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疫情嚴峻，特區政府發言人5日
表示，特區政府將堅定負起抗疫主體責
任，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的抗疫機
制下，盡快穩控疫情。特首則表示，特

區政府所採取的每一項措施都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為
出發點，但執行上遠超特區政府的自身能力。抗疫是
一場全民參與的戰爭，應該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
量，不能只由特區政府高官和部分行政機構孤身作
戰。特首也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首長，而是特區之
首，必須要帶領全社會，積極投入抗疫之戰。

現在單日確診個案數萬宗，而且疫情尚未見頂，死
亡人數也超過千人，市民恐慌，社會處於危機的邊
沿。特區政府主要由特首領導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
揮中心，按照疫情發展制訂應對策略和措施。特首亦
已分派特別任務予個別局長，要求他們親自領導相關
抗疫工作，動員其屬下部門支援，向行政長官負責。

抗疫力量仍未被全面動員
特首指出，現時政府的抗疫措施，在執行上已遠超

特區政府的自身能力。這句話說的是實情，但也正是
特區抗疫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特首曾將抗疫形容為
一場戰爭，這一比喻十分貼切，疫情兇猛，直接危及
全港市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甚至疫情有可能向
內地擴散，事實上也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抗疫既然是一場戰爭，就必須以突破常規的戰爭模

式，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全民投入才有可能
打贏這場戰。但是，從政府發言人的表述看，仍然只
見到抗疫的常規模式，未見到抗疫的戰爭模式，動員
起來的可能只是十多名司局長，以及部分政府的高級
官員、顧問，即連政府部門也未全面動員起來，更不
要說動員全社會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了。

面對疫情，市民所見到的真實情況是，中央援港的
大批物資未能及時有效地分配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中，
中央援建的方艙醫院尚未能得到合理應用，中央援港
的大批檢測人員、技術人員和各方面專家，尚未能發
揮應有的作用。市民只見特首及一眾高官忙接收、
視察，未見政府部門及時、有效地將這些援助人員和
物資有效地安排到位，到底是政府沒有能力，還是政
府不願盡其責，市民心中是有疑問的。

政府的抗疫資訊有混亂，各項服務有不到位。疫情
愈是緊張，政府給人的感覺就愈混亂。政府雖然設置
了熱線電話回應市民的查詢，但是，這些熱線電話基
本上打不通，即使有幸打通了，市民也只能接收到幾
句冰冷的回應，讓市民感到求助無門，因而驚慌。政
府官員、專家顧問的公開言論，則各說各話，一時一
樣，讓市民無所適從。再加上謠言四起，政府的解釋
澄清又不到位，社會人心慌亂也就無可避免。

政府說抗疫重任已超出政府的執行能力，但市民所
見到的是，政府行政部門並沒有真正地全面動員起
來，抗疫的多條戰線人手嚴重不足，而大量公務員卻

在家工作，沒有投入抗疫前線。當公立醫院人員爆
滿，許多長者婦幼須在寒風中露天候診之時，未見有
哪位高官到現場安撫情緒，解決問題；安老院舍疫情
嚴峻，也未見有官員積極想辦法解決，康文署大量文
娛設施在疫下閒置不用，任由長者擠在簡陋的院舍
內，這是能力不足，還是沒有積極抗疫？

社會的力量也未被全面動員起來。疫情緊急，公立
醫院已超負荷運作，但擁有五千床位的私立醫院卻被
人質疑袖手旁觀，甚至拒收染疫的病人，見死不救；
疫情之下，成千上萬的家庭需要關顧，大批的抗疫物
資須及時派送，但平時受政府公帑資助的社福機構、
NGO組織，也沒有投入到抗疫行動中；還有更多的
社會機構、宗教團體等等，這部分社會力量都未被動員
起來。雖然社會上也有許許多多的熱心人和組織，自發
組織了起來，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支援，但在缺乏政府
統一指揮調度之下，力量未能集中，成效也未彰顯。

第五波疫情以來，特區政府在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
社會力量方面，有多大的作為？有沒有召見私家醫院
老闆請求援助？有沒有會見社會領袖共同抗疫，甚至
向社會和市民發放積極正面的信息，鼓勵士氣、凝聚
力量的講話？

抗疫這項重大任務，只靠特首和特區政府的高官和
部分政府部門，按照常規的模式運作，當然是遠超過
政府的執行能力。特區政府必須要擔起責任，帶領全
社會、全政府的力量，才能打贏抗疫這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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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護中心統計疫下死亡個案，截至3月4日

的首1153 宗病例，發現未接種疫苗的死亡率遠遠

高於已接種的。其中80歲以上人士最為明顯，未

打針的死亡率為8.19%，即差不多每12人染疫就

有1人死亡，而打齊針的則僅1.26%，兩者相差

6.5倍。至於70至79歲與60至69歲，差距分別達

到9.5倍和近18倍，充分反映疫苗有效提供保護作

用。

所以，與其憑空擔心疫苗安全性，不如正視第

五波疫情之險惡，以及疫苗如何有助護己護人護

香港！

其他較年輕的年齡層方面，新冠肺炎亦會構成

一定致命風險，絕不能夠等閒視之。0至19歲未

打針的，死亡率便達0.03%，40至49歲升至

0.1%，50至59歲更達0.41%；反之，如果打齊

針，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0至49歲死亡率均為

0.00%，50至59歲亦僅0.02%。

打針比不打針好，乃鐵一般事實。分析香港第

五波疫情，亦提供了大量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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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普京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
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
共和國，並指示俄軍進入兩地履行維和
職能。烏克蘭危機進入一個新階段。

「顏色革命」 是利用目標國親美勢力，製造動亂、
推翻選舉等方式產生新的政府；激進言行吸引民意向
反對勢力傾斜，再通過選舉產生親美政權。美國利用
「顏色革命」 顛覆前蘇聯和前華沙公約組織，北約不

斷東擴。
北約東擴有違俄美當初達成的非正式協議。近年，

美瞄準烏克蘭；俄吞併克里米亞和鼓勵親俄勢力烏東
割據，回應親美的烏克蘭政權上台。澤連斯基欲擺脫
法、德有份參與的《明斯克協議》，美竊喜；俄陳兵
布陣對烏施壓，也激化俄美矛盾。

在安理會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要求俄承諾

「不會入侵烏克蘭」 ，讓美控制烏克蘭。俄稱美 「鴕
鳥」 ，指美無視烏違反協議，也有揶揄美不識大勢之
意。拜登公開表示準備與普京會晤後，俄軍入烏東，
並有後。

兩個事實是：一、建立俄白烏聯盟是普京和許多東
斯拉夫人的夢想；二、俄不利用軍事手段無法在烏克
蘭和歐洲安全問題上獲得話語權；而俄偏偏在歐洲有
軍事優勢。

囿於國內經濟，美不出兵烏克蘭，卻與俄進行 「混
合戰爭」 ，即混合開展傳統和非傳統戰，混合使用戰
爭主體、手段、方式、戰場環境等。

美宣傳俄侵烏屬於 「攪和」 戰術。通過激化俄烏矛
盾，恐嚇烏及東歐國家。戰爭陰霾下，那些國家不得
不依賴美國，美可延續其歐洲霸權。美更聯合盟國進
一步對俄實施經濟制裁，阻隔俄對歐供應天然氣，有

助美國天然氣輸歐。
美處理這次危機的目標是擊垮俄羅斯；底線卻是放

棄烏克蘭，退守波蘭。目標互相矛盾，影響美政策成
效。

俄軍入烏後面對西方制裁，普京會加大對美、烏軍
事和政治壓力，美烏真實意志和能力仍須考驗。

俄答覆美對俄安全保障回應時稱，美若不能滿足俄
訴求，俄會被迫作出軍事措施等。形勢比人強，短期
而言，烏親美政權下台、烏 「一分為二」 或俄軍進基
輔是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三種方案。從長遠來看，俄白
烏將成立三國聯邦。西方制裁改變不了趨勢，其他
G7國家未來如何跟隨美國卻是另一回事。

總的來看，俄美關係會長期處於低谷。美國官方和
主流媒體繼續把中國視為主要敵人，中美關係也在惡
化。

美國欲維護霸權，希望遏制中國崛起，並擊垮俄羅
斯，卻力有不逮。美選擇同時面對兩個無法戰勝的對
手，既脫離實際，也非理性。

熱門
話題

新冠疫情全港肆虐，除了可從確診數
字得知嚴重程度，相信不少市民自己、
身邊親人、朋友也已經中招。現時逾48
萬人染疫，再次反映疫情絕非 「講

笑」 。筆者感謝國家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援建方艙醫
院，紓緩醫療和隔離壓力；但即使如此，每天如此龐
大的確診數字，愈來愈多的確診人士未能獲安排及時
入院或進入隔離設施，相信諸位市民已經意識到，確
診者居家隔離已是社會趨勢。

就此，近日民建聯、新社聯、其他義工隊伍和有心
人已經盡最大能力，為居家隔離的人士提供防疫抗疫
物資，不過由於居家隔離始終較難得到合適治療，除
了引起不少市民擔心，也有機會讓病情加劇。近日筆

者、黃英豪、林琳、郭玲麗等立法會議員，聯同立法
會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玄醫生團隊，率先協作推出第
一期 「醫電通」 WhatsApp支援熱線9403 1164，為確
診人士提供免費醫療健康抗疫建議。首階段將支援居
住沙田區確診患者，暫時有約 20 名醫生參加 「醫電
通」 WhatsApp支援熱線計劃，為確診者提供實用的醫
學資訊，包括︰確診者如何居家隔離、藥物查詢等。
預計每日約有200名人士受惠。

「醫電通」 WhatsApp支援熱線計劃首階段支援居住
沙田區確診患者，是因為沙田區的人口較多、佔全港
人口約十分之一，而區內疫情相對也較嚴重，故先決
定在沙田區 「先行先試」 。不過長遠而言全港疫情愈
趨嚴重，筆者期望可有更多醫生及資源支援 「醫電

通」 WhatsApp支援熱線計劃，讓 「醫電通」 推廣至全
港18區；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盡快重整旗鼓，動用一切
可動用的力量，包括進一步請求中央支援，推出讓市
民安心的措施，特別是加快全民檢測及積極考慮 「禁
足」 等措施。其實說到底，香港有中央強大後盾，但最
大問題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是否充滿信心。

最後，要打勝這場疫戰，除了政府，更取決於市
民。現時數據顯示，有接種疫苗的確診人士死亡率大
大低於沒有接種者，疫苗保護率也按接種針數而增
加；為己為人，實在不應遲疑，必須盡快接種疫苗。
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唯恐天下不亂，散播謠言製造恐
慌，市民必須在聽到消息後盡快 「fact check」 ，政府
也應加強闢謠，以免添煩添亂。

立法會（新界東南）議員 李世榮

攜手支援市民居家隔離

日前，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北京，以視像會議

方式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第七次協調會。對於援港專
班各項工作，夏寶龍給予充分
肯定，並提到要全力支持特區
政府進一步加強對防疫抗疫工
作的有效統籌，切實履行好主
體責任。夏寶龍特別提到，特
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
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
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
踐行就職誓言。這是委婉地對特
區政府作出提醒及要求。

香港這次疫情大爆發後，不
少人批評香港部分負責官員，
認為他們並未真心實意按照
「動態清零」 的原則和機制嚴

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
無力，最終破防。的確，香港
做不到 「動態清零」 ，特區政
府的部分政務官要負很大的責
任，因為他們沒有制訂真正向
內地標準看齊的也符合香港實
際的動態追蹤、隔離、管控、
清零的預案執行機制。所以香
港 「動態清零」 流於程序操作
上，並沒有一個真正強有力的
制度、動員體系、資源體系去
支撐。

抗疫是香港政府責任
對於香港的要求，中央已經

給予支持和配合，但負責抗疫
的始終是特區政府，決定抗疫
主策略的也是特區政府，當然
承擔一切責任和後果的自然也

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對於 「怎麼辦」 的問題形成兩
種聲音：一種認為香港應該追隨內地防疫的做法，堅
持 「動態清零」 ，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證750萬人的
生命健康安全，而且內地的防疫政策已經被實踐證明
是管用的，也是獲得內地民眾認可的；另一種觀點則
認為，香港最終將不得不 「與病毒共存」 ，徹底清零
已經不切實際，香港部分政務官認同這種觀點，關鍵
他們還是執行者。

隨香港近日確診人數幾何級數增加，康復者亦增
加，但卻面對 「寸步難行」 之慘況。目前，大量確診
者無法進入醫院，都是留家自我隔離，不少人由發病
至康復都是政府零支援。

新冠確診病例與日俱增，全港上上下下皆疲於奔
命，前線醫護人員固然馬不停蹄加倍努力照顧病人，
特區政府官員也忙於籌備全民強檢，安排隔離硬件設
施，市民則為了日常生活物資四處張羅，超市貨架清
空，不少藥品斷市。抗疫戰來到這一階段，前景十分
凶險，亟待有一條明確的出路。

港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指，內地已證明全民檢測有效，甚至可將個案 「清
零」 ，但亦因內地追蹤個案能力強，如設有大量人臉
識別系統、閉路電視、地區組織、健康碼等，反觀香
港並沒有相關配套，袁教授說： 「香港需要自己搵一
條路出來。」 另一名專家、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
監何良表示，現時香港最迫切需要的是推動疫苗接
種，他倡議符合香港形勢的 「快速三次循環全民檢
測」 方案，希望當局考慮。

雖然兩名專家的講法不盡相同，但彼此的共通點是
香港應該找一條符合自己形勢的出路。既然香港隔離
設施肯定不足以應付，那麼不如面對現實，容許輕症
患者在家自療，只有在病情惡化之時才向政府求援。

抗疫的理想目標毫無疑問是清零，全民強檢大可繼
續落實，敦促市民接種疫苗亦應同時進行，即使錯過
了最佳時機，遲做永遠好過不做。但是，容許輕症患
者在家自療不能與 「躺平」 畫上等號，如果配合密切
監察，此舉能夠防止醫療系統崩潰，否則再多的方艙
醫院也不勝負荷。

確診數字屢創新高的香港，短時間內沒有辦法清
零，但毋須向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看
齊。香港應該參照內地經驗，既可集中隔離，又可居
家隔離，既可入院治療，亦可在家自療，既可全民強
檢，又可自我檢測，走出一條自己的抗疫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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