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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和誰是一家人？
抗疫大局面前，香港人同坐一條

船，必須團結才能渡過難關。但令人
感到吃驚的是，在如此嚴峻情況下，
陳方安生日前仍然公開宣稱，不認為
所有香港人是 「一家人」 ，繼續鼓吹
和煽動社會對立。

即便有再大的政治歧見，在面對
新冠病毒肆虐的情況，都應當拋開分
歧，齊心抗疫。畢竟，病毒不會區分
政治立場，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感染者
。更何況，團結是一個城市能否健康
發展的關鍵，香港過去數十年來之所
以能克服各種挑戰，靠的就是象徵團
結奮鬥的 「獅子山精神」 。

誠然，當前香港面臨嚴重的社會
對立問題，以至於出現醫護臨陣脫逃
、政客忙着 「抽水」 攻擊的荒謬事情
。但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不是別人，
恰恰是陳方安生自己。

過去數年來，為求達到配合美國
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 「亂港四人幫
」 千方百計攻擊抹黑特區及中央政府
，更多次跑到外國，唱衰香港，甚至

公然要求美國當局 「制裁香港」 。去
年黑色暴亂最嚴重之時，不僅沒有呼
籲年輕人停止暴力，反而繼續推年輕
人去做 「炮灰」 。曾經無比團結的 「
一家人」 ，幾成不共戴天的 「仇家」
，孰令致之？

某種程度來講，陳方安生說得
沒錯，香港如今已經被搞得 「家嘈屋
閉」 。在她眼裏，真正的 「一家人」
是美國人，是那些曾經親切接見過
她的美國政客們，香港人不過是可
以操縱的工具，根本不配和她是 「一
家人」 。

還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駁斥得
好，面對目前的處境，港人沒有第
二選擇，必須團結視大家為一家人
，無論以往有多大的分歧都要一同
面對眼前的危機，否則香港無法復
元。

當然，對於陳方安生來講，香
港成了廢墟，或許才是她最想要的
，團不團結又有何關係
呢？

抗疫形勢依然嚴峻 港人切勿麻痹放鬆
新冠肺炎持續肆虐，感染個案不

斷上升，存在社區大爆發的高度風險
。但與嚴峻的抗疫形勢形成對比的是
，香港社會呈現出麻痹放鬆的狀態，
公眾聚會一切如常，社區防疫徒有形
式，政治對抗又不斷升溫。必須指出
，防疫絕不能有任何鬆懈，否則病毒
一旦突破防線，所有努力都將功虧一
簣。

在特區政府全力防控措施之下，
香港抗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一方
面體現在整體感染數字維持在相對較
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體現在個案仍以
輸入為主，並未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
發。正因如此，香港社會由一開始的
恐慌，逐漸恢復 「常態」 。這種狀態
十分危險，因為香港抗疫形勢並沒有
出現根本性轉變。

首先是社區爆發的可能性正不斷
增加。最明顯的例子在於，沒有與內
地接觸史的感染個案持續出現， 「打
麻雀家族」 、 「食火鍋家族」 不斷被
發現，上周更出現北角佛堂 「福慧精

舍」 四名長者集體感染的個案。如果
再進一步擴大視野，從筲箕灣、小西
灣、太古再到北角，整個港島東區已
成為病毒傳播的重災區。若港島東淪
陷，整個香港又豈能安然無恙？

其次是境外輸入個案的可能性增
加。內地除了湖北省之外，其他省
市都已持續多日沒有新增個案，這
無疑是好的消息。但包括日本、韓
國乃至意大利、美國等地，都不同
程度出現爆發跡象。以韓國為例，連
續三天新增超過百宗感染個案，當中
又以某宗教教派為甚。以香港與日韓
的緊密聯繫程度而言，傳入香港絕非
不可能。

但香港社會的整體抗疫態度，並
沒有隨着形勢的嚴峻而緊張，有幾個
例子可以說明。第一，聚會一切照舊
，市面車水馬龍。吃火鍋雖然少了，
但餐敘並沒有真正減少。不只是商業
區，在許多居民區的酒吧，依然是一
副 「歌舞昇平」 之狀；第二，日韓旅
遊似有不斷升溫的情況，打着 「買口

罩」 旗號的旅行團幾乎每日出行，人
數眾多，風險在增加；第三，政客並
沒有停止政治攻擊，相反變本加厲，
一方面加大對特區政府的攻擊力度，
另一方面在立法會繼續 「拉布」 ，阻
撓紓困撥款。

政客的挑撥，分散了港人的注意
力；而每日公布的疫情，又不足以令
社區提高警覺。這樣下去，難保不會
出現紕漏。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宣傳
，更應採取必要措施。尤其在於，必
須對處於高度風險的港島東一帶，採
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清潔防疫舉措。

習近平主席昨日在統籌推進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
署會議中指出： 「必須高度警惕麻痹
思想、厭戰情緒、僥幸心理、鬆勁心
態，繼續毫不放鬆抓緊抓實抓細各項
防控工作，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
」 香港仍遠未到抗疫成功的階段，行
百里者半九十，韓日兩國在後期爆發
疫情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香港應當
引以為戒！

社 評 井水集

缺藥缺食物
周女士

周小姐1月21號與患有羊癇症
的女兒回到湖北探親，豈料被困當
地至今，女兒藥物吃完，曾經試過
凌晨病發，送到醫院已經凌晨四點
。除了藥物短缺，周女士同樣面對
着食物短缺的情況，家中已經剩下
菜地種的菜和過年時包下剩餘無幾
的餃子及少量牛奶，她希望特區政
府可以出手救助她們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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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港孕婦滯湖北 急待救援
湖北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嚴重，一名長居武漢市
的77歲港人疑感染新冠肺
炎，昨日死亡。現時仍有
超過2500名港人滯留湖北
。工聯會、民建聯昨日公
布，至今分別接獲607宗
與 140宗港人滯留湖北求
助個案，涉及九名懷孕五
個月至七個月的孕婦，全
部因滯留至今無法做產檢
，恐影響胎兒。亦有長期
病患者缺藥，急需救援。
工聯會將近50名港人列作
緊急處理個案，希望特區

政府幫助，例如包高
鐵接回港人。

工聯會民建聯收747求助 建議包高鐵接返

▲工聯會希望政府出手幫助滯湖北港人

防控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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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湖北省的求助港人
急需回港原因

急需回港原因
工作
有要務需要回港辦理
長期病患需要藥物和覆診
懷孕
需要回港照顧小孩或長者

大公報記者整理

求助宗數
184
26
47
5
21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楊天智
報道：工聯會接獲26宗涉特殊情況須盡
快回港，包括有學生需回港考試及需履
行合約和上庭聆訊等，不少學生擔憂學
業受影響，現時亦有十多名嶺南大學學
生被困湖北。

有準備文憑試（DSE）中學生因無法
返港而導致無法複習，擔心成績受影響
，有博士在讀生則害怕長時間的滯留令
課程無法進行，導致畢業時間延長。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
昨日於會上指出，現時正有十多名嶺大
學生因課外考察而滯留湖北。嶺南大學
昨日回覆《大公報》指，一直與十多名
目前在湖北的學生保持聯繫，大學職員
亦開設即時訊息群組，定期與他們聯繫
，關心他們的需要。若同學有個別需要
，大學會按具體情況給予適切的協助。
嶺大又指出，學校已開始網上授課，呼
籲目前不在香港的同學留在當地，如同

學有任何教學上的問題，各學術部門亦
會提供協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滯留
在湖北的大部分港人都因滯留當地導致
暫時沒有收入，很多人都是手停口停，
擔心無法回港繳納房租、貸款等，導致
無家可歸、被解僱或失業。有店舖東主
因逾月未繳付租金，也沒有營業，擔心
因此背負巨額債務。滯留港人希望政府
能以個案方式處理不同人的需要。

滯鄂DSE考生憂影響成績

滯留湖北省求助港人分布
總數：492

註：截至2月23日，向工聯會求
助總數增至607宗

長居港翁不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晚發稿稱，一

名長居武漢市的77歲香港人疑感染新冠
肺炎，不治身亡。個案被納入為感染個
案，駐武漢辦事處獲悉後已即時聯絡他
在廣州的家人，以提供協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截
至昨日上午，共接獲607宗滯留湖北的
港人求助，但未確定當中是否包括77歲
染新冠病毒身亡港人。求助個案年齡由
兩個月大至86歲，當中更有五名孕婦，
有準媽媽懷胎七個多月，但由於無法進
行產檢，擔心影響胎兒和分娩需要，且
孕婦情緒起伏較大，擔心長時間被困會
影響心理健康。

工聯會建議政府除了包機之外，亦
可與鐵路部門商討，是否可用高鐵專列

方式，分批接走滯留湖北的港人。

食剩十包即食麵
工聯會將五名孕婦在內的50人定

義為緊急求助個案。有單親媽媽帶着八
歲患嚴重焦慮症女兒，藥物耗盡又無法
帶女兒看心理醫生，擔心女兒病情惡化
；有男士的妻子患小兒麻痹症，還要照
顧四歲和七歲的小朋友，家中僅剩十包
即食麵。

這些個案已經分別交到特區政府，
希望政府能夠優先處理。工聯會亦已成
立專責小組，當中有專業的社工團體，
為滯留港人提供心理輔導，務求 「幫得
一個是一個」 。

截至昨日，民建聯一共接獲140宗
求助個案，當中有四名懷胎五個半月到
七個月的孕婦。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

，其中一名姓金的求助港人稱，與父母
及他們兩名六歲和三歲的子女目前身處
於黃石市，手上現金已耗盡，糧食及防
疫物資亦短缺。

缺鐵缺糧缺奶粉
現正懷孕五個半月、34歲的金太

因未能返港而錯過了產檢，心情緊張及
感到非常憂慮，擔心胎兒因而受到不良
影響。有十個月大的嬰兒奶粉 「得番少
少」 ，其父母希望政府可盡快運送奶粉
及日用品到當地補給。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有求助港
人面對缺乏防疫物資及出入證件逾期等
情況，民建聯已透過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向中央建言，要求特區
政府 「特事特辦」 ，盡快安排高鐵或包
機接港人回港。

冀包高鐵返
麥先生

麥先生於1月15日到宜昌市長
陽土家族自治區，原定2月1日回
港，豈料遇上新冠肺炎被困至今
超過40日。由於位處偏遠山區，
麥先生的藥物、口罩、食物都處
於短缺狀態，區內除了基本的柴
米油鹽外，菜肉都難以運送到。
他明白要將分散湖北各地的港人
接回港有難度，但高鐵能夠穿越
湖北各市，希望政府能夠考慮 「
包鐵」 ，為滯留港人安排高鐵專
列。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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