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2022年年初，香港開始出現第五波疫情。農曆新年甫

過，確診人數持續攀升，醫療資源難以負荷，市民大眾彷徨

無助。一時間，美麗的東方之珠墜入愁苦的黑夜。然而，夜

越黑，星越亮。危難時刻，香港社會各界各司其職，各盡所

能，積極應對兇險的疫情，攜手共克時艱。

數月以來，香港各大媒體奔走於抗疫一線，捕捉一個個

值得記錄的瞬間，採寫了許多真實感人的新聞報道，並及時

與市民分享有益資訊，傳播寶貴的抗疫正能量。見及於此，

我們感動於這些激勵人心、凝聚力量的文字與圖像，同時也

希望運用出版人自身所長，以流傳更為廣遠的形式——書

籍，將其留存，令其傳播開去。

編者遍蒐各大媒體的相關報道，聚焦平凡個人的非凡

貢獻，正是這些身份各異、角色有別的平凡人，點亮了香港

戰疫之路的星星之火。以「平凡人」為經，以其不同身份為

緯，我們將精選出的這些戰疫真實故事編列為四個篇章：第

一篇「英雄無悔」，集中展現抗疫一線工作者風采，包括一

線醫護人員、核酸檢測人員等。面對嚴峻疫情，他們勇於擔

當，堅持用自己的專長服務大眾，無怨無悔。第二篇「仁者

無懼」，主要彙集社區工作者的抗疫故事。社區工作者是香

港社會的重要力量，他們默默奉獻，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

刻，發揮了深入基層、幫老扶弱的重要作用。第三篇「微塵

有光」，主要記錄疫情下香港市民的親身經歷。鄰里街坊困

頓之中的守望相助，方艙隔離的點滴記錄與分享，全家確診

之後的自我救助⋯⋯疫下的港人身體力行，續寫著可貴的

獅子山精神。第四篇「堅強後盾」，主要反映後方保障人員

的艱辛與付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後方保障是打贏抗疫

之戰的前提和基礎。內地援港物資運送、逆行的援港醫護、

方艙援建，為港人走出疫情築起了堅定的信念。

黑夜之中，一顆星是何等渺小，但無數的星星一同發

光，便足以照亮夜空。只要懷抱希望和勇氣，你便是夜空中

最亮的那顆星。編者在此向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大公文

匯、鳳凰衛視、橙新聞、晴報等媒體同仁，以及無私提供圖

片支持的各位受訪者，一併致以衷心的謝忱和敬意！沒有你

們的支持，就沒有這本書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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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葵涌邨逸葵樓圍封行動中，救生員及康文署一眾人員為居民派送飯盒。

下｜�鄧子安 (右 )與同事們協助葵涌邨圍封工作。

康文署救生員一呼百應：                    

變出氣袋無怨言　憑經驗化解市民怒氣

在嚴峻的疫情下，公務員亦積極參與抗疫工作，務求達

到動態清零目標。康文署上月底出動近 200人參與葵涌邨逸

葵樓圍封行動，首日工作有 20多名救生員參與其中，由於

逸葵樓是第五波疫情下首批被圍封的樓宇，工作人員所遇到

的壓力特別大，面對一些情緒較激動的市民，救生員憑着平

日救援經驗，成功將問題一一化解。

純屬自願性質　日穿 14小時保護衣

香港拯溺員工會主席鄧子安對《橙新聞》表示，在逸葵

樓圍封首日，已經接獲署方通知到現場協助，由於這次出動

純屬自願性質，面對當時不能預知的情況，不少同事依然一

呼百應，他相信這正是從事拯救工作的使命感 .

由於當值安排是工作一日後至少要兩日完成檢驗後才能

重返崗位，故鄧子安於圍封首日及第四日當值。不過當值一

日絕不能說輕鬆，他們要連續 14小時身穿保護衣在現場工

作。不過對於可能染疫，他覺得這絕非救生員所擔心的事，

「平日工作只係着件背心，而家全套裝備保護性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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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封初期資訊較混亂　對居民求助感到愛莫能助

圍封期間救生員工作主要負責為居民派送飯盒，由於

是圍封初期，大家對詳細安排都不甚了解，居民情緒顯得激

動，部份人更將怨氣發洩到工作人員身上。不過正由於他們

的救援經驗，加上經常要面對面接觸市民，最終憑耐性及經

驗，成功安撫居民情緒。鄧子安覺得，最無奈的反而是圍封

初期資訊較混亂，居民對於圍封時間、檢測安排等都不太清

楚，最終只能向他們這些「派飯員」查詢。由於不少資料他

們亦答不上，對居民的求助只感到愛莫能助。

不過在圍封一周內，他們亦發現居民態度的轉變，由最

初充滿不安甚至指罵工作人員，到後來感謝他們的協助，有

居民甚至在大門貼上字條，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令他們非

常安慰。

隨着疫情愈趨嚴峻，挑戰將更大，鄧子安指，他們已接

獲通知，隨時要全體候命出動，身為公務員及香港人，他們

亦有足夠心理準備，未來工作量可能更大，但更希望的是疫

情盡快結束，大家生活重回正軌。

撰稿：Mars、samsontse

圖片：受訪者、康文署提供

橙新聞，2022年 2月 21日

寒風冷雨堅守崗位為市民檢測

寒風冷雨吹襲我城，連日來氣溫低至個位數字，疫下

更添幾分淒涼，稍微站在室外半秒，也令人渾身顫抖。試想

想，在戶外檢測的前線人員何以在這環境下，強忍嚴酷寒

流，繼續如常為市民檢測？有身兼地區服務者的立法會議員

參與送暖行動時，更透過在前線的工作經驗，反思身為地區

服務者的角色，「其實，我們在日後可以再多做一點」。

瘦弱女工作人員手指發僵渾身麻木

民建聯李世榮向《橙新聞》表示，在新世界發展的贊助

下，他們日前在傍晚時分到車公廟體育館檢測站、瀝源社區會

堂檢測中心及將軍澳寶康公園檢測站，為檢測人員安裝暖爐。

最令他記憶猶深是，甫到瀝源社區會堂檢測中心，看到

一位瘦弱的年輕女工作人員在冰冷微雨下，坐在電腦前輸入

檢測者資料，「她弱質纖纖，看到她打字時，整個人發抖，

手指非常僵硬，不時要用另一隻手鬆鬆指骨。隔著手套也聯

想到她的雙手發紫，但她卻繼續工作⋯⋯」

「我們在場裝暖爐一會兒，已冷到不停碎碎唸，到離開

那一刻都仍在講，更遑論前線的人。」他笑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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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專業服務市民　人群散去即圍爐取暖

在安裝暖爐的時候，李世榮亦留意到，在旁工作人員面

不改色，努力地運用一對早已僵硬麻痺的雙手，儘管他們需

不時兩手摩擦生暖，但亦無阻他們進行各種工序。

當他們安裝完成後，工作人員仍在自身崗位，目不斜

視，默默地服務。不過，當檢測人士散去，現場僅餘下他們

的時候，他們隨即走到暖爐前取暖，說著「好凍呀」、「係

囉，手指都無法動彈」和「成個人好似僵了」；即使如此，

李世榮卻仍留意到他們「有講有笑」，互相鼓勵一番，未

幾，工作人員稍從遠處看到有市民身影時，他們迅即重返所

屬崗位。

對於前線工作人員在惡劣天氣下工作的態度，李世榮認

為，或許有人會本着「他們受薪、打工的心態看待」，產生

理所當然的觀感。這種環境下仍保持水準和專業，「並非人

人可以做到」。他更明言，是次體驗讓他反思，「其實，我

們作為地區人士，是否可以再做多一點呢？」

寒流未退，相信香港市民仍要「捱」多兩日，李世榮將

在這兩天到不同地方向工作人員及市民派暖貼，期望將前線

不論環境亦能保持專業的精神，發揚光大。

撰稿：Abel、CK Li

圖片：受訪者提供

橙新聞，2022年 2月 22日

上｜�李世榮與沙田地區團隊到數個檢測中心安裝暖爐。

中｜預備材料及物資，安裝暖氣設施。

下｜�安裝暖爐時，他們坦言感到非常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