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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不少市民認
識入境事務處，都是基於該處提供的出入境服
務。事實上，入境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同樣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入境處助理處長（簽證及
政策）程和木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入境處的工作部署主要由「前、中、後」
三道大門重重組成，在致力保障國家安全的同
時，維護香港治安，打擊違法活動。
程和木解釋，入境處作為簽證及政策部的代
表，在「前」方要防止不法分子試圖進入香

港，故在便利各地人員往來的同時，亦須實施
嚴格的出入境和簽證管制。在審理各式簽證申
請時，加入國家安全風險評估，堅決防止不受
歡迎、訪港目的存疑者藉政策便利進入香港。
在「中」方面，他說，入境處在抵港人士入
境的一刻，就算是來自抵港免簽證的地方，也
可拒絕其入境，防止有關人等影響國家及香港
安全。在「後」方面，就算有關人等已入境香
港，也不代表他不受管制，入境處可透過執
法，拒絕有關人等延期留港等。這套「前、

中、後」方法行之有效，入境處會繼續執行。
程和木表示，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亦是公職人員應有之義，作為紀律部隊成
員，更需盡忠職守，忠誠擁護「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在社會樹立榜
樣。入境處已率先在去年將「維護國家安
全」及「愛國愛港、堅定不移」兩個重要元
素加入部門信念，要求每名新加入的入境處
人員必須以此為己任，對國家、對特區、對
每一位市民負責。

嚴防不法分子留港 守好「前中後」三大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中學時期參加課外活
動，想不到會成為達到理想的階梯。1997年11月出生、
去年3月任職入境處入境事務助理員（深圳灣管制）的陳
淑宜，是第一屆入境處青少年領袖團的參加者，也是首位
加入入境處的領袖團畢業生。她早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香港特區正值成立25周年的銀禧紀念，25歲
也是一個人充滿幹勁的年華，身為與香港特區「同齡」的
人，她會和香港一起無懼困難與挑戰，迎難以上。
目前駐守深圳灣管制站、主要協助處理車輛出入境管
制及人流管制的陳淑宜。與入境處的淵源，始自她
16歲之時。她憶述，自己當年透過中學推薦成
為入境處青少年領袖團的隊員，其間參與
了多元化的紀律及領袖訓練，拓闊眼
界。在親身接觸不少入境處人員
後，她感受到他們那份紀律意識
和團隊合作精神，更認識到入境
處的工作是與市民生活息息相
關，執法與服務並重，極富
挑戰性更別具意義。
自參與計劃後，她開始
對社會時事感興趣，在大
學時選讀新聞及傳播學
系。畢業後想起在領袖
團時的難忘經歷，於是
希望加入入境處服務市
民，貢獻社會。她坦言，
慶幸中學時有

參與領袖團，讓她更早認識入境處的運作及裝備等實用知
識，在應徵時更添信心，終於成功加入入境處工作。
在1997年出生，陳淑宜對此感到既驕傲又榮幸，亦令

她對香港更有歸屬感。她尤其欣賞港人的拚搏精神，如日
常生活中常到的茶餐廳「快靚正」，不少耳熟能詳的白手
興家傳奇故事，到花劍運動員張家朗奪得奧運冠軍，均見
證了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有着無限可能，無論經歷任何困
難都會努力克服，終成為享負盛名的國際大都會，是非常
值得學習的。
她直言，1997年出生的一代人也有一點遺憾，「2003

年的幼稚園畢業禮因『沙士』取消；2009年的小學畢業
禮因豬流感取消；2020年大學畢業禮因新冠肺炎取消，
缺席了人生不少重要時刻。去年底，終於順利舉行屬於我
的畢業典禮——學員結業會操暨60周年大會操，這也是
入境處首次以全中式步操舉行的結業會操，終於彌補了這
些年的遺憾。」

冀當「大師姐」啟迪領袖團後輩
陳淑宜說，成長路上充滿着突如其來的挑戰，但只要

抱着正面的態度應對，總會迎來美好的結局。展望未來，
她認為入境處提供的服務範疇廣泛，期望日後可被調派到
不同崗位，吸收更多知識，豐富人生閱歷。
她會保持上進心，努力裝備自己，爭取晉升機會，以
成為主任級人員為目標。她亦希望日後可以「大師姐」的
身份，在青少年領袖團分享自身經歷，幫助年輕人找尋目
標與理想。

課外活動結護港緣 特區「同齡人」把好關

出
入
境
與
時
並
進

3
億
人
流
頂
得
順

香港特區今年成立25周年，風華正茂，特區

政府各個部門25年來茁壯成長，人才輩出。3名

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的人員，雖然年紀

不同、官階有別，但他們都在香港回歸祖國之

際，展開了人生新階段，包括當年加入入境處，

現為入境處助理處長（簽證及政策）的程和木，

以及兩名在1997年出生、目前分別擔任入境事

務主任及入境事務助理員的入境處生力軍。程和

木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回歸

祖國這25年間，入境處最大轉變是更善用科

技，以應付同期上升兩倍的出入境人流量。他又

以「四迎」贈予部門後輩，希望他們 「迎」難

而上、「迎」合需要、「迎」刃而解，以及

「迎」接未來，又寄語他們：「祖國內地這麼

大，歡迎大家去看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入境處助理處長「四迎」贈後輩 勉多赴內地開眼界

程和木於1997年12月加入入境處擔任入境事務主任。
這25年間，他先後在機場管制站、調查科、個人證

件部、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及駐北京辦事處等崗位工
作，2020年獲晉升為助理處長至今。
他憶述，入境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暫停聘請入境事
務主任多年，直至1997年才重新招聘。由於想服務社會，
他一直希望加入政府工作，而入境處是一個執法與服務兼
備的部門，剛柔並重，十分符合他的初心，故決定投考。
最後，他在逾9,000人中「過五關斬六將」，成為獲聘的
50人之一。
不知不覺投身入境處25年，程和木表示，該處人手編制
已由當年入職時的5,000人增至現時的9,000人，上升了一
倍，惟工作量升幅遠超一倍，而應對方法就有賴當年長官
的高瞻遠矚，就是善用科技。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入境處已進行新科技的策略性研
究，推出智能身份證、電子護照等，以及e-道自助過關以
處理不斷增加的出入境人流量，「1997年全年只有1億
（人流量），在疫情前已到3億，上升了兩倍，就算人手
可同步增加，也找不到地方興建管制站。」由此可見，入
境處一直與時並進，留意科技的發展早着先機，才能應付
挑戰。

「官威」早過時 服務市民為重
他提到，隨着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轉變，政府人員對市
民的態度已有很大轉變，「當年學堂出來時，感到不少人
員仍有做官的感覺，覺得自己很威風，但現在大家已不會
再用這種態度面對市民，而是以親和的態度，以服務市民
為重，這亦反映了現時市民對政府的要求。」
曾在內地工作多年，程和木表示，入境處與內地有關部
門已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事實上，內地有關部門也非常重
視港人的需求，當有任何求助均會義不容辭，盡一切可行
方法提供協助。
他舉例說，2019年時因有回港航班受機場關閉影響，須
轉飛北京再經深圳回港，機上20多名港人未持回鄉卡而出
現阻滯。入境處收到求助後，即時聯絡當地邊檢人員，對
方在深宵時分不斷作安排和協調，得以讓這批港人順利返
港。事件反映兩地人員一向有緊密溝通，內地有關部門又
照顧香港居民，才會達至此成果。

迎難上迎需要 迎挑戰迎未來
程和木以一個「迎」字，贈予訪問現場兩名於1997年出

生的入境處「新血」，除有歡「迎」世界各地旅客訪港之
意，「迎」的普通話拼音亦與「贏」字發音相同，期望他
們能「迎」難而上，不要逃避困難；「迎」合需要，從用
家角度推出可配合市民需要的措施；「迎」刃而解，必須
熟能生巧始能解決問題；「迎」接未來，接受未來各方面
不同的挑戰。他引用內地一句常用語：「國家這麼大，歡
迎大家去看看！」希望新一輩可多訪內地不同地方，擴闊
眼界，對工作會有很大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任何政府部門和機構都
需要經驗豐富人員，同時也要有新鮮人的加入，才能持
續發展。於1997年4月出生、2019年10月加入入境事務
處的入境事務主任余倚華，早前自薦協助抗疫工作，成
功追蹤到Omicron變種病毒的其中一源頭，截斷社區傳
播鏈，立下功勞。余倚華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
言，自己經驗尚淺，仍需累積更多經驗，打好根基，希
望未來可涉獵更多不同工作範疇，成為部門接棒的新一
代，為市民盡心把關，把守國家的南大門。
駐守簽證部延期逗留組的余倚華說，她自小性格好

動，對制服團體深感興趣，長大後希望擔任一些可貼心
服務市民的崗位。回想過往的成長經歷，她發現入境處
與港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小時候與家人外遊要到入境
處辦理護照；中學時離港旅行會有入境處職員查閱證件
或用E道自助過關；成年時辦理新身份證及更換護照
等，到近年身邊有人結婚、生育，甚至過世，也需使用
入境處的服務，可說照顧港人的『生老病死』。」

傳承服務精神 視受助者為家人
令她對入境處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觀看了一個講述

入境處人員在四川和日本地震時遠赴當地協助遇事港人
的節目。有關人員不單是為了完成工作，而是視受助者
為家人，其真誠的態度非常值得欣賞，故她在大學時已
認定此份富使命感的工作，就是她的志願，最終也如願

以償加入入境處。
受訓期間正值新冠疫情，余倚華曾被調派到俗稱「救

人組」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接聽滯留在武漢
及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的電話。除了向他們提供資訊
外，還會作心靈輔導及給予安慰，讓受助人知道他們並
不孤單。這段經歷令她感覺心酸，也深受觸動，希望可
到前線幫助更多人，故當收到呼籲可參與抗疫工作，她
即自薦加入個案追蹤辦公室。
她憶述，香港今年1月出現第一宗源頭不明的Omi-
cron個案，懷疑社區出現第三代傳播，最初憑患者的行
蹤及其他資料，完全未能找到與其他個案重疊之處。大
家鍥而不捨地追查後終發現，患者有到天后一間茶餐廳
吃早餐的習慣，是患者之前未有提及，其後再發現另一
患者也曾到訪該茶餐廳，終鎖定餐廳出現隱形傳播鏈，
「那種成就感和喜悅沖淡連日工作的疲憊，也令我更肯
定此工作崗位別具意義，推動我更用心處理每宗個
案。」
身為「97寶寶」，余倚華坦言，自己年幼時對回歸沒
有概念，但在成長路上，愈覺得此身份特別，因為在這
25年以來，香港經歷很多順逆，但總能跨過難關，大家
同舟共濟，就如今次疫情最嚴峻時，社會上有無數人站
出來盡一分力，這份人情味令她為香港這個家感到驕
傲。她自知經驗尚淺，未來日子會謹守崗位並累積經
驗，以傳承入境處剛柔並濟，執法與服務並重的特性。

「97一代」自薦抗疫 堵截傳播鏈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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