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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廣東省組
派的內地援港醫療隊
300人，經蓮塘口岸啟
程赴港，全力配合特

區政府開展病人救治工作。據悉，
這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發生以來，內
地派出醫療隊規模最大的一次。

據了解，這300名隊員來自廣
州、佛山22家公立三甲醫院，包括
46名醫生、246名護士、六名放射影
像技師和兩名行政管理人員。醫療
隊員們來自感染、呼吸、心血管、
重症、中醫等領域，都是各醫院臨
床一線骨幹，大多參加過廣東、湖
北等多地疫情救治工作，抗疫經驗
豐富，大都熟練掌握粵語和英語。

其中，醫療隊的領隊由廣州中
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
院長張忠德擔任。他深耕呼吸急危
重症、新發突發傳染病救治工作33
年，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11次赴
抗疫第一線開展臨床救治工作。

治療老年患者經驗豐富
除了張忠德，這次來港隊員大

多參與過多地疫情防控工作。廣東
省第二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
科副主任醫師林國輝是此次醫療隊
中的一員，從事呼吸內科臨床工作
13年，2020年馳援武漢進駐方艙醫
院開展救治工作。他告訴記者，當
時武漢老年人也佔了將近一半左右，

「所以這方面的治療上我們
相對還是比較有經驗。」

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護
士長葉麗2020年曾帶領30名護
士奔赴武漢開展抗疫工作，並多次
參加廣東省疫情處置工作，在新冠
患者的基礎護理、密切醫護協同等
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她將帶領62
名護士赴港出征。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隊員們從
蓮塘口岸通關，這也是蓮塘口岸自
開通以來首次啟動旅檢的功能。深
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陸路口岸處副
處長吳軍介紹，由於受疫情影響，
蓮塘口岸自開通以來一直沒有啟動
旅檢的功能，這次受領任務後，深

圳市口岸辦
聯合查驗單位
一起，專門開闢了
綠色通道，為中央支援
香港的醫護人員提供高
效、便捷的通關保障服務。

大公報記者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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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把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愛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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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醫生德叔
第12次出征抗疫

「俗話說，兄弟齊心，其
利斷金！我們這次過去，會盡
全力幫助香港戰勝疫情。」 3
月16日，應香港特區政府請

求，由廣東省組派的內地援港醫療隊300
人馳援香港，被稱為 「德叔」 的廣州中醫
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
德作為領隊率隊前往。此次也是他第12次
出征抗疫。

作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專
家，這兩年，德叔先後馳援全國9個省份10
個城市，11次出征共計266天，曾正面迎
戰德爾塔變異株、奧密克戎變異株。

抗擊沙士染疫 一度呼吸衰竭
德叔兩鬢花白，個子不高，略顯瘦

削，這位看似文弱的醫生，頂住壓力，圓
滿完成了一次次的出征重任。19年前，他

是抗擊沙士的英雄醫生，不顧個人安危衝
鋒陷陣，當時還不幸感染，一度呼吸衰
竭，寫了遺書。兩年前的除夕夜，他又義
無反顧地奔赴湖北武漢支援抗疫一線，在
那裏奮戰了整整73天，瘦得整個人都脫了
形……隨後，他一直奮戰在各地的抗疫一
線。

在援港隊員集結現場，德叔細心地為
隊員們貼上名牌，一遍遍演練和交代防疫
事宜，檢查物資裝備；出發前，他拍一拍
每個隊員的肩膀，為隊員加油鼓勁。這批
隊員不少都曾經跟隨他出援湖北。 「德叔
就像個大家長，把我們當做自己的孩子一
樣。」 廣東省中醫院援港醫療隊隊員陳漢
利告訴記者，這次繼續由德叔帶隊，他們
馳援香港心情更加自信從容。

記者留意到，德叔隨身帶着一個灰黑
色、耐髒的舊款尼龍挎包， 「這個包陪着
我12次出發，從武漢開始，沒有一次落
下。希望疫情早點過去，讓這個 『中老年
包』 早日退休！」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多位本港政界及醫療界人士感謝國家
對香港的大力支持，感謝內地醫護人員馳
援香港。他們說，內地疫情防控也有壓
力，但中央仍抽調人力物力援港，顯示出
中央對香港的關心愛護，也為香港抗疫打
下了強心針，特區政府應該用好援港資
源、落實好主體責任，全力戰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醫中藥界
聯合總會會長李應生指出，現今香港新冠
患者數字每天過萬宗，醫療系統已經遠遠
超出負荷，內地派來的醫療團隊實在是及
時甘露，尤其是在廣東省一帶也受到疫情

影響，仍然第一時間派出精英團隊來港支
援，濃濃親情，令人感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眼科醫生林順潮
表示，今次來港支援的醫護團隊，放眼全
國都屬於數一數二的精銳醫療力量。特區
政府要落實好主體責任，兩地醫護互相溝
通合作，吸納內地抗疫經驗。

展雙倍抗疫力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今次

前來的是廣東省內的醫護精英，部分曾經
到武漢抗疫，具有豐富經驗，亦懂得粵語

及英語。他希望，兩地醫護同心同德，發
揮協同效應，可以展現「雙倍」抗疫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醫生李國棟對內地和
香港建立一隊救治病患的好團隊充滿信
心，他認為香港醫護除了可以幫助內地醫
護了解香港醫療系統的操作，提出缺少哪
些方面的技術和資源，更可以讓內地了解
香港的醫療文化，而內地醫護抗疫經驗豐
富，可以分享他們解決困難的方法，提高
醫治效率，讓兩地醫護團隊可以一起提供
高水平以人為本服務。

大公報記者吳俊宏

代表委員：特區政府應用好援港資源

來自三甲醫院 粵語英語熟練

▶ 「德叔」
（中）張忠德
帶領醫療隊
馳援香港。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攝

多位在抗疫前線的社區幹事表示，
內地醫護援港如雪中送炭，香港更應主
動有為，運用好內地成功抗疫的經驗，
戰勝疫情。

民建聯南區社區主任張偉楠指出，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中央一直心繫香
港，不但提供大量物資，還在短時間內
選派大量醫護精英來港救援，令人感
動。他說，一路見到香港基層面對新冠
病毒的 「求助無門」 的無力感，幸好有
中央的支援，感受到中央堅強的後盾。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副主席楊開永
說， 「市民聽到消息都十分鼓舞，深深
體驗到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嘅深厚感
情」 ，市民都感激中央的無條件支援，
包括物資，醫護人員及專家等來港支
援，使香港有充足的物資，可謂是 「及
時雨」 。香港政府應盡快配合中央的援
助，將物資盡快派到有需要的市民手
上，要充分運用好內地成功抗疫的經
驗，及醫務人才，共同抗疫。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說，內地醫護

都是抗疫專家，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們
除了可支援香港前線醫護抗疫工作之
外，亦帶來了內地抗疫的經驗，切實執
行中央全面援港的精神，既是指導作
用，亦可發揮協同作用。

香港青年會主席、民建聯社區主任
陳凱榮表示，現時香港每天都有過百名
確診者死亡，此刻最需要的，正是足夠的
醫護人員，為重症病人提供適切支援，
而這批內地來港醫護，正是針對我們香
港所需的及時雨。 大公報記者吳俊宏

地區工作者：內地全面支援是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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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援港
最好的生日禮

物

「生日快
樂！」 在中山
大學孫逸仙紀念

醫院援港抗疫醫療
隊出征儀式現場，一場

簡單而溫馨的生日會同時
進行。3月16日，正是李依玲

的31歲生日。醫院同事和一起援
港的 「戰友」 向她送上最真摯的祝

福。在 「戰友們」 鼓勵和祝福的目光
中，她許下了 「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的
生日願望。

「得知這次香港疫情形勢比較嚴
峻、需要支援的時候，我馬上就表態說
可以去並隨即報名，因為相對於其他有
家庭有孩子的同事來說，我的負擔沒那
麼重。」 李依玲說，在這一天出發援
港，勇氣和責任是她送給自己的 「生日
禮物」 。

「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這也是
目前為止自己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禮物。
因為和 『戰友們』 在一起，我也更加有
勇氣有信心完成這次的援港工作了。」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6日在深圳主持召
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九次協調會。夏寶
龍表示，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成立一個
月以來，各參與單位全力支援特區政府防
疫抗疫，一批批急需緊缺的醫療和生活物
資源源不斷運抵香港，一個個方艙醫院項
目相繼建成使用，一隊隊疫情防控專家和
醫護人員陸續馳援香港，以實實在在的援

港抗疫工作成效讓廣大香港同胞感受到祖
國大家庭的溫暖。

夏寶龍分別與正在香港支援抗疫的
專家組、核酸採樣隊和援港醫療隊，以及
河套方艙醫院和應急醫院施工現場、內地
供港醫療物資生產企業現場、深圳大鏟灣
碼頭生活物資運輸現場進行了視頻連線，
充分肯定和讚揚他們無懼艱險、逆行出征
的擔當和大愛。戰鬥在援港抗疫一線的醫

護人員、施工人員和各方面參與人員紛紛
表示，將克服一切困難，做好新冠肺炎患
者救治、醫療設施建設、援港醫療和生活
物資生產供應等各項工作。

夏寶龍指出，香港當前疫情形勢依
然複雜嚴峻，援港抗疫工作面臨的任務
還很艱巨。要排除風險、穩紮穩打，把
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心關愛落到實處，
全力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要圍繞

「三減三重一優先」 的工作重點有序鋪
排下一階段工作，特別是發揮好援港醫
療隊的作用、提高方艙醫院等隔離檢疫
設施使用率、加快中央援港物資發放節
奏和發揮中醫藥的作用。要堅決打擊干
擾破壞香港疫情防控的行為。各參與單
位和全體工作人員要始終保持昂揚的戰
鬥狀態，不放鬆、不懈怠，直至取得香
港疫情防控戰的最終勝利。

◀▼劉婷打開手
機展示8歲女兒給香港

小朋友的信。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排檔商販譚潤華近期一直主動
做抗疫義工，他有朋友的嫲嫲早前
確診，送到亞博館治療，前日終於
康復離開，但由於醫護人手不足，
要等三日才沖涼一次，內地醫護隊
來港施援，他形容是 「及時雨」 ，
應該感恩。

對於到近日有言論針對內地醫
護，包括不懂英文、並非香港註
冊、水準不及香港醫護等，他說，
身為港人也感到慚愧， 「緊急時
期，內地醫護來幫我哋呀，不是來
搶飯食，政治應該放埋一邊。」

他說，有留意新聞的人都知
道，內地醫護人員都曾經到外國協
助，並沒有聽到當地人作出類似的
針對言論，來港的醫護都是專業精
英，懂粵語，相信溝通無問題，
「難道病人都講英文？而且我相

信，內地的醫護也未必不懂講英
文，唔該不要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思
維！」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有言論針對內地醫護
義工：身為港人感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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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援港醫內地援港醫
療隊成員浩浩療隊成員浩浩
蕩蕩出發蕩蕩出發。。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攝郭若溪攝

▲義工譚潤華（左）早前參與協
助派發物資，及到疫苗接種中心
支援分配工作。

安老服務界：
盼院舍亦獲支援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對內地醫護人員援港深表感恩
與期待。他說，現在內地同樣面對緊張的防疫壓力，仍選派
醫療團隊來港， 「如果不是祖國，不可能做出這樣的安排，
相信內地醫護增加能幫助到香港緩解醫療壓力。」 他說，目
前首批醫護主要在亞博館援助，希望安老院亦能得到幫助，
「如果能夠在安老院的安排、處理上進行指導，包括安排外

展入院治療亦會有很大幫助」 。 大公報記者邵穎

▲內地援港醫療隊來港參與治療新冠患者工作。

▶李依玲
的醫院同事和
一起援港的 「戰
友」 ，向她送上最
真摯的生日祝福。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我把最愛的媽媽
送去幫助你們


「能為香

港抗擊疫情貢獻自
己的一分力量，我深感自
豪！」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
院主治醫師劉婷是本次援港醫療隊
隊員，她有兩名分別3歲和8歲的寶
貝女兒，得知媽媽即將遠行後，就
對她依依不捨， 「第一時間跑過來
抱着我，哭着說捨不得媽媽。」

就在劉婷專心準備出行的時
候，大女兒專門給香港小朋友寫了
一封信。劉婷打開手機向記者展示

這封畫着太陽、鮮花
和愛心的信，鮮艷的配色

讓人感覺充滿了希望，大大
的 「香港加油」 讓隔着屏幕的記

者也能感受到孩子的童真與善良。
「我把我最愛的媽媽送去幫助

你們，香港加油！」 又一次讀信件
的內容，劉婷眼睛開始泛紅了，聲
音也有一點哽咽。劉婷告訴記者，
「孩子懂事，還具有愛國情懷，我

很欣慰！」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五月新娘
無悔推遲婚期

今年5月26日，對
於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
院護師蘇銘葉來說是一個重要
的日子，原計劃在當天披上婚紗的
她，接到援港醫療隊即將啟程赴港
的消息之後，隨即與未婚夫商量推
遲婚期。16日，蘇銘葉隨隊出發，
登車之前未婚夫拉着她的手一再叮
囑 「做好防護，我等你回來。」

「國家需要我的時候不多，日
後回來還可以選一個好日子結婚，
而且香港是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

分，它的
處境牽動着我

們的心。」 「五
月新娘」 蘇銘葉說。
蘇銘葉在把自己推

遲婚期的決定告訴雙方父母
時心情很是忐忑， 「沒想到大

家都特別支持，還不斷安慰我說先
安心做好工作，婚禮等回來以後再
辦。」

「他是一位人民警察，平時也
經常戰鬥在抗疫一線，非常理解和
支持我的決定。」 她一臉甜蜜的告
訴記者，與未婚夫共同奮戰在抗疫
一線，就是屬於他們二人之間的浪
漫。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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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組成的內地援港醫療隊抵達香
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場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