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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勇披保護袍
仁警扶危不邀功仁警扶危不邀功

香港從疫情中走出來，
有賴全體市民、醫護人員、公
務員及紀律部隊眾志成城，平日除暴安良的警隊其
間卸下護甲，披上防疫保護衣，冒着受感染風險奮戰新冠
病毒，用另一種形式守護香港家園。其中，「警察醫療特
別小組」更創下兩個月內，為3間公立醫院運送3,500名非
緊急救護病人的紀錄，46歲的警署警長黃敬慈是其中一
員。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回首這場疫戰，指最艱
難不是連續執勤17小時，而是目睹病人生與死交戰，最甜
的是見證病人康復，「他們回家時握住我們的手說一聲
『多謝』，多辛苦都值得，成為支持及鼓勵每位同袍的動
力。」市民抗疫路上從不孤單，「作為抗
疫其中一員，我感到很自豪，即使染疫也
絕不言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李芷珊

回首新冠疫情，2022年第五波最
觸目驚心，公立醫院瀕臨崩

潰，醫護人員急需支援之際，一批曾
接受「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程」
訓練的警員響應警隊呼籲，僅兩小時
就有45名現職警員及一名退休警員組
成「警察醫療特別小組」，接受醫管
局一日訓練課程後，翌日旋即分派往
伊利沙伯醫院、廣華醫院及瑪嘉烈醫
院，負責非緊急救護運送工作，包括
協助確診者轉院或轉送隔離地點，以
及接送康復病人回家；過程中，小組
成員的急救醫療常識大派用場。

協助轉院 善後失禁
警署警長黃敬慈是「警察導向戰
術急救醫療課程」的導師，也是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的成員。他
日前向香港文匯報憶述支援抗疫的
日與夜，當時他們主要工作是運送
康復病人回家，協助確診者轉院，
由抬病人到消毒擔架床和輪椅，甚
至包辦長者失禁後的清潔工作。
小組成員雖然沒有制服，但大家都
不分職級高低，人人落手落腳，最令
他難忘的是，一次在醫院協助處理
轉院服務期間，一名病人在非緊急
救護車上突然沒有呼吸和脈搏，他
在車上為病人施心外壓及心肺復甦
急救，無間斷地施救7分鐘，直至到
達醫院交給醫護人員繼續搶救，事後
他全身大汗淋漓。遺憾的是病人送上
病房後，最終不治。「這次經歷令我
深深體會到，在病人出現突發情况
時，『警察醫療特別小組』成員的重
要性，同時也為小組與正規醫護人員
提供攜手合作的難得機會，可以吸收
更多的經驗。」

難忘爬樓梯抬長者回家
黃敬慈憶述，2022年初當確診人數
幾何級上升的時候，他駐守的伊利沙
伯醫院轉為2019冠狀病毒病定點救治
醫院，令他工作量大增，每日工作16
至17小時，「真的很累、很辛苦」，
更難的是要戰勝生理上的煎熬：「因
為穿着全套保護裝備不方便去洗手
間，所以不敢喝太多水，真是非常辛
苦」，而穿着密不透風的保護裝備，
加上要抬病人上樓，每次轉送都消耗
隊員們大量體力，試過有隊員運送行
動不便的長者回家，抵達後才知道大
廈沒安裝升降機，眾人咬緊牙關合力
抬着長者爬樓梯，可以說一級樓梯一
把汗水。
不過，全體隊員從未萌生放棄的念
頭，他說：「抗疫是整個香港共同的

目標，我們自願參加小組不為名、不
為利，尤其我是一名警察，保護市民
生命財產是我們的天職，既然有先遣
醫療知識，就應出一分力，無論多
累多辛苦，都要堅持！」該特別小
組成立僅兩個月便功成身退，其間
處理近3,500名病人，每次見到康復
者回家與家人團聚，成員心中都感
到滿足和鼓舞。
他說，當康復者握住他們的手說
一聲「多謝」，感到所有付出都值
得，也成為每位隊員堅持下去的動
力，「更感恩的是我們46人小組中，
無人受傷或有嚴重感染徵狀。」

義行獲特區政府表彰
2022年7月，特區政府對為抗疫
有突出貢獻的個人和團體作出表
彰，「警察醫療特別小組」全體成
員獲行政長官頒發「行政長官公共
服務獎狀」（紅雞繩），同年11
月，他們到禮賓府參加頒獎典禮。
黃敬慈表示，在抗擊第五波疫情
中，「警察醫療特別小組」只是支
援性質，香港得以戰勝疫情，有賴
於國家的支援，以及一群堅守崗位
的醫護人員，「今次社會上下齊心
抗疫，正正反映出獅子山精神」，
小組作為警隊不同抗疫隊伍的一員
為抗疫出一分力，用信念及汗水寫
下抗疫路上的感人故事。

1）義工團隊

集合百多名現役及退休警察組成
抗疫專隊，支援不同政府部門

2）駐守檢疫中心

疫情初期社會動亂未平，警隊
擔負首個檢疫中心駿洋邨的保
安工作

3）借出八鄉少訊中心

疫情初期隔離設施匱乏，改建並
借出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
心，提供208個檢疫單位

4）個案追蹤辦公室

從各部門抽調人手加入三間「個
案追蹤辦公室」，及時截斷病毒
傳播鏈

5）警察醫療特別小組

派出接受「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
療課程」訓練的45名警員及一名
退休警員，安排到三間公立醫院
協助非緊急救護運輸

警隊協助抗疫主要工作

1）嚴打詐騙

偵破351宗口罩騙案，拘捕涉
嫌詐騙或企圖詐騙「防疫抗
疫基金」、「百分百擔保特
惠貸款」及製造假疫苗接種
紀錄的騙徒

2）加強巡查

聯同食環署等部門巡查各區餐
飲業務處所及其他指定處所，
確保市民遵守相關防疫規例，
防止疫情擴散

3）打擊濫發「免針紙」

就涉嫌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
學豁免證明書」的私家醫生採
取執法行動

◆資料來源：綜合警方資料

6）抗疫特遣隊

由警察學院、人事部、服務質素監
察部及資訊系統部所組成的160人應
變部隊，借調至保安局抗疫特遣
隊，協助管理社區隔離設施

7）遺體處理專責小組

抽調近400名警員成立「遺體處理專
責小組」，協助將遺體由公立醫院
移送沙田富山臨時殮房，令每天處
理個案增至200宗

8）圍封強檢

支援在「受限區域」圍封強檢行
動，協助居民有序地完成強制檢測

9）凝聚社區力量

各警區與社會各界攜手為兒童及青
少年舉辦多項網上活動，落區派發
抗疫包、積極參與抗疫義工服務，
以及支援確診居民

支援工作 執法工作

投身高風險的抗疫第一線，每天都進出醫院，為減低病毒
傳播風險，黃敬慈和隊員必須跟足標準程序，仔細做好高規
格消毒，「每次做完病人運送，我們的車輛、身體都要消
毒，然後再換上一套全新保護裝備，才去處理下一名病
人」。因為上下班都要徹底消毒，黃敬慈並不擔心自己染
疫，反而是妻子和兒子因為沒有太多時間見到他，非常牽掛
他的健康：「我太太、我個仔經常會透過WhatsApp聯絡我，
叫我小心啊、洗手啊，叮囑我保重，」令他感到家人的溫暖
和力量。
回想在醫院工作的兩個月，他們下班離開醫院前及回家後，

都會全面消毒，加上醫管局曾為全部小組成員提供相關防疫訓
練，黃敬慈並未因高風險工作而確診。他說：「那段時間因為
工作時數問題，較少與家人接觸，而且我每次收工離開醫院都
會徹底清潔，所以都不太擔心傳染給家人。」
當時自願加入小組，他是本着學以致用為抗疫出一分力，太

太及兒子一直默默支持他，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因而減少，家
人卻從無怨言或阻止，15歲兒子不時透過WhatsApp問他「爸爸
食咗飯未？今日攰唔攰呀？」當他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後，無
論多晚，太太都會預備靚湯及飯餸等他享用，「雖然在別人眼
中，這些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實
質、很有力的支持。」
他說，在疫情受控後，自己終於有時間與家人享受天倫之

樂，「一個小小的要求，就是要放假回家同兒子一齊食餐
飯。」他仍記得小組解散回家團聚時的情景，兒子開心得大
叫：「爸爸終於可以返來陪我啦、爸爸終於可以有假放啦。」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成員均
曾接受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
程，學習在暴亂、槍戰及和恐襲
等戰術環境，以及救護員到達事
發現場前，如何為傷者和警察同
袍進行急救。警署警長黃敬慈是
課程的畢業生，通過警隊數名顧
問醫生設計的考核後成為急救醫
療導師，將急救知識傾囊相授予
其他警務人員，他說：「救人很
重要，在救護人員到場前，警察
總不能袖手以待，我想將這個技
能薪火相傳。」
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程
自 2006 年 11 月推出，至今已
有近 18 年歷史，去年連開 3
班，為近70名警員提供兩日的
全日訓練，包括實習考試、筆
試，以及 7個不同的實習試。
黃敬慈憶述當年修讀這個課程
是與駐守交通部時的經歷有
關，「很多時候在交通意外現

場，道路嚴重擠塞，救護車未
趕得切到達，我們作為警察身
穿軍裝，不能夠站在一旁袖手
旁觀，救命好重要。」
為了讓更多前線同袍掌握急救
知識，他萌生成為課程導師的念
頭，報讀該課程的均是擁有基本
急救證書、駐守前線的警務人
員。黃敬慈直言，學員修讀課程
的得着就是拯救難能可貴的生
命，「學生修讀完課程後，會回
去原有『環頭』，例如衝鋒隊、
交通部，可以在日常前線工作應
用到這些知識。」
學員運用急救知識成功救人，
是他作為課程導師最有滿足感的
地方，「2023年10月26日處理
一個老人家骾喉個案，救護員當
時要設置心外壓儀器，但在搶救
黃金4分鐘內，我們不可以暫停
急救，我的同事有信心接力，一
齊做心外壓。」

短訊問候備飯餸
家人支持增動力

◆身兼「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程」導師的黃敬慈，執勤期間曾學以致用為傷者急救。
受訪者供圖

◆黃敬慈表示，當時抗疫是整個香港共
同目標，故義不容辭參與「警察醫療特
別小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攝

◆2022 年年初疫情高峰期
間，黃敬慈每日身着全套保護
衣在醫院工作多達1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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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急救醫療導師
盼技能薪火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