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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武漢，逾2000名
滯留湖北的港人正親歷其境，有人同在
抗疫一線忘我奮戰，收治病人、記錄歷
史；有人思考未來；有人努力克服各種
困難；然而，他們堅信有信心就可打贏
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
，特區政府衛生署、醫管局、入境處等
多個部門與駐武漢辦，過去兩周不斷協
助滯留湖北30個城市的2200名港人，例
如逐批送藥至少惠及約90人，中聯辦、
物流公司和當地政府都大力支持。特區
政府希望在確保本港有足夠檢疫設施之
下，帶有需要的港人回家。兩地合作下
，當地十名確診港人已獲醫院順利收治
，目前情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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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後，敖慕麟作為特約記者赴前線採訪 電視截圖▲謝俊明（左）過年前趕抵武漢亞心總醫院，坐鎮一線穩定軍心

武漢封城當日是農曆年廿九，有人趕在
最後期限前離開。投資創辦武漢亞心總醫院
的港商謝俊明，卻火速從香港趕抵武漢。
臨走前，這位董事長甚至沒來得及與家人道
別。

「這時候我哋不做，邊個做？」
解封日遙遙無期，謝俊明偏向虎山行，

過年與家人團聚顯然已不可能。對於知情後
無比擔心的家人，謝俊明答得輕描淡寫： 「
開醫院，預咗了」 。安撫好家人、得到了
最堅實後盾的支持，挑戰才剛開始。

謝俊明急於趕往武漢，正因疫情嚴峻，
求診的發燒病人增多。加上春節前封城，他
坐鎮一線，才能穩定軍心，但調配資源是更
艱巨、更實際的困難。初期疫情未明，亞心
總醫院三十多醫護感染新冠肺炎，謝俊明為
尋覓防護裝備焦頭爛額，至今未敢鬆懈。一
線醫護在高風險環境工作後，不能回家居住
，謝俊明又要解決吃住問題。有足夠後勤保
障，醫護才能安心抗疫，病患才能獲妥善救
治，這都離不開謝俊明運籌帷幄。

不過謝俊明更敬佩前線醫護，防護服一
穿幾小時，不透氣，很易頭暈眼花，辛苦加
高風險，卻個個士氣高昂。其實謝俊明和前
線醫護都深知，既然選擇了救死扶傷，就須
克服艱難與恐懼，但他依然輕描淡寫： 「呢
個時候我哋不做，邊個做呢？」

全部床位接收確診病人
作為港商投資，亞心總醫院為全力抗疫

，主動提供全部近400床位，接治新冠肺炎
患者，代價是暫停非緊急專科、轉移相關病
人。此舉獲得在武漢指導疫情控防工作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盛
讚。被問到營收影響，謝俊明說： 「國家有
難，唔計呢啲」 。他又強調政府亦向其資助
抗疫藥物，現在只擔心病人多、 「收唔切」
。他也認為，比藥物更重要的，是信心。

目前謝俊明每天在醫院工作十幾小時，
大公報記者從香港與他進行了短短數分鐘的
採訪，他的回答都很簡短，卻也有力，像在
指揮軍隊。放下記者來電時已近晚十時，一
個前線會議正等待他。

我也不是什麼都不怕
記者出現病徵：

▶疫情期間
，韋文傑在武漢
仍能購得白米、
食油、食物及消
毒用品

◀許勤業嘆疫
情令生意雪上
加霜，希望有
新政策助中小
企渡過難關

武漢封城後，當地港人陸續收到特區政
府駐武漢辦主動來電問候，包括在武漢經營
港式餐廳的韋文傑。來電者是自願留守的、
駐武漢辦主任馮浩賢，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並登記各人返港意願。特區政府亦設熱線，
供當地港人求助，包括衛生署熱線提供醫療
意見。

謝駐武漢辦送藥
在武漢港人，不少投資經商多年，年紀

日增，不少人有長期病患需服藥治療，韋文
傑是其中之一。經馮浩賢帶領的駐武漢辦協
調，特區政府多部門合作，把藥物從香港送
到武漢，解決了韋文傑等當地港人的燃眉之
急。當地港人亦互相交流疫情資訊，守望相
助。

近日有傳因疫情滯留湖北的港
人，抱怨難以聯絡到駐武漢辦求助。
不過原來封城後，駐武漢辦僅剩四人
留守。而駐武漢辦肩負的職能範圍，
多達湖北、湖南、山西、江西、河南
五省，工作以經貿為主。許多滯留港

人其實並非常住當地，
與駐武漢辦無長期聯繫
。更何況留守的駐武漢

辦人員也要保障生活，才能維持有限度運作
。在武漢生活11年的韋文傑相信，駐武漢辦
已盡力而為，應互相體諒，不應過於苛責。

餐飲業遭疫情沉重打擊，尤其是武漢的
餐廳全線停業，但韋文傑對未來依然樂觀。
他認為疫情過後，有人可能節省不少開支、
會花多點，有人也可能就此習慣在家煮食，
因此估計生意升跌在20%上下。儘管疫情期
間生意損失，但現時他寧願大家如非必要，
例如外出買日用品，就盡量耐心留在家中，
以免掉以輕心導致前功盡棄染上惡疾。

斥醫護曠工「好醜」
會否因這次疫情離開武漢？韋文傑堅決

否定，笑言 「始終喺度娶咗老婆」 。在他眼
中，武漢是家，有親情，有友誼，有事業。
他看好內地總結經驗、繼續發展，自己則不
排除疫情過後開多兩間分店。

韋文傑亦經常關心香港情況。對於醫護
曠工，他直言感到 「好醜」 ，希望政府對破
壞香港名聲及公共服務的行徑有所行動，給
市民、病人一個交代。至於抗疫，他呼籲政
界不要只顧抽水、 「得個講字」 ，政府則要
更堅決、 「應做則做」 ，為市民提供更實質
的幫助。

許勤業1985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13
年前在武漢創辦教育機構，服務有志到香港
升學的內地學生。武漢封城後，他收到特區
政府駐武漢辦主任馮浩賢的微信訊息。那是
他的中大師弟，疫情下來自熟人的噓寒問暖
，令他倍感親切。

遏制炒賣 「唔會買唔到廁紙」
為服務更多內地學生，許勤業平日工作

足跡遍布全國，包括返港聯絡各大學。封城
後不得不留在武漢家中，反而讓許勤業有更
多時間陪伴妻子和兩個年幼兒子。

封城後初期，許勤業尚可到超市買日用
品，但隨着抗疫力度加大，現在他居住的小
區已不建議居民外出。好在物業管理處保持
運作，協助居民採購，雖然蘋果沒有多個品
種可選、豬肉沒有多個部位可揀，但起碼保
障物資足夠供應。據許勤業觀察，武漢並非
愁雲慘淡， 「起碼唔會買唔到廁紙」 ，有關

部門遏制炒賣，內地在危機中展現出制度優
勢。

生意停滯 冀良策解民生困境
疫情終將過去，一切會重回正軌。許勤

業接受記者訪問時表明有此信心，但坦言對
工作事業的發展也有憂心。去年香港動盪，
內地學生望而卻步，其生意大減七成，不幸
又遇上疫情，可謂雪上加霜。

目前員工雖在家辦公，但始終效率受限
，亦無法與學生面談，公司運作陷入停滯。
若疫情拖多兩個月，隨時結業，因此許勤業
或要與員工商量調整薪酬、共渡時艱。

另一方面，許勤業在內地的出租物業，
有租戶提出免租要求；許勤業苦笑說，人人
都受疫情影響，租戶有經營壓力，業主也有
按揭壓力，希望內地銀行能夠容許延遲還款
，形成良性循環。 「冇諗過需要點樣幫，但
希望有關政策，要有適當配套措施。」

疫情過後開多兩間
港式餐廳老闆：

救人 先不計金錢
港資抗疫醫院：

危機中見證制度優勢
香港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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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開始蔓延時，敖慕麟正穿梭武漢、
香港兩邊跑。他的老家在武漢，大約十年前
離鄉來港讀書及工作，去年準備換新環境發
展。

1月23日武漢封城，敖慕麟正身處家鄉
，收到舊僱主鳳凰衛視邀約擔任特約記者。
儘管疫情愈趨嚴峻、連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
都來不及消化，他仍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事
後回想，他承認心中依然有一股記者遇上重
大事件的衝動與亢奮，正是他讀新聞、做記
者八年練就的本能反應。

本能使命感 冒險不言悔
敖慕麟深知資訊及時傳遞，對防疫的重

要性。但事出突然，頭幾天他只能用手機拍
攝現場，直到費盡周折找到當地攝影師願協
助採訪，才有專業器材。武漢交通管制日益
嚴厲，外出採訪時他父親幫忙駕車尋路，好
讓兒子集中精力報道。

沒有防護服，敖慕麟自知須遠離風險。
此時，不鹵莽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社
會負責。不過疫情的迅猛令人始料未及。採
訪第四天，敖慕麟和父母均出現新冠肺炎症
狀，入院檢查證實感染，他和母親輸液後回
家服藥恢復，病情惡化的父親則留院隔離輸
氧至今。

原本大可推掉特約記者工作的敖慕麟說
，不覺得自己多崇高，也不想做英雄，更寧
願沒人需做英雄。 「我也不是什麼都不怕，

只是能做就做了，沒有多想」
。他和家人沒有後悔和怨言，他們更希望向
前看，勇敢面對新狀況、解決新問題， 「後
怕沒意義」 ，他們也是平凡人。

敖慕麟一家的心態就像武漢人的縮影，
他形容為 「大大咧咧」 ，似乎天塌了都有辦
法應對。或許是這樣的心態，讓武漢在歷史
上長久留名，從武漢會戰到九八抗洪，武漢
人眼中不存在滅頂之災。

武漢無搶購 籲港人理智
當初在醫療資源緊張之下為父親找床位

，敖慕麟曾與上百人在醫院排隊輪候，站足
四小時，人龍延伸到零度寒風中。有人身穿
睡衣，有人明顯病情急切。雖偶有排隊問題
引發爭吵，但現場不見恐慌與絕望。大家知
道，救治工作已24小時無間斷，圍繞九省通
衢的支援亦源源不絕，悲觀無用，化解難題
總要一步步來。近日小區封閉，敖慕麟又和
居民聯同社區，用微信向菜販訂購蔬果，每
次在小區門口交收，果然辦法總比困難多。

敖慕麟也難忘，剛封城到一藥店採訪，
店主明知口罩珍貴，卻堅持不加價，原因是
「這錢賺不得，不能發國難財」 。對於生活

多年的香港，敖慕麟呼籲市民不必搶購廁紙
等日用品， 「這段時間連武漢都有足夠物資
供應，沒發生搶購，大家要理智」 。他也希
望付出代價能換來汲取教訓，使疫情警示機
制進一步完善。

▶韋文傑獲特區政
府駐武漢辦協助，
取得急需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