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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奮戰46天 夜以繼日苦幹
支援隊中，有一

支只有7人的特別隊伍
——內地核酸檢測支
援 「先遣隊」 。這支

來自廣東的 「先遣隊」 人數最少
、最早抵達香港支援，承受前期
最大的壓力，在香港守足46天。8
月2日，支援隊 「先遣隊」 隊長郭
鵬豪剛抵達時，香港此前連續多
天確診病例呈三位數增長。支援
隊開展工作時，香港新增確診病

例逐漸降為兩位數，至離港這天
，香港確診病例回落個位數。

作為先遣隊隊長，郭鵬豪面
對的壓力空前。面對香港反對派
的輿論質疑，郭鵬豪什麼也沒說
，只是帶着先遣隊隊員夜以繼日
埋頭苦幹，馬不停蹄跟香港相關
部門對接，熟悉檢測場地、設備
及流程等，為後續大規模社區普
檢順利完成打下基礎。

在先遣隊前期努力下，內地

核酸檢測支援隊隊員陸續增加至
570餘名。9月1日，香港開始實施
普檢計劃。郭鵬豪事後告訴大公
報： 「檢測開展第一天，推進非
常順利。當時我心裏才定了，相
信這事一定能辦成。」

眼前任務艱辛而光榮
支援隊隊員連續14天保持 「

火眼實驗室」 24小時不間斷運轉
，共完成178.3萬餘個樣本的拆包

、檢測、報告、後續處理等工作
……回顧這麼多天的努力，郭鵬
豪忍不住在朋友圈上為隊員們點
讚： 「大家都是好樣的！大家都
是最可愛的人。」 他說，支援隊
隊員來自不同的醫療機構，但在
香港期間，所有人心思都只往一
處想。 「每個人都在努力完成眼
前的目標，都在朝一個方向共同
努力，最終順利完成了這項艱辛
而光榮的任務。」

一段經歷 拉近兩地感情
從香港返回內地的

大巴緩緩開出，望着窗
外揮舞着小旗子送別的
熱心市民，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廣東組）副隊長、中山
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學檢驗科主管
技師郭鵬豪用力揮手道別。

大巴開遠後，郭鵬豪靠在椅背
上，才有時間細看窗外的風景。為
期14天的香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
滿結束，作為先遣隊隊長的郭鵬豪
，已在香港奮戰46天。那天，郭鵬
豪在朋友圈裏上載了一張香港同胞
歡送支援隊的照片、一張透過車窗
所攝的香港海景照片，寫下心聲：
「一段經歷，拉近兩地的感情。」

17日，在廣東江門
隔離休整的郭鵬豪，
人瘦了5、6斤，頭
髮也白了一些。 「
這些可以慢慢恢復
，支援香港這段經
歷卻是一輩子刻在
我心裏的。」 郭鵬
豪說。 「我其實是個
很內斂的人。在工

作現場，隊友只看到我嚴肅工作，
但有時看到隊員們連續多小時高強
度工作，我私下有時忍不住躲起來
流淚。」

「香港像重新活過來」
郭鵬豪說，自己曾以遊客身份

來過香港，熙熙攘攘的繁華街道是
他對香港的第一印象。在香港爆發
第三波疫情初期，郭鵬豪第一天抵
達香港，街上冷冷清清，車流也不
多，讓他印象深刻。支援隊在香港
的工作任務繁重，即使停留了46天
，郭鵬豪每天生活都是兩點一線：
酒店和實驗室。實驗室不遠處就是
海邊，但忙碌的支援隊根本無暇抬
頭欣賞 「兩米外的一線海景」 。

「只有在坐大巴時才能偶爾看
到香港的風景。」 郭鵬豪在返程那
天，看到疫情逐漸受控，香港街上
車輛多了起來，人氣也漸漸恢復。
「香港就像重新活過來一樣」 ，他

激動地說。 「這是我流過汗、流過
淚的地方。等香港疫情受控後，我
一定會再來好好看看香港的風景，
嘗一下香港有名的小吃。」

聽到支援香港
我第一時間報名

疫 往 情 深 系 列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1

17日，雨後，街上空氣分外清新。經歷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的不懈完成社區
普檢後，香港疫控工作向前邁出重要一步。這天，來自廣東、廣西、福建等地
的支援隊成員已陸續返程隔離休整。支援隊離港不久，不少市民路過香港中山
紀念公園體育館臨時實驗室，感激他們在實驗室內為香港付出的汗水。作為廣

東組先遣隊 「老將」 的龔文勝表示， 「兩地同胞都是血濃於水的
一家人，內地每一個人都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渡過難關。」

◀實驗室內，龔文勝
正準備打開傳遞窗，
取出氣膜艙裏傳遞出
來的垃圾袋

受訪者供圖

編者按

時間撥回到香港普檢計劃開始的
那天，香港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臨時
實驗室內，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總有
一個 「現場組」 在隨時待命。 「現場
組」 是一支特別隊伍，主要負責實驗
室現場整理，確保環境整潔、通道順
暢；根據各氣膜艙需求傳送物料，及
時轉運垃圾，進行滅菌處理等等。 「
實驗室標本量大的時候，產生的垃圾
也就更多，每個班次幾乎都是在走動
巡場。」 現場組一名年輕的隊員曹婷
回憶道。但沒有人會想到，每次一有
人呼叫，馬上站起來搶着搬運大量重
物的龔文勝，今年已經50歲了。

眼看鄰居分隔兩地 心中不忍
龔文勝是深圳市人民醫院醫學檢

驗副主任技師。作為此次支援隊廣東
組先遣隊7名隊員之一，他在香港 「
打滿全場」，連續奮戰46天。儘管支持
時間最久、肩上擔子不輕，但每次任
務來了，他總是二話不說衝向前線。

同組隊員告訴大公報，每次遇到
高強度體力勞動，龔文勝總是搶在年
輕人前頭 「攬活」 。 「大家一度都以
為龔文勝很年輕。」 直至後來，隊員
曹婷才發現龔文勝的 「秘密」 ，他其

實是正宗的 「70後」 。讓曹婷印象最
深的是，有次龔文勝忙碌了一天， 「
那次他（龔文勝）是真的累了，坐在
那打盹。偶然被對講機的現場調度的
聲音驚醒，然後馬上左右張望，開口
第一句就是： 『還有哪裏需要幫忙的
？』 」 在龔文勝激勵下，組裏每個人
都搶着幹活。

忍受別離 堅持完成高強度工作
「這次能完成這光榮的任務，真

是多得小夥伴們的 『超級爆發』 。」
龔文勝謙虛地把成績歸功於隊員。 「
這次參與支援香港，我是自願報名的
。」 龔文勝家在深圳，對於一河之隔
的香港並不陌生。 「住在我家對門的
鄰居，是一個典型的深港跨境家庭。
疫情後，這家人一直分隔兩地，好幾
個月都沒有見面。」 龔文勝看在
眼裏，記在心裏。 「一聽到可
以支援香港，我就第一時間報
名了。」

「出發前那天，過深圳
海關時，工作人員知道我是到
香港支援的，還特別熱情地跟
我說：你們好好加油，爭取早日
讓香港的疫情降下來！」 這一

幕讓龔文勝印象很深。 「兩地同胞都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內地每一個人
都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渡過難關。」

抵達實驗室，龔文勝迅速投入工
作，每日奔忙在實驗室和酒店之間。
晚上休息間隙，龔文勝會在手機上和
在家裏的太太報平安。 「沒想到，這
段日子，我也變成了跨境家庭。」 龔
文勝笑言。為了香港疫情盡快受控，
讓更多港人家庭能盡快團聚，像龔文
勝一樣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還有
570多名，他們都忍受別離，每天默
默堅守完成高強度工作。

17日，雨後，街上空氣分外清
新。隨着普檢完成，香港疫控工作向
前邁出重要一步。這天，龔文勝已到
達廣東江門集中隔離和休整。回顧在

香港支援的日子，龔文
勝自言 「終身難忘」
： 「希望經歷這次
史無前例的疫情

後，整個香
港社會可以
團結起來，
共同努力讓
這顆東方之珠
更加璀璨。」

兩地同胞都是血濃於水的一
家人，內地每一個人都希望香港
可以盡快渡過難關。

支援香港這段經歷是一
輩子刻在我心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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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每一個人都希望特區盡快渡過難關

美麗香江
美麗港灣
一奶同胞的生息
一脈相承的國家
縈繞在夢裏
是無盡的牽掛

新冠肺炎疫情
猙獰着嗜血的獠牙
同胞蒙受劫難

羅水光

兩 米 之 窗

日夜走過兩米之窗
如天賜一幅絕倫的取景框
我看到港灣的絢麗燈火
我看到家園的富麗繁華
我看到都市的陽光燦爛
我看到天空的一派湛藍

手足怎會袖手一旁
共克時艱
攜手擁抱明天的太陽

註：作者為內地
核酸檢測支援隊
隊員、來自東莞
市黃江醫院

▲9月15日，在取樣艙裏，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廣東隊隊員深夜仍在進行工作 受訪者供圖

「一段經歷，
拉近兩地的感情 」
、 「開展新冠普檢，

即可祛疫情之牆。可我
更期盼的，是拆除心之
圍牆！」 這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成員在援港期間寫下的
情真意切的句子。自本港爆發第三波疫情以來，內地支援
隊前仆後繼馳援香港。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承受了重重壓
力，卻依舊不改初心、不悔此行，用實際行動踐行了 「生
命至上、同胞至上」 的價值理念。

只是，在港期間他們總是默默埋首工作，港人被
無聲地守護着，卻少有機會了解 「逆行英雄」 們
的真實心聲。大公報今起推出系列專題《疫
往情深》，採訪多位已返回內地的支
援隊成員，了解他們在港期
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歡迎垂注。

◀郭鵬豪▶龔文勝

臨別
心聲

無私
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