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急管理有條理 港漂感心安
「從未遇過這麼大暴雨天氣，但一點也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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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蕊）9月初始，超強颱風

「蘇拉」吹襲，香港時隔五年再掛「十號風球」。沒

能等這座城市稍事「喘息」，7日晚間又有百年一遇

超長時間黑雨襲港。有從河南新來港就學學生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自己從未遇見過這麼大的暴雨天氣，

「但是一點也不擔心」，全是因為手機中不斷會收到

來自各個系統的提醒、指示信息，大雨過後政府也很

快召開記者會交代最新的安排，「感覺十分有條理，

一點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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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就讀於香港嶺南大學的秦同學今年8月從河南來港，「我
是8月21日到港的，沒有想到剛到這裏不久，經歷了颱

風和黑雨的雙重夾擊。雖然之前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降雨，
但是心裏面一點也不擔心。我的天文台App實時推送天氣預
報，港鐵巴士線路也會更新道路狀況為學生提供出行的路線
參考。」

實時消息更新不斷
香港特區政府8日持續更新應對措施安排，5時許宣布停
課，但未明確說明停工，籲僱主參考八號風球下的工作安
排。 7時許，勞工處再提醒僱主稱，隨着政府已作出「極端
情況」公布，除必要人員外，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
班。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指，即使天文台改掛黃色或
紅色甚至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在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仍然等
同八號風球生效。
「學校也會不斷更新郵件提醒學生是否停課，所有關於颱
風和暴雨的信息都能及時了解得到。」秦同學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
「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遇到特大黑雨，也是從1884年有紀
錄以來降雨量最高的一次，我來香港10多年了，難得見到這
麼大的雨。」在港創業的教育工作者王先生住在奧運站附
近，「從7日晚上開始，是聽着雨聲入睡的。目前來看香港
整體的狀況還是比較穩定的，現在最大的影響片區就是黃大
仙，新聞裏看到黃大仙港鐵站發生雨水倒灌，被緊急關閉
了。」

極端天氣見證港效率
極端天氣見證香港效率。9月8日凌晨，港鐵發布通知，觀

塘線的列車服務已經完結，港鐵人員會在可行的情況下進行
清理及修復工作，並視乎修復進度，在頭班車前通知市民有
關列車服務的安排。「香港的颱風城市管理更像是一套自成
體系且加速運轉的系統，從預警到閉環、智治（智慧治理）
到善後，形成一套城市特色獨有的效率線路。」港漂趙小姐
說道。
在中環從事金融行業的趙小姐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到剛
剛過去的颱風「蘇拉」。她表示「記得掛十號波當天，公司
有工作人員立即將防爆膠帶貼在窗戶上。上班時間安排方
面，公司延續掛八號風球提前回家的傳統，如果翌日上午撤
八後要在兩個小時內到崗，但是這次掛都是一天，早上7點
41分收到公司消息，因為天氣原因，員工可以居家辦公，所
以8日一天都待在家裏。」

「行之有效 應之有速」
在樓房結構建造中，寸土寸金的香港會考慮建築高度和堅
固的因素，所以「牙籤樓」成為香港樓宇建築群的一大特
色。來港從事博士後研究的Lisa表示，「我居住的是香港比
較常見的牙籤樓，但是第二天下樓採購時看見樓下已經沒有
積水，一樓保安處還張貼了黑雨警告。也因為樓層比較高，
在面對颱風天和黑雨的時候，我這裏沒有太大影響。因為香
港各個環節形成的運行機制緊密相連且行之有效、應之有
速，才讓市民在極端天氣下得以安心」。

在城市努力恢復運行的過程中，港漂們感受到了香
港頑強的精神，觸摸到不少溫情的畫面，對香港增添
一份信心和希望。

在香港工作的熊小姐表示，畢竟是 1884 年之後最
大的小時降雨量，從未經歷過，剛開始覺得很擔憂。但見到香港
有比較齊全的颱風應急預案，逐漸心安，「黑雨信號發了一天，
大家停工停學，各種救援也比較充足。」她指，港鐵觀塘線因為
黃大仙站被淹，有一半停運，下午出門的時候，到了港鐵站都有
明顯的指示，「還有工作人員拿着地鐵圖在月台上給不清晰的人
講解，而且努力用普通話給人講解。」

同樣在香港工作的紅小姐回憶在香港兩次極端天氣下冒雨返工
的經歷，遇到善意人士的愛心支持令自己感動不已。她指，在罕
見的黑雨之下需要打車回公司取電腦，的士司機並無大肆加價，
一路兩人友善地交談，司機還借出拖鞋助她趟過積水。「當歷經
千辛萬苦取到電腦回到下車點，見到司機大叔信守早前承諾在原
地等候載我回去，那一刻真的淚目。」她感嘆，正是這份暖意，
讓人感受到香港的溫度，一點點更愛香港。

應對極端情況 冀早預警早行動
在港10餘年的香港青年科學家協會副主席周山競回憶暴雨來襲

的經歷亦仍心有餘悸，「大家都措手不及，因為很少有類似經
歷，畢竟過往香港哪怕有十號風球，也很少會內澇。」已經來港
十餘年的周山競早前受邀8日下午前往佛山參加活動，他慶幸白
天部分交通陸續恢復，「不過仍有些緩慢，與西九龍高鐵站連接
的柯士甸站，月台通往大堂的扶手電梯被淹，乘客需要走樓梯或
者搭電梯，搭乘屯馬港鐵線差不多9—10分鐘一班車。此外，打
車亦很難打。」

針對政府的應對措施，他認為，在特別情況之下，政府應該考
慮更完善的預案，「隨着氣候變化極端天氣越來越多，政府應該
提出更多預案以適應頻發的極端情況，比如黑雨警告是否能更早
發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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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亦受暴雨影響，深圳水
庫水位已超過汛限水位，必須及時採取安全防護措施，故決定進行排洪。香
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今次雨勢來得急，
香港警務處在排洪前45分鐘接獲深圳當局通知後，第一時間安排多個部門到
可能受排洪影響的村落協助居民，而受排洪影響河道，水位並無上升至河堤
水平。
鄧炳強表示，根據現行通報機制，深圳當局會考慮在深圳水庫排洪前，向

香港發出預警，盡可能三小時前通知香港有關決定。但如因突發情況不能在
三小時前通知，都會盡快通知。
他強調，排洪能夠在危急的時候，將洪水受控地排入河中，對深圳或香港
都是安全保障措施。「無論對深圳或香港都是安全保障措施，亦是原定計劃
之中。」

北區水浸與深圳排洪無關
鄧炳強透露，港方在排洪前45分鐘前就知道情況，但排洪前16分鐘才出新
聞稿通知外界，「我哋做事不是淨係出新聞稿，係透過新聞稿先通知市民。
我哋第一時間知道排洪，第一時間已經安排好多部門，包括渠務署、消防
處、民政署、社會福利署，第一時間去到實質真係受排洪影響嘅村裏面安排
撤離或者其他工作，我哋係冇一刻疏懶嘅，即刻做呢個工作。」
他表示，北區民政署曾派專車到受影響鄉村安排村民撤離，或安排庇護

處，但村民評估雨勢後決定不離開，而事後這些村均沒有嚴重水浸。
署理渠務署署長徐仕基表示，深圳河未有因為深圳水庫排洪而出現氾濫，

原以為可能受影響的香港鄉村並沒受排洪影響，所以北區水浸與深圳排洪無
關。截至昨日中午12時，署方已確認60宗水浸，40宗已經紓緩，而水浸的主
因是雨量超出排水系統負荷。

深圳水庫提前45分鐘通知排洪
鄧炳強：第一時間勘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 廣州連線報道）9月7日
晚間至8日，受颱風「海葵」影響，香港遭遇世紀最強
暴雨，天文台發布黑雨警告信號長達16個小時（自7日
晚11時05分至8日下午3時40分），最高降雨量創1884
年有紀錄以來最高。連續兩周兩次強烈惡劣天氣，在港
工作的北京姑娘蘇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次真真切
切感受到了香港颱風預警機制的「大陣仗」，所幸自己
和身邊人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之前也碰到過颱風，從沒有這麼大陣仗。」蘇菲

說，這幾乎是她來港後遇到的最極端的天氣狀況。一周
內兩次強烈颱風引發多部門聯合預警，讓她對近期香港
的天氣條件有了較嚴肅的感知，如「蘇拉」來臨前她看
到運輸署、路政署、天文台等多個單位都在發布預警消
息，一打開手機就被相關的新聞和通知「刷屏」。今次
黑雨預警發布後，她當時所在的小區樓棟大堂也擺放了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懸掛」的標識以提醒居民。

翌日生活工作運行基本正常
蘇菲說，暴雨當晚，她正巧臨時居住在觀塘地區的同
事家，此地受暴雨影響不算嚴重，她的出行、生活仍較
正常，「這邊防水做得挺好的，路面沒被淹，整體都很
正常，只是在下雨。有點擔心停水停電，但幸好也沒
停。」
黑雨預警發布後，9月8日，她所在的公司改為居家辦

公。蘇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她身邊人的反饋，
大家的生活、工作基本在正常運行中，「大家都覺得這
屆特區政府在預警方面做得比較好，包括上周『蘇拉』
時還派飛機去風暴中心測量，今天好像也開了發布會說
要做好善後工作等等。」當天上午，蘇菲主動向父母報
了平安，當時她父母還並不了解香港暴雨的實際狀況，
「他們更多看到的是深圳被淹的消息，後來叮囑我一定
注意安全，做好防護。」

北方來港工作青年：
預警機制陣仗大

「刷屏」預告有必要

◆◆99月月88日日，，工作人員在黃大仙港鐵站外清理淤泥工作人員在黃大仙港鐵站外清理淤泥。。 新華社新華社

◆9月8日，街市攤檔照常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9月8日，在黃大仙港鐵站內，工作人員接力將污泥
從站內運出。 新華社

◆◆99月月88日日，，市民如常在餐廳用膳市民如常在餐廳用膳。。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9月8日，工作人員在柴灣清理路面淤泥。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