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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佐敦道華豐大廈前日發生三級火

災，受影響的居民、旅客無論生活還是情緒

方面都需要及時有效的支援，尤以不懂廣東

話的少數族裔或外國旅客更需要關注。油尖

旺區議會尼泊爾裔議員Aruna GURUNG在事發後，每天

都由清早忙到深夜，包括主動幫助驚慌失措的印度裔旅客

順利搭乘飛機離港，協助兩個在逃生時與父親走散的無助

小女孩與父親團聚。Aruna說，大家是一個整體，在有需

要時自己一定會盡力幫忙。她希望各界能夠持續關注事

件，並盡己所能伸出援手，讓溫暖傳遞開來。

Aruna說，當日火警後她在庇護中心時見到數百災民，

其中至少50個是少數族裔，來自尼泊爾、斯里蘭卡、印

尼、菲律賓等地，有遊客，也有大廈居民。

「我見到佢嘅手喺度震，真係喊出來。」Aruna GU-

RUNG 說的是一名 60 歲左右來自美國的印度裔男子，

「我真係未見過有男嘅會咁喊，可能佢真係好驚。」

該名男子在前日（10日）華豐大廈火警後，到臨時庇

護中心暫避。Aruna留意到他後第一時間上前安撫，告訴

他現在這裏很安全，請他不要害怕。經過安撫，男子情

緒慢慢穩定。

「讓他們在驚惶中感受溫暖」
Aruna進一步詢問他的需求，了解到他需要搭乘第二天

上午的飛機，需要返回事發賓館拿行李，Aruna遂從中協

調，幫他拿到行李又幫忙叫的士，讓他準時去到機場。

這名男子臨走時再三感謝Aruna與相關工作人員的幫助，

相信他這段香港記憶留下的不只有驚險，更有溫暖。

在庇護中心服務時，Aruna還特別留意到兩個十多歲、

沒有大人陪伴的小女孩。她說，她們的樣子看起來害怕

又着急，於是上前和她們聊天後，得知兩個小女孩只會

講英文，來自瑞士，和媽媽在逃生時與爸爸走散。媽媽

帶她們來到庇護中心安頓後，又獨自前往事發地點尋找

失散的爸爸。

Aruna了解到這個情況後立即向團隊的工作人員反映，

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兩位小女孩的媽媽成功在30分鐘

內找到爸爸並回到庇護中心，一家四口終於團聚。

Aruna說，可能因為「驚得滯」或者安全及私隱意識較

高，這些災民往往都不會主動講話，因此需要主動體察

他們的需要。

尼泊爾裔的 Aruna 會講印度語、粵語、英語等多種語

言，除了在庇護中心，她還奔走在醫院、事發大廈等

地，幫忙做翻譯、指導填表格、派發物資、指引災民

等，她還留下電話號碼讓有需要人士隨時聯絡她，只希

望能把災後支援工作做得好一些、再好一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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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
大和尚昨日對佐敦道華豐大
廈奪命火災的發生表示極度
悲痛，他呼籲全港佛教弟子
誦經超度火災罹難者，祈願
亡者往生善道；亦祈求佛菩
薩加持，祝願受傷人士早日
康復；以及所有經歷災難者
早日釋懷，安定身心，重過
新生。

誦 經 超 度

火頭疑是煙頭 焫着膠袋釀巨災
消檢過期未遵辦 門損灌煙不易撤 間隔改動救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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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專責組出動高科技儀器進入火場搜集環境數據。 消防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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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60年
樓齡、賓館及劏房林立的油麻地佐敦道華
豐大廈，前日發生奪命三級火後，事隔一
日大廈昨日仍未恢復供水供電，受影響居
民及旅客陸續獲安排返回大廈內的單位或
賓館，取回生活必需品及行李後搬到別處
暫住，他們憶述逃生情況時猶有餘悸。
昨日現場所見，大廈各出入口均有警員把
守，低層外牆燻黑。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在現
場設立跨部門援助站為居民登記資料，關愛
隊亦在場協助。另在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
心，亦有受影響的居民向民政處登記後由旅
遊巴載返火災現場。到中午約12時，
警方開始讓已登記居民在人員陪同下，
分批上樓取走個人物品再離開。
據了解，警員讓有需要的居民上
樓，例如取回旅遊證件、長期病患的
藥物，以及要離港的賓館旅客取回行
李等。現階段優先讓高層住戶上樓，
低層則稍後安排。有賓館住客透露，
事發期間火警鐘未有響起，公共地方
充斥大量垃圾及雜物。亦有住戶表
示，後樓梯防煙門長期打開，未曾見
過大廈管理員派人檢查大廈消防設
備。

居於14樓的一名女住戶憶述，前日火警
時，她打開單位大門只見一片濃煙，無路可
走，一度擔心自己葬身火海。逃生期間她因
吸入過量濃煙需入院治理，當晚出院後獲安
排到區內賓館暫住，打算返回大廈取回衣服
及貴重物品。取回行李的旅客陳太離開大廈
後表示，起火位置的牆身燒得比較黑，煙燻
味濃烈，另有支架被燒到全部跌下來，很多
玻璃都燒爆，沿途上落都比較危險。

韓客感謝港人援手
到場想取回個人物品的韓國旅客朴先生

（JIWON PARK）則表示，他與女友來港
旅遊4天，昨日是旅程最後一天。他憶述事
發時和女友在一樓與起火位置相近的賓館
內，當時先聽到女性尖叫，打開房門看到濃
煙密布，立即與女友逃生，但打開賓館大門
後因煙霧太大而無法逃生，其後轉身逃出花
園，幸獲地盤工人救離現場。他感謝港人及
香港消防員、香港特區政府，均提供適切及
時的協助，他會為火災死傷者祈禱。
昨日亦有更多居民及旅客逃生片段曝

光，片中可見一批十多名的男女驚慌逃
生，當中包括內地及外籍遊客，部分更手
抱小童及嬰孩，鏡頭拍到大廈內火勢猛
烈，多層單位冒出濃煙，他們逃到大廈後
方平台前無去路，於是大聲求救，獲正在

附近施工的多名地盤工人架起鐵梯協
助成功逃生。
有份救人的燒焊工人文先生昨日表

示，當時他剛上班，發現華豐大廈發
生火警，原本打算只是觀望，其後見
多人逃生及「叫救命」，立即聯同七
八名工友一齊搭梯救人。其後他又衝
入大廈一樓，數十秒內救出一名老
伯，又帶領一名抱住黑色柴犬的男子
逃生，惜當時濃煙密布，無法救出其
他樓層的居民。其地盤當日上午亦受
火警影響要停工，但獲公司表揚各工
人「做事都好正確」。

居民旅客暫准返回執拾必需品

◆◆一名休班民安隊員和七名地盤工人協助走火警的居民撤一名休班民安隊員和七名地盤工人協助走火警的居民撤
離簷篷走進工地離簷篷走進工地。。 片段截圖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日佐敦
華豐大廈一場三級火奪走5人寶貴生命，
40名傷者中昨日仍有7人危殆，一度命危
的7個月大女嬰則轉為情況嚴重。5名死者
中，據悉包括一對持工作簽證來港工作的
印尼籍年輕夫婦，當中丈夫更疑在逃生時
墮樓身亡。
火警中不幸離世的5名死者，包括66歲

男長者黎嘉倫、69歲男長者曾慶偉，兩人
均持有香港身份證。黎伯在通往正門樓梯

的7樓至8樓梯間被發現，曾伯則在2樓走
廊被發現。
至於兩名分別23歲及24歲的夫婦，均

為印尼籍，持工作簽證來港在九龍區一
間五星級酒店工作，23歲丈夫疑在逃生
時從高處飛墮1樓簷篷身亡，24歲妻子
則在 2樓走廊被發現。最後一名女死者
初步知悉為56歲菲律賓籍女性，須等候
進一步指模辨認，她亦在 2樓走廊被發
現。

朋友盼兩遺體返鄉安葬
3名死者的親友昨日早上到大圍富山殮

房認屍，一名聲稱是兩名印尼男女死者朋
友的印尼男子在一名女子陪同下認屍。
他表示希望能將兩人遺體運回印尼安

葬。姓曾男死者的表姐與夫認屍後透露，
死者一家人已移民外國，香港甚少親人，
死者日前來港旅遊，不料遇上奪命火災。
目前7名危殆傷者分別留醫伊利沙伯醫
院、瑪嘉烈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瑪麗
醫院，已由危殆轉為嚴重的7個月大女嬰
留醫廣華醫院。

印尼小夫妻來港工作命喪火場

佐敦華豐大廈前日發

生奪命三級火，造成 5

死40傷。昨日調查出現

眉目，初步認為起火源頭很可能在一樓天井，將調查煙蒂燒着天井雜物的可

能性。消防處九龍南分區指揮官林建軍昨日表示，該大廈本身的消防年檢已

過期未有遵從，大廈亦曾未經申請改動內部結構，單位有不同間隔致樓層人

數增加，增加救援困難；此外大廈內接近正門入口的主樓梯部分防煙門有損

毀，是導致樓梯有較大濃煙的原因之一，令居民無法從主樓梯逃生，對傷亡

造成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據了解，消防與警方經通宵調查，初
步認為火警不涉刑事或縱火，起火

源頭很可能在一樓天井，該處儲存了一批
清潔工具和大量膠袋，一些平台遺留為數
不少的煙蒂，懷疑因此導致火勢迅速向上
蔓延。有消息指煙蒂肇禍屬其中一個可能
性，亦會循電子裝置短路等其他可能性
調查。

燈箱燒至熔化 產生有害物質
根據《消防條例》（第95章）中所指的
火警危險，主要是指在大廈公眾地方存在
的火警隱患。故此，以一般住宅樓宇而
言，消防處會巡查其公用部分有否違反
《消防條例》，例如走火通道有否阻塞
等。據悉，今次火警大廈的走火通道並無
受阻，相關政府部門會繼續跟進。
林建軍指出，今次起火範圍主要在面向
正門的主樓梯以及1樓、2樓，該處位置嚴
重焚毀。而華豐大廈共有三條樓梯，其中
一條火警時幾乎沒有濃煙，有百多名居民
經此樓梯逃走，但接近正門入口的主樓梯
則受濃煙影響嚴重，居民無法從該樓梯逃
生，事後經檢查發現該條主樓梯有數道防
煙門損毀。
他續指，今次火警中，大部分高層單位
未受火勢波及，但大廈內有不少劏房和賓
館，需逐個敲門或爆破搜索，以確保沒有
人被困。他透露，今次行動中的爆破比以
往多，而現場有不少膠製建築物在牆邊，

天井位置有不同種類的膠袋堆積，一樓部
分燈箱燒至熔化，以致產生濃煙及有害物
質。

塑膠燃燒熱力 較木材高一倍
他說，經翻查紀錄，消防處對上一次巡

查華豐大廈是今年2月9日，當時並無發
現問題，但今次救援過程中發現大廈本身
消防年檢已經過期未有遵從，消防處有需
要會採取進一步執法行動。
對於消防處指今次起火位置在大廈 1
樓、2樓大堂，且1樓有大量燈箱等塑膠物
品堆積，消防顧問梁錦得指出，塑膠燃燒
時，每公斤可釋出約40焦耳熱力，較木材
高一倍，而今次大火有死者倒臥在7樓至8
樓的梯間，反映火勢蔓延得十分迅速。
他推測當時現場「既高溫又大煙，完全

不適合走火警，簡直地獄一樣」，認為若
樓梯不適合走火警，居民最安全的做法便
是留在單位等待消防救援。

田北辰質疑 何故長年未執法
今次火警亦揭爆，屋宇署早於16年前已
要求華豐大廈更換防煙門等，但至今仍未獲
遵從。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要求屋宇署盡快交
代原因，須解釋為何十多年也沒執法。他指
《建築物條例》若要求整改，但對方不遵
從，除執法、罰錢及判囚外，認為還可以先
出資為大廈做工程，然後再向業主收回，將
來《消防條例》亦可以這樣做。

消防處前處長、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
部顧問林振敏直言「生命是自己的」，居
民見到消防設備不合格，防煙門或走火通
道有問題，必須投訴。他認為居民也有責
任，要反思。除此之外，居民平日在未有
火警時，亦應「預演」熟悉逃生路線，包
括能否暢順到達地面或上到天台，並確保
天台門沒有鎖上等。
至於面對大火「走與不走」，林振敏坦

言需按照實際情況應變，一般而言樓宇的
耐火性能最少可堅持1至2小時，防火門
最低限度可耐燒半小時。若確定火頭相距
較遠，例如在樓上數層或在樓下數層，則
不一定要離開單位。就算要走火警，最重
要帶備「逃生三寶」，即濕毛巾、鑰匙及
手提電話，以便逃生時可用濕毛巾掩鼻，
保護氣管避免吸入煙霧；若發現外間情況
較屋內危險，亦可隨時用門匙開門返回安
全地方；手提電話則可用來求救，通知消
防人員自身受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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