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批內地援港醫護團隊皆已抵港，與香港
醫護人員並肩作戰，齊心抗疫。但凌霄志近日卻
公然對內地醫護提出質疑，聲稱內地醫護基本用
中文，要向他們解釋基本用語，又要派人將病歷
中譯英，才可儲存在現有醫療檔案系統；還聲稱
實際操作及磨合期間可能影響病人治理，並 「擔
心或有法律責任問題」 云云。

質疑「擔心法律責任」初衷
早前公院急診室迫爆、醫護忙到腳不沾

地、香港市民求助無門之時，政府提議請內地醫
護支援，凌霄志亦曾提出無理反對，聲稱 「遠水
不能救近火，公院接收患者流程存在多處瓶頸，
不知如何讓內地醫護協助」 等等。不僅如此，去
年政府要求醫管局員工須接種新冠疫苗，否則自
費檢測，凌霄志亦提出反對，聲稱事前沒有諮詢
員工意見云云。

對於凌霄志的種種謬論，醫學界立法會議
員林哲玄感到異常氣憤，反問： 「咁佢有冇高招
解決人手唔夠問題，解救香港醫護？」 他表示，
每年都會去內地不同醫院、醫學院學習交流，內

地醫療水平及技術絕對不會差過香港， 「如果佢
親身了解過，就一定唔會懷疑」 。林哲玄又說，
過去兩年內地學者在尖端醫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數
量之多，按照西方醫學依賴發表與引用數目來衡
量醫學標準，亦足以證明國家在新冠研究上的水
平， 「新冠病毒基因序列都係祖國最先發現，點
解要擔心？」

對於中英文語言對接、磨合協同等問題，
林哲玄亦不理解病歷 「你寫英文、佢寫中文」 有
何問題， 「唔通香港醫生質素咁差，中文都睇唔
明？」 而專有名詞亦可輕鬆上網查找翻譯，根本
不成問題。他又指出，眾所周知現在港人是 「求
醫無門」 而非 「投訴無門」 ，質疑凌霄志 「擔心
法律責任」 的初衷。而面對治療手法或其他方面
的差異，他認為應抱着互相學習、自我反思的態
度，而非高高在上 「當自己權威」 。

資料顯示，凌霄志於去年六月擔任公共醫
療醫生協會主席一職，該協會前主席正是污衊全
民檢測而臭名昭著的馬仲儀。凌霄志上任後，隨
即接受亂港喉舌《蘋果日報》訪問，公開抹黑國
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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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斥凌霄志指手畫腳阻抗疫
內地醫護馳援 竟被冷言抹黑

醫護人員連夜檢測，因長時間戴口
罩而臉龐扭曲變形，因長時間穿防護服
而汗濕衣背；建設工人冒雨施工，輪番
上陣，匆匆扒幾口飯菜又開始工作，一
座座方艙醫院陸續建成；剛剛領了結婚
證，來不及舉辦婚禮，毅然投入援港物
資供應的大軍；每天工作到凌晨兩、三
點 ， 天 一 亮 又 投 入 援 港 抗 疫 的 戰
鬥……，這些援港抗疫的一個個普通細
節，生動詮釋了 「責任擔當」 的深刻內
涵。

當援港抗疫的醫療人員車隊進入香
港，市民高舉國旗和區旗，夾道歡迎；
當市民看到檢測人員來自內地，真誠地
說： 「你們能來，真好！」 ；當一位小
女孩把親手繪製的感謝卡送到援港人員
手中，那些稚嫩的字跡令人感動： 「謝
謝政府研發了疫苗保護了我們，我們全
家已經打了疫苗，還有及時發給我們的
防疫包。」 ……這些援港抗疫的一個個
難忘場景，又自然流露了血濃於水的摯
愛親情。

連日來，在香港市民、在內地民眾
社交網絡中傳播的許許多多援港抗疫的
感人細節，再次彰顯了中央、內地的愛
港真情，再次體現了 「同心抗疫，共渡
難關」 的鮮明主題，再次印證了 「祖國
永遠是香港堅強後盾」 的永恆道理。

小場景流露真感情
許多感人的場景令人難忘。內地支

援香港的醫護人員記錄下了一幕幕感人
畫面和自己的感悟：

在一個常規的採樣點，一位市民看
出我們是內地支援的隊伍，對我們說
道： 「您可以跟我講普通話，想多聽聽
家鄉話」 「與我們說粵語，是為了與香
港同胞更好的交流；與香港同胞說普通
話，卻更象是對我們表達理解、感謝、
認可的一種方式。想聽 『家鄉話』 的香
港同胞，無疑將我們視為了親人」 ；

在土瓜灣社區核酸採集現場，一位
老奶奶拄着柺杖，獨自走來。剛坐下來
她就咳嗽不停；咳痰，她也很緊張，怕
給我們工作帶來麻煩，不敢摘下口罩。
我耐心安撫老人家並給她介紹採樣的工
作流程，遞紙巾給她，讓她先把痰吐出
來。老奶奶配合地把採樣工作做完，轉
身離開的時候，給我豎了個大大的拇
指；

採樣中，市民不斷跟我們道謝，
「你們辛苦了」 「唔該晒你」 ；記得3

月8日那天下班後，一位現場工作人員
跑過來對我說 「女神節快樂」 ，讓我心
裏暖暖的，我感覺到過了一個特別有意
義的生日；

香港疫情爆發後，中央及時出手援
助，內地民眾日日掛念香港同胞。得知
香港大批醫護人員感染，醫院人手不
足，患者迫爆急診室，得不到及時照
顧，特別是網上流傳患者與屍體同處一
室的照片，令內地民眾萬分揪心！許多
參加過武漢抗疫、有豐富經驗的醫護人
員主動報名，要求赴香港抗疫。

真情不需要太多的豪言壯語，而是
實實在在的行動，更要看普通民眾的反

應和評價。這些危難中暖人的場景，生
動註釋了 「骨肉相連」 「眾志成城」 的
真諦。

小故事彰顯大主題
許多感人的事情令人難忘。媒體記

者記錄下了這一個個感人的故事：
家住東涌的市民鄺女士一家四口所

居住的大廈出現確診個案。 「當時內心
十分害怕，因為家裏有70歲老人，還有
5歲的孩子。疫情發生後我立刻用酒精
消毒房間。家人打個噴嚏都要趕緊量一
量體溫。」 鄺女士說。

當時，檢測點大排長龍，有時候要
等候2個多小時才能輪到。 「那幾天正
值香港最寒冷日子，每天都是大風大
雨，排隊做檢測時，一手抱着孩子，一
手撐着傘，還要時刻擔心被感染，真是
備受煎熬。」 鄺女士說。 「後來，內地
核酸支援隊到達之後，檢測速度快了好
多，而且結果出得好快。每次看到全家
都是陰性，就鬆了一口氣，感覺又熬過
了一天。」 鄺女士說。

內地的核酸採樣人員非常耐心，粵
語都非常好，她們會和孩子聊聊天，問
她幾歲啦，說她穿得 「好靚」 ，女兒做
核酸檢測時也放鬆了很多。鄺女士說：

「我們是實實在在感受到國家的幫助。
有祖國在，我們就不怕，我們就有信
心！」

身為公務員的莊先生和許多抗疫一
線的人們一樣，每天工作都要接觸不同
的人，想備一些藥品，但市面上已很難
買到。正煩惱之際，由中央捐贈的60萬
盒抗疫中成藥在他居住的社區分發，這
些藥馬上送至了一戶戶市民手中。他
說： 「真的很感動，香港與內地本身就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團結起來，
一定能戰勝疫情。」

兩個小故事，清晰地表達了疫情中
人們的心態變化，有中央、內地的支
援，令困難中的香港有了 「主心骨」 ，
令香港市民有了信心和力量。小故事彰
顯 「同心抗疫，共渡難關」 的主題。香
港現在很難，但香港再難，只要與內地
同心攜手，齊心抗疫，就一定能走出疫
情的陰霾！

小人物講述永恆道理
前天，媒體記者用鏡頭記錄下這樣

一幕：滿載着300名內地醫療人員的車
隊進入香港，打鼓嶺區居民自發組織在
香園圍口岸外圍夾道歡迎，高呼： 「感
謝國家、感謝中央政府、感謝內地同
胞！有您們支援、香港一定得！」

一位內地援港醫護人員的 「援港心
聲」 記錄下香港市民的肺腑之言：那一
天，一位頭髮斑白的市民來到我的核酸
採樣卡位，娓娓說道： 「知道國家隊來
了，您們來了我們就好了，你看你們一

來香港都天晴
了！」

一位香港
市民在社區裏
領到了 「全港
社 區 抗 疫 連
線」 發放的中央援港快速檢測包後，向
記者說： 「這是我們普通市民現在最需
要的東西。就像母親最懂自己孩子，祖
國也最懂得我們的困難，盡全力來幫助
我們。」

「一定得！」 「天晴了！」 「像母
親！」 ──這些質樸無華的詞彙和表
達，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以自己親身感
受，講述了一個永恆的道理：祖國永遠
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3月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
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時，講述了許多中央和全國各地支援
香港的感人數據和動人故事，他動情的
說： 「香港跟內地是一奶同胞，全國人
民對香港是熱愛的！」

是！無論有什麼風風雨雨，我們始
終是一家人，親情割不斷，血脈永相
連！祖國全力支持香港，香港必能走出
困境！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
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

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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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點擊
香江

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彭錦文
美術編輯：譚志賢

A4
要聞





人工島方艙清潔工盼改善安排 弄污皇后山隔離營 27歲男子被捕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中央援建的

社區隔離設施（方艙醫院）陸續投入運作，《大
公報》接獲清潔工投訴，負責清潔管理的公司安
排混亂，職安條件欠妥善，大熱天時未能提供足
夠飲用水，座椅不足導致部分人要罰企用膳，更
衣室設施差劣令人擔心爆疫，多名清潔工僅工作
數天已經辭職，離職潮恐持續蔓延。有立法會議
員認為，管理公司必須體恤員工，作出改善，以
免影響方艙運作。

多名工友做數日已辭職
位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方艙醫

院，現時已有確診者入住。早前有人在街上張貼
招聘廣告，清潔員底薪22088元，連同3500元出
勤獎金、2000元 「政府抗疫辛勞津貼」 ，月薪可
達27588元，吸引不少人應徵。市民陳先生（化
名）表示，早前辭去另一份臨時工，轉職到人工
島方艙，但工作數天即發現管理公司問題多多，
包括提供工友存放私人物品的空間不足，更衣的
地方混亂不堪，幾十人堆在一個空間換衫，恐會
爆疫。

陳先生指出，每更工作九小時，但進入方艙
範圍只有四小時。每日分兩更，每更兩小時，進
出均要穿上保護衣，但其餘時間在方艙外圍，並
不容許工友有少許休息時間， 「沒有提供飲用
水，而且要你不停做，只要見有人停下來，監工
就會喝罵，工友唯有按指示不停抹抹抹，所以經
常見到很多工友在抹窗抹門，在大熱天時被曬
傷」 。

根據合約，清潔公司不提供膳食，清潔工可
以自費，透過 「判頭」 買飯盒，當初協議用膳時
間一小時，但實際只有30分鐘，而且未有提供足
夠座椅，一半工友要 「罰企」 吃飯。

據了解，管理欠妥已引起部分清潔工不滿，
近日陸續有人離職。有工友表示，如果情況不改
善，相信辭職潮蔓延，隨時影響方艙衞生。

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表示，接獲在方艙工作的
清潔工投訴， 「方艙醫院在短時間內投入運作，
部分細節未必完美，但可以改善。清潔工人為防
疫抗疫工作流汗水，資方應該體恤工友辛勞，給
予足夠休息時間，工友長時間在戶外工作，也必
須提供足夠飲用水，才符合職業安全」 。

《大公報》昨日根據招聘廣告上的電話，嘗
試聯絡清潔管理公司，但無人接聽。翻查資料，
負責管理的是一間環保潔淨有限公司，於去年12
月底成立及註冊。

【大公報訊】記者王樺報道：一名清潔工前
日（16日）到隔離設施皇后山邨第一座皇溢樓39
樓進行清潔及消毒時，發現單位的地板、牆身及
天花板滿布疑為糞便的污跡，其主管報警求助。

警方經調查後，昨午3時許在元朗錦田上村新
村一單位，拘捕一名27歲姓馮男子涉嫌刑事毀
壞，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消息指被捕男子為侍應，本月12日入住皇后山邨
隔離單位，15日獲准離開。

網上流傳照片可見，涉事單位內凌亂、骯
髒，客廳及廁所地板甚至床褥上掉滿廁紙；天花

板、牆身甚至電掣也沾有疑似糞便，另有其他垃
圾留在地上。網民批評肇事者無公德心，亦替清
潔工感辛苦。

在隔離設施任職清潔工的陳先生向《大公
報》透露，他任職導遊，因疫情而失業，近日才
找到一份在隔離設施清潔工作，雖擔心受感染，
但要餬口， 「我積蓄已所剩無幾，貧窮帶來的心
理壓力比病毒更大，只是沒想過這份工作如此消
耗體力，每天來回不同房間作清潔，累得要命。
不少隔離房間混亂如戰場，穿着全套防護裝備已
好辛苦，消毒一間房不是一般人想像般輕鬆」 。▲人工島方艙的清潔工投訴，食飯時間短，座位

不足，部分人要罰企食飯。

▲內地醫護無私援港，與香港醫護人員並肩作戰，齊心抗
疫，卻遭 「黃絲」 醫護百般抹黑。

抹黑救兵，不得人心
第五波疫情直逼百萬確

診，死亡人數隨時破五千大
關，本地醫護、隔離設施及物
資嚴重短缺。特區政府請求中

央支援抗疫，內地急香港所急，派出國家級專家
來港指導抗疫、幫香港建方艙醫院、提供大量抗
疫物資、派醫療隊救兵馳援香港，傾盡人力物
力，這支強心針令人感動，絕對不容政治抹黑。

2019年黑暴以來，黃屍陰魂不散，黃醫護、
黑記者不斷伺機破壞社會穩定。暴疫當前， 「黃
人」 漠視人命，對醫護嚴重短缺問題置若罔聞，
從沒提出解決醫護人手不足的建設性意見，更針

對內地醫護挑起話題，製造矛盾。
「黃人」 將援港醫護說成是加重本地醫護負

擔，甚至抹黑他們的專業水準，避談他們是內地
抗疫第一線精英。內地抗疫成功，與這些醫護的
努力密不可分。

反中亂港分子已無人性可言，為了一己政治
私慾，不惜一切抹黑、排擠內地醫護，香港人看
得一清二楚。接下來，黑記者隨時會將醫患矛盾
推到內地醫護身上，製造分化。

特區政府要迎難而上，本地醫護要堅定不
移，與內地醫護無分彼此打贏今場疫戰！真金不
怕洪爐火，我們會拿出亮麗成績表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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