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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隊開班教市民天災求生
講座傳授「與天鬥」秘訣 隊員上堂學習活用救災裝備

民眾安全服務處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新界）趙汝泰
表示，民安隊於2020年至2023年間專心於防疫工

作，負責管理全港隔離設施。隨着疫情緩解，民安隊亦要
考慮未來工作路向。由於近年天文台及國際氣象組織預
測，未來氣候變化會越頻繁出現極端天氣，民安隊作為一
個輔助應急紀律部隊，需要強化隊員傷者救援、災民緊急
撤離、管理庇護中心、清理塌樹及水災搶救等技術，以減
低極端天氣對市民傷害。

開鏈鋸訓練班 強化生存技能
有見及此，民安隊今年已加開鏈鋸操作訓練班，訓練超
過200名隊員使用鏈鋸清理道路，同時增加水災搶救訓練
班，強化70名隊員水上救援技巧，包括如何使用橡皮艇
拯救災民，以及在充滿雜物的水浸地區推進。另外，民安
隊亦致力加強鏈鋸装備，以及水災搶救員所使用的助浮
衣、訊號燈、浮水繩、多功能行動頭盔等工具。
此外，民安隊亦安排近100名隊員，參與消防及救護訓
練學院提供的激流搶救訓練、滅火訓練及搶救技術訓練，
進一步深化隊員的搶救行動知識；同時與警方及消防進行
多次山嶺事故及坍塌搶救演習，幫助隊員了解紀律部隊的
操作技巧、行動程序及專業器材，讓真正行動時可加強雙
方默契。

社區教育組辦活動吸2643人參與
正所謂防患於未然，2020年8月成立的民安隊社區教育
組亦積極與政府部門及中小學合作，在不同範疇向市民推
行社區教育，包括推行「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劃」，
透過舉辦講座、訓練及嘉年華，幫助市民運用基本求生技
能，採取迅速及有效應變措施應對極端天氣及突發事故。
民眾安全服務處行動及訓練主任（社區教育）蕭寳華表
示，社區教育組自成立以來已舉辦19次「緊急事故公眾
安全教育計劃」活動，吸引2,643名社區人士參與，其中8
次因應今年極端天氣增加而開辦，隊員前往鯉魚門、杏花
邨及新界鄉村等高風險地區，向1,693名居於高風險地區
的市民傳授知識，幫助他們在風季來臨前做好準備，減低
財物損失及人命傷亡。
另外，社區教育組亦因應市民及社會不同需求作出變
動，透過視像會議平台Zoom為馬鞍山及上水婦女會進行
講座，讓市民安坐家中亦能學習防災知識。

作為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轄下的輔助紀律部隊

之一，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針對近年日

益頻繁的惡劣或異常天氣，加強隊員應變能力

和個人安全保障，推出了一系列強化訓練及裝

備措施，包括開設鏈鋸操作及水災搶救訓練

班，以及與警方和消防進行聯合演習，培訓專

業人才進行不同救援任務。民安隊社區教育組

亦推行「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劃」，透過

講座及訓練等活動，教導市民運用基本求生技

能應對極端天氣，本周六（30日）亦會於東涌

舉辦大型嘉年華，加強市民防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芷珊

卓孝業勉少年團為國為港獻力

◆ 卓孝業（中）主禮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
55周年大露營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民眾安全服務
隊少年團昨日在民安隊圓墩營舉行55周年大露營
開幕儀式，有近300名民安隊少年團員及香港其

他青少年制服團隊代表參與，獲邀擔任主禮嘉賓
的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致辭時希望青少年貢獻國
家及香港特區。
卓孝業在開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
會一如既往，透過持續舉辦紀律訓練和團體活
動，給予青少年服務社群的機會，從而培育他
們成為未來領袖和負責任的公民，為國家及香
港作出貢獻。大露營開幕儀式後，嘉賓不但能
欣賞民安隊少年團員用心準備的才藝表演，更
可於場內攤位參與不同遊戲和體驗活動，加深
對民安隊的了解。
據了解，民安隊少年團成立至今55年，一直鼓

勵青少年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和訓練，學習多項
技能，建立自信心和責任感。
另外，自2017年起，民安隊少年團與本港數
十間學校透過「夥伴學校合作計劃」，為逾
4,800名學生提供紀律和團隊合作訓練。
今年民安隊少年團繼續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和國
家安全教育，除了全面採用中式步操和升旗方法
外，亦為少年團員舉辦了30多個相關活動，例如
內地考察交流團、昂船洲軍營參觀活動、獨木舟
海岸清潔活動、生態安全推廣活動等，從而幫助
下一代認識國情和國家最新發展，提升國民身份
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嘉許狀計劃旨在表彰有持續優秀工作表現
的公務員，民眾安全服務處高級行動及訓練主
任（新界）趙汝泰亦是得獎者之一。23年來，
他曾參與沙士抗疫、嚴重災難善後工作、區議
會選舉及除夕倒數等大型活動。

「榮譽歸於部隊及民安處」
他認為這個獎項是社會及政府對整個民安

隊的認受及嘉許，並不屬於自己個人，「榮
譽歸於部隊及民安處，民安隊是一個重視團
隊精神的團隊，所有成就都是由隊員捱出來
的。」
趙汝泰現隸屬於行動及訓練組，負責統籌新

界區人群管理、撲滅山火及周日和假日郊野巡
邏任務，以及禽流感撲殺家禽等行動。除此之
外，過去23年來他曾參與多項大型事件，印象
最深刻的是2018年為期半個月的處理超強颱風

「山竹」善後工作。他說，當時香港大部分道
路均被塌樹、水浸及山泥傾瀉封閉，需要「急
call」所有隊員返回總部，而全部行動及訓練組
同事都能「自動波」完成所有工作。
趙汝泰表示，民安隊每次執行任務都需要
「一千幾百人」，即使目前編制上有3,770人，
少年團有4,032人，暫時仍能應付繁重工作，但
截至今年11月30日仍有近700個空缺。
他呼籲有志者加入民安隊，就算是有正職或
專業人士，亦可在公餘時間穿起制服，感受講
求紀律的活動，學習有挑戰性的技術，參與服
務社會工作。

抗災安民23載 公務員獲嘉許

◆民安隊隊員示範橫床拯救。 短片截圖

◆趙汝泰（右）介紹水災搶救隊員的裝備。短片截圖

◆ 民安隊致力加強鏈鋸装備，已訓練200名隊員使用
鏈鋸清理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攝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社
評

今年9月一場世紀暴雨襲港，筲箕灣耀

東邨附近一幅斜坡發生山泥傾瀉，導致耀

興道一段道路封閉至今，仍在修復之中，

居民出入不便；黃大仙亦是暴雨重災區，

居民期望政府早日解決區內渠管老化問

題、改善排水設施，避免再受水浸之苦。

民生無小事，災後重建造福市民，關鍵在

於加快落實，政府有關部門須急民所急、

解民所困，制定相關改善工程的明確時間

表，向市民清晰交代進度，以實際行動展

現管治新氣象。

雨災距今已3個月有多，土力工程處、

路政署、渠務署等相關部門已展開修復工

程，不過議員、居民普遍反映工程進度緩

慢，居民無奈忍受交通出入不便，更增加

對明年雨季重臨、再蒙損失的焦慮。就何

時能重開耀興道，有議員曾多次就工程進

度與政府部門會面，得到的答覆是，由於

工程有一定技術難度，影響施工進度，政

府將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工程，預計最快明

年3月率先開放一條行車線，並爭取明年

雨季前、即約 6 月完成來回兩線全面開

通。這意味着居民至少還要忍受半年出入

不便之苦。

耀興道封閉期間，多條巴士小巴專線改

道，耀東邨居民出入大受影響，年邁長者

出入更困難，甚至連覆診也要改期。有長

期在區內服務的人士表示，封路令幾百戶

居民受影響，雖然理解政府需時處理，但

希望當局加快工程進度，增加工作透明

度。道路修復受制客觀條件或需較長時

間，但並非無臨時的變通辦法。有議員促

請運輸署在耀興道重新開放前，於繁忙時

間增設臨時巴士或小巴線，以方便居民特

別是長者、行動不便的人士出行。運輸署

應從善如流，主動與巴士公司、小巴業界

協調，增設繁忙時間班次，回應市民迫切

訴求。

至於黃大仙龍翔道一帶水浸黑點的渠道

改善，則反映當局有必要進一步急居民之

所急、憂居民之所憂。針對低窪地區等水

浸黑點，渠務署表示已經制定多項治理水

患措施，包括實行「及時清渠」安排，在

預測有暴雨來臨時提前部署，預早派遣隊

伍巡查全港約220個容易受水浸影響的地

點及清理淤塞管道等。這些措施只能治

標，黃大仙水浸黑點的癥結在於渠道老

化，需要全面整改方能治本。

有地區人士曾就相關議題與政府代表會

晤，政府表示將從四個方面展開跟進工

作，包括研究改善進水口設計以減少溢出

的地表徑流、加強檢查及清理路邊集水溝

及進水口並研究改善道路排水設施等，其

中一拖再拖的黃大仙地下雨水蓄洪池工

程，在政府通過撥款後，最快明年動工。

雨季再來時間不會太長，天有不測風

雲，去年世紀暴雨出乎預料，市民心有餘

悸。改善道路排水工程、不讓市民再受水

浸之苦，不能停留於研究階段，必須爭分

奪秒，要有清晰工程時間表， 若要申請

立法會撥款，更應提前準備。進入全面落

實「愛國者治港」新階段，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要與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方力量

良性互動、互相配合，拿出更有效舉措，

為民辦實事、解難題，讓市民得實惠，不

負市民期望和信任。

災後重建須急民所急
國家發改委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

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國家推動大灣區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

商環境，為香港發揮獨特優勢、貢獻國際一流灣

區建設所需提供更大發展空間，為港人創業就業

創造更多機遇。香港要與灣區內地城市加強互利

合作，共同營造统一高效、競争有序的市場環

境，助力把大灣區打造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引

擎，促進國家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

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

略地位。「行動計劃」共涉及7大項24條具體措

施，目標是經過3年努力，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

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基本建立，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

平，市場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營商環境國際

競爭力居全球前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

「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部署後，

中央接連推出《前海總規》、《橫琴總規》， 到

此次行動計劃，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遞國家加快開

放、真抓實幹促發展的強烈信號。香港是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之一，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實行普

通法制度、法治成熟，獲國際社會充分肯定。建

設大灣區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香

港憑藉獨特優勢大有可為。

引人關注的是，「行動計劃」提出包括CEPA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擴容等

支持香港發展的系列政策。 當中包括研究進一步

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資質要求、持股比

例、行業准入等限制，將有關開放措施納入

CEPA框架下實施；在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之

外的領域，清理取消港澳企業在招標投標、政府

採購、權益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差別化待遇；探索

推進大灣區內允許港資、澳資企業就所涉爭議選

擇港澳為仲裁地；優化港澳專業人士在大灣區內

地的職稱申報評審機制，研究在部分重點領域率

先推動港澳專業人才在大灣區內地便利執業等。

港企可比外資企業更優先進入內地市場，香港仲

裁服務廣泛進入灣區內地9城市、香港專業人士

可更便利在灣區內地執業，這一系列政策利好體

現中央一以貫之對香港的大力支持，進一步解決

「大門已開、小門未開」的問題，有利於香港高

端服務業通過拓展整個灣區市場做大做強，同時

助灣區內地服務業升級。

「行動計劃」對港人創業就業提供新渠道、新

平台。「行動計劃」提出，加快推動港澳居民中

的中國公民依法報考大灣區內地公務員；為港澳

青年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支持港澳服務提供者在

廣東省按規定開設和運營養老服務機構；深入推

進「灣區社保通」、「港澳藥械通」，探索港澳

醫療保障在大灣區內跨境結算等，這些政策切實

解決到港人在內地工作、學習、生活的痛點難

點，為港人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開門路，為

港青在灣區實現美好人生提供寬廣平台。

中央推進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香港必

須主動對接、積極有為。如在推動政務數據共享

上，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身份認證、電子證照等

信息資源共享互認，政務服務「同事同標」；在營

造開放環境上，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聯合

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在深入實施

「灣區通」工程上，要在更多粵港口岸實施「一地

兩檢」、「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支持更多符合條

件的港澳非營運私家車無需配額多次經港珠澳大橋

口岸進出廣東省等。對於這些政策的推進、落實，

特區政府要大膽變革、真抓實幹，主動支持、配合

落實「行動計劃」，切實增強灣區發展動能。

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建國際一流灣區營商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