」
Jade姐與丈夫是自由工作者，經常駕車「孖咇」處理區

內比較隔涉的地址。這些貨單往往需要較多時間處理，首
先要聯絡到收貨人，了解入村路線和約時間收貨、取得所
需許可、再與收貨人確認入村時間和其他程序。
將軍澳區屋苑名字相似，可說是「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地址只差一字，就可能已經是相隔數個地鐵
站，屬於不同分區，例如位於寶琳的浩明苑、位於坑
口的廣明苑、位於將軍澳的唐明苑。「分配送貨地址
的義工要非常小心，往往要自行上網查證懷疑有問題
的地址，以免步兵白行一趟。」
在地理環境以外，Kenneth亦了解更多區內居民的
日常作息情況。「寶琳義工平均最年長，活動時間較
早；康城多上班一族，活動時間較夜。」
在這段期間，他最常出沒的地點竟是坑口一商場內
的吉野家。原來在第五波疫情期間，吉野家提供旗下

分店作「連線」十八區發放物資的臨時分貨點。

上門派福袋 長者連聲謝
說到最難忘的一次福袋派發，Kenneth說有一次到
達受助人門口按門鈴，「聽到有聲但無人開門，於是
決定將福袋掛在門外。準備放低離開之際，身穿全套
保護衣婆婆突然開門。婆婆說疫情嚴重，整個星期無
出街，原來準備外出買餸，恰巧遇到我派發物資。」
婆婆與公公兩口子吃得不多，估計福袋內物資，加上
家中剩下的瓜菜便足夠應付3至4日的食糧。他們收到
福袋十分興奮，連聲「多謝」。
協調物資派發工作繁重，每天所佔時間甚至比全職

工作還要多，Kenneth表示自己只是「做應該做的
事」。「我一個人能力有限，於是參與機構組織的義
務工作，用自己所熟悉、專長去幫手，希望有力出
力。」

學生院舍支援「親身經歷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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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教師暑假做義工助抗疫

◆兩地醫護線上交流座談。 直播視頻截圖

◆在亞博館接
受治療的病人對
援港醫護表示感
謝。 資料圖片

◆學生正在
為院友進行
按摩及拉伸
物理治療。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