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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昨晚指已從內地接收逾1.6億個口罩，以及逾1,000萬件全身防護衣、保護袍、保護眼
罩及檢查手套等保護裝備，並陸續按不同部門例如衞生署及紀律部隊的需要，分發給前線人員使用。

不過，政府人員協會主席馬志成卻表示，不少前線人員反映仍未收到有關裝備，相信與
人手不足及更重要的缺乏協調有關，「約三分之一負責緊急服務的公務員唔郁

得，另外每日也有大批公務員協助圍封強檢工作，加上有不少公務員正接受
檢疫、隔離或在家工作，人手明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派發物資這些新
增額外工作，由誰去協調？必須有人專職負責。」

馬志成指出，不論是將中央援港物資派到市民抑或前線同事手
上，都必須好好統籌。他建議成立物資分配中心，再制訂整個派發
物資的流程、清單及對象，再從公務員體系抽調人手專職輪更負
責，「這樣可令整項工作更暢順，專職去做亦可達到熟能生巧
的效果，增加配送物資的效益。」

清潔工要自費買口罩檢測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直言，由於缺乏系統性統籌，
「許多公務員同事想出一分力，都沒有渠道及機會。」他
同時補充，不少清潔承辦商的前線員工，並無獲得足夠防
疫物資，「不少員工每日只獲公司發放一個口罩，但他們
要做前線的清潔工作，根本不夠用；部分要自費買口罩、
手套及檢測劑。」他強烈要求特區政府與承辦商合力支援
前線的物資需求，「承辦商本身也有提供抗疫物資的責任，
雖然這會令其成本增加，但可否由特區政府提供部分物資，
同時要求承辦商亦要承擔等額的物資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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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

亟需足夠的抗疫物資打疫

戰。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

政府全力支援下採購及獲

捐贈大量醫療物資，至今

已有逾6,800萬份快速抗原

測試包、45萬盒中成藥、

逾1.6億個口罩及逾1,000萬件其他保護裝備陸續分批運抵香

港，可分發予前線人員、居家的感染者和有需要的市民；

部分口罩則預留作「全民強檢」時向市民派發。然而，派

發率卻十分低，有報道更指只分發出約一成，令不少基層

望穿秋水。針對未能物盡其用的情況，香港文匯報訪問了

社會各界人士，他們分析後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沒有好

好利用現有數據資料庫，亦缺乏一個完善的系統去統籌，

同時亦無善用地區網絡。他們建議，若要為整個籌集與分

發物資的過程打通「最後一里路」，必須成立物資分配中

心並制訂派發流程與清單，再抽調公務員專

職處理；同時透過地區網絡用好義工力量；

以及善用現有資料庫找出要支援的目標人

士，還可透過公開招聘短期助理職位，務求

將中央援港物資盡快送達有需要人士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中聯
辦網訊，連日來，中聯辦先後派出兩支由
辦領導牽頭的抗疫小分隊，直插一線，了
解實情。圍繞方艙醫院建設與使用、抗疫
物資接收發放、上水屠房復業、專家組開
展工作、安老院舍長者疫苗接種和隔離救
治、抗疫熱線電話使用等，小分隊與特區
官員和有關方面密集會商，支援特區政府
履行抗疫主體責任，推動中央援港抗疫項
目和舉措落地見效。

推動各項目舉措落地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中聯辦發揚務實作風，走進抗疫
一線，並發揮橋樑作用，幫忙協同各界，
在推動中央援港抗疫項目和舉措落地見效
作出重要貢獻，令港人感到備受關顧、倍
感鼓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抗疫

如打仗，必須速戰速決，任何抗疫政

策均需要走在疫情之前，才能更貼
地，更關顧到市民所需。中聯辦一直關
注香港疫情，協助抗疫，走在最前線，
動員社區及各行各業的力量支援抗疫，
充分反映出中聯辦對香港市民的關顧，
令市民在這場抗疫戰中備感鼓舞，值得
點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中央應特

區請求支持香港抗疫行動，援港抗疫的設
施、物資等源源不斷送到香港，除了特區

政府負起抗疫主體責任，當中亦有賴香港
中聯辦走進一線，了解實情，協助解決各
種困難，令香港市民深受鼓舞，也令我們
更有底氣去打贏這場抗疫保衛戰。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沛良表示，

在「一國兩制」下，中聯辦作為中央政
府駐港機構，走進一線了解考察實情，
發揮橋樑作用，擔任溝通樞紐，對特區
政府切實履行抗疫主體責任起到重要推
動作用。

中聯辦走進抗疫一線 各界點讚務實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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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早日擊退新冠疫情，香港人人有責，「全港社區
抗疫連線」及「香港義工聯盟」於本月7日成立「全港
抗疫義工同盟」，於民間籌集了大量抗疫物資，並透過
募集約1萬名義工直接將物資交予有需要人士，同時支
援安老院舍及推動小童的疫苗接種工作。既然已形成了
一股龐大的義工力量，特區政府更可充分善用，透過這
股力量，將中央援港物資盡快交到有需要的人士手上，
以免「囤而不發」。

總召：叫到必全力配合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總召集人陳振彬指出，特
區政府十分清楚該批中央援港物資的用法，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必定提
供全力支援，「例如早前
政府話連花清瘟膠囊有
多而將 7 萬盒撥給聯
盟，我們便迅速派到基
層等有需要人士手上。
只要政府叫到，我們的
義工一定全力配合。」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
另一名總召集人譚錦球
亦指出，中央對特區政
府的物資要求可謂「有
求必應」，而「全港抗
疫義工同盟」有向義工
提供抗疫工作的培訓，
絕對可勝任協助特區政
府派發物資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費小燁

用好義工力量
提升派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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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員工深入社區支持抗疫。
受訪者供圖

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陸頌雄指

出，必須發動社會民間力量，形成一
個合作機制，「其實香港每日逾萬宗
確診個案已維持了近三星期，現在才
啟動已經慢了。」他指出，香港除了
要避免出現各部門各自為政外，亦要
動員基層團體，形成一個更緊密的溝
通與合作機制。他強調，這必須是恒
常的機制，即使日後疫情退卻，特區
政府亦應加強支援地區團體的工作。

全民強檢更需派送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為，有

不少居家抗疫或接受隔離的家庭有物
資需要，建議先由民政事務局或民政
總署在十八區作統籌，善用地區網
絡，肩負起派送物資到有需要的家庭

手裏的責任，並可支援資訊科技辦派
發抗疫物資包，地區團體則作為輔
助；而當民政事務總署建立了有系統
的派送物資服務鏈，到實施全民強檢
時，有關服務鏈將可持續運作。
他並指，由於目前有不少市民失

業，建議可配合公開招聘短期助理職
位協調派發物資。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亦

指出，可循不同途徑向有需要人士派
送物資，包括由地區團體協助分區發
放，「各地區的組織最熟悉當區情
況，知道哪裏有獨居長者等有需要人
士，可主動聯絡他們了解其需要，該
些地區組織無須到其區域分發物資，
每一區的團體負責自己區域，效率會
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文森

亡羊補牢

香港中華醫學會新冠病毒專責小組召集人楊超發對香港
文匯報直言，感覺目前派發物資好像沒有系統、「散修

修」，以致中央的抗疫物資積壓，獨居長者等有需要人士要尋
求地區團體幫助，但不少長者不懂如何求助，亦無法打通政府的
熱線。他指出，社署一直跟進不少長者及基層家庭個案，建議特區
政府可透過相關數據庫主動出擊，找出要支援的目標人士，從而分
發物資。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亦指出，房屋署掌握各屋邨
住戶資料，尤其一些「老人邨」有不少獨居長者，特區政府
及義工組織亦可按房署的資料向最有需要人士派送物資。

同時，人口普查亦掌握各區域的獨居長者和基層家庭
等數據，認為特區政府可利用有關資料加快發放

物資，令資源更有效分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善用地區網絡增聘短期助理

◆ 林太（右）因需照顧子女而曾為購買防疫
物資感到苦惱，從家福會職員（左）手上接
過企業捐贈的抗疫物資後才放下心頭大石。

善用社署數據庫
精準分發物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晚表
示，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積極統籌各抗疫部門和單位的醫療物資
需求，並與內地專班緊密對接，確保物資能盡快供港作防疫抗疫之
用，至今從內地採購逾6,800萬份快速抗原測試包，繼續不斷分發給
衞生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又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分發給熱心社團等，
供前線抗疫防疫人員、確診病人、「居安抗疫」人士、義務工作人
員、染疫風險較高人士，以及從事較高危行業人士使用。
工作小組亦正接收共45萬盒由中央捐贈的抗疫中成藥，其中17萬
盒已撥給民政事務總署透過「連線」及其他熱心社團在社區派發，
另外部分透過食物及衞生局向因應限制與檢測宣告而須接受「圍封
強檢」的居民派發。其餘正透過醫管局在隔離設施及18間中醫診所
分發予接受治療的人士及確診患者。中央亦協調內地生產者加快加
速對本港零售市場的供應，確保不少防疫中成藥的貨源及供應得以
及時補給，特區政府亦會繼續在中央協助下大量採購抗疫中成藥。

大部分血氧儀發予醫管局
個人保護裝備方面，工作小組已接收逾1.6億個N95、KN95及外

科口罩，以及逾1,000萬件其他保護裝備，並陸續按不同需要增撥予
各部門的前線人員使用，亦有透過社署增撥予安老院舍使用。工作
小組亦已接收逾100萬部血氧儀，大部分分發予醫管局供病人使
用。
商經局發言人表示，工作小組會繼續檢視情況，因應各抗疫部門

的需要，透過內地專班採購更多醫療物資，全力以赴，對抗疫情。

設物資分配中心 公僕專職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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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用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