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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首批75人援港醫療隊抵港
林鄭感謝中央「有求必應」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深圳報道：昨天下
午，應特區政府請求，由廣東省組派的內地援港醫
療隊共75人，經深圳灣口岸啟程赴香港，全力配合
特區政府開展病人救治工作，幫助香港盡快穩控疫
情。

本次內地援港醫療隊包括36名醫生和39名護士，
隊員分別來自廣州、深圳、佛山、珠海4市14家三甲
公立醫院，從事呼吸內科、腎內科、心血管內科等與
老年患者救治密切相關的科室，其中還包括6名感控
專家以及4名中醫師。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檢測與醫療組組長、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李大川到現場為
援港醫療隊送行。他表示，此次醫療隊將赴香港亞
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參與醫療護理工作。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收治的患者以老年人為主，且多數合併有
基礎疾病，是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危人員。醫療隊到
港後將迅速開展工作，努力減少重症和病亡。此
後，應香港特區政府請求還將繼續派出醫療隊支
援。

隊員均是各大醫院臨床一線骨幹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醫務科科長、主任醫師余

濤擔任本次醫療隊領隊，他長期從事急診科和醫務科
相關工作，表示將運用自身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積累的
經驗，以高度責任感完成本次援港任務。

據了解，這批工作隊的75名成員，都是各家醫院
的臨床一線骨幹，大多參與過廣東、湖北等多地疫情
防控工作，不僅抗疫經驗豐富，而且大都熟練掌握粵
語和英語。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全科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力鋒是
此次醫療隊中的一員，他將在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負
責輕症病人的診治和護理工作。他說： 「我們醫院與
港方醫院有長期的交往合作，對香港的情況有更多的
了解。相信我們醫院的醫護人員能夠更加快速適應香
港的情況，更快投入工作。」

另外，記者從港大深圳醫院獲悉，此次該院首批派
出5名醫護人員參與中央支援香港醫療救治隊（包括
2名醫生和3名護理人員）。

【香港商報訊】 「香港很多物資需求量大、時間緊
迫，中央不同部門，或者可以說是全國不同地方都在
加班，根據香港需求物資的規格、時間、供應量、批
次安排等，將物資源源不斷供應給香港。」特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最近接受新華社專訪時
表示。他說， 「非常感謝中央支援，我們的工作專班
將確保醫療物資供應到位，且本港鮮活物資供應已大
體如常。」

邊「打仗」邊安排「糧草」
邱騰華表示，特區政府工作專班負責保障醫療物資供

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保醫療物資供應到位，把中
央給香港的物資和心意送給市民。他指，物資到港後，
政府要增加倉儲、運輸能力等，同時要統籌供應，滿足
不同單位需求。 「常說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但在
疫情裏，有時候我們沒有條件把所有 『糧草』提前安排
好，這就需要我們邊 『打仗』邊安排。」

至於如何確保最需要市民先拿到物資，邱騰華表
示，物資供應和分發平台已經建立起來了。目前得到
的物資可分為三類，藥品、防護裝備和快速測試包。
藥品方面，我們非常感謝中央，因為第一批45萬份抗
疫中成藥不是我們採購的，是中央無償捐贈給香港市

民的。其中的374000份已經到達香港，我們安排其中
的2/3給醫管局的18個中醫診所，中醫師可以在看病
時直接發放給確診病人，並通過診所派發給一些民
眾。另外的1/3交給民政事務局分發給民眾，重點是
給那些沒有能力購買的老人，以及一些高危工作環境
的人士，如清潔工人等。我們還正在給快速測試中確
診的市民發放藥包，包括中成藥等。在中央支持和保
障下，香港零售市場也有足夠的中成藥。

設平台每日通報物資數量
政策和信息清楚發布對穩定民心非常重要。從3月

9日開始，行政長官和相關局長每天上午11時通過傳
媒向民眾說明信息，充分跟民眾溝通。對於統籌物資
供應和分發平台，邱騰華表示，該平台每天通報物資
數量，讓民眾心裏有底。每天發布的新聞公報，數據
亦非常詳細。

邱騰華說，政府就是要在民眾擔憂供應不足的時
候，把供應做到位。政府設有專班處理物資供應，他
們不僅和內地對接，還和本地供貨商加強聯繫，擴大
供應。目前，個別超市可能有供應不足的情況，但總
的來說鮮活物資已供應如常，有些超市的生活所需品
倉儲甚至比過去還多。

特區政府早前向中央請求派內地醫療團隊來港
支援，上星期來自廣東的 16 人已來港考察及對
接。林鄭昨宣布，中央會正式分批派出內地醫療
人員來港協助治療新冠病人，首批 75 人昨已抵
港，本星期將會有再多300人醫療團隊抵達。

會上，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補充道，來港內
地醫護團隊會與醫管局實行協同模式，他們先集
中於亞洲博覽館社區隔離設施服務。他說，現時
亞博館的病人較多為需要更多照料的長者，因此
需要更多人手參與救治及照顧，才能更好善用地
方及資源。

特首感謝深圳對港大力支持
鑒於目前疫情發展，昨日零時起，所有深港跨

境貨車入境深後，須在深圳皇崗口岸、文錦渡口
岸、蓮塘口岸及深圳灣口岸接駁點，實施陸路跨
境運輸集中接駁，以降低疫情傳播風險。林鄭表

示，感謝深圳市政府對香港面對第五波疫情提供
的支持，相信在中央領導下深圳可以處理好有關
疫情問題。

高拔陞又說，本港目前集中處理新冠病人的病
床增至11000張；指定診所昨起增至23間，即日
籌由3000個增至4300個，當中將預留一半籌號給
高風險病人。

醫管局購兩款口服藥效果良好
林鄭又介紹說，醫管局已成功購入兩款新冠口

服藥，包括默沙東藥廠的莫納皮拉韋（Molnupi-
ravir）及輝瑞藥廠的帕克斯洛維德（Paxlovid）。
其中，前者已全數來港並投入使用；後者首批於
昨日抵港，其他批次會於未來兩三個月抵港。

據悉，上述兩款口服藥初步使用效果良好。政
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指，兩款藥都可牽制病毒繁殖用作治療輕症病
人，惟他提醒要及早使用該等藥物，如在發病5天
內用，並且未有明顯呼吸衰竭。現時在指定門診
及院舍都可盡快將藥物處方給病人，高危群組如
年齡70歲以上長者、長期病患、免疫系統失調人
士及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都適合服用。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
人、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表示，
見到確診長者及時使用默沙東口服藥效用很好，
可防止演變成重症及肺炎，其關鍵在於及早使
用。

另外，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行政長官自本月9
日起，除星期二須舉行行政會議外，每日會聯同
相關官員舉行例行抗疫記者會，以交代政府抗疫
工作進展和回應傳媒提問。發言人說，有鑑於
此，行政長官一般逢星期二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的環節由今日起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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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於抗疫記者會表
示，中央分派醫療人員首批75人於
當日抵港，本周會再多300人醫療團

隊抵達；她感謝中央的 「有求必應」 ，亦感謝所有參與治療新冠病人的組
織和人士及前線醫護人員。據悉，內地醫護團隊將與醫管局協同運作，以
提高服務的質與量。深圳昨起至3月20日將進行3輪全民核酸檢測；林鄭
對深圳此波疫情表示十分關心，並感謝深圳市政府對香港的支持，特別是
此時確保供港物資供應穩定，不受當地全民檢測的影響。

醫療隊奔赴亞博館服務高危群體

物資供應分發平台已建立

昨日傍晚，內地援港醫療隊首批75名隊員到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前排左四）、協調部部長朱文（前排右三），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前排左六），醫管局主席范鴻齡
（前排左五）、行政總裁高拔陞（前排左三）等赴深圳灣口岸迎接。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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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確診病例近
日 「高位橫行」 ，早前幾何級
式暴增初得遏制，但形勢依然

嚴峻，不可鬆懈。大家看到，自當局調整思路、果
斷執行 「減死亡、減重症、減感染」 方針以來，香
港逐漸擺脫早前 「倒瀉籮蟹」 的困局，抗疫工作撥
亂反正。然而時刻要切記，抗疫任務仍然十分艱
巨，香港必須在已經理順抗疫策略，以及在醫療人
手、物資供應條件較以往充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
強組織領導，要建一個權威有力的指揮總平台，統
籌協調各分平台的工作，將所有力量匯集起來，善
加利用，提升抗疫效率，早日打贏疫戰。

第五波疫情之初，特區政府一度失了方寸，資源
跟不上，支持遠不足，信息發布混亂，以致人心惶

惶。現時在中央全力支援下，升級策略，全面動
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聯同相關局長每日召開記
者會，向全社會提供最新的權威資訊；同時開通網
上申報平台，讓全社會掌握確診數字。這些措施顯
決心，安民心。

現在抗疫總策略正轉入全面細化落實的階段，尤
其需要加強統籌。第五波疫情初期，曾發生輕症病
人也擠進醫院、擠兌醫療資源的情況。但隨越來
越多私家醫院提供病床，中央援建的方艙醫院陸續
建成投入使用，當局開始執行 「分層分流」 ，依據
患者病情之輕重，精準地將分流至定點醫院、社區
治療設施、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居家隔離。如何
「分層分流」 ，如何 「突出重點」 ，如何用好設施

等，都需強有力的統籌。

林鄭坦承香港不缺錢，現也不缺物資，缺的是
人，無論執行 「分層分流」 ，還是 「突出重點」 ，
都需要有足夠數量的專業高效的團隊。比如，大批
本地醫護和院舍職員染疫，誰來治療和照顧患者？
如何幫助集中和居家隔離者？如何補充人手？這些
都需要政府加強統籌，挖掘社會潛力，動員各方力
量。可幸在 「國家隊」 全力支援下，一切都變得有
可能，昨首批75名內地醫療人員來港，本周將再多
300人抵達，醫療團隊陣容獲得增強。當局一定要
統籌好中央支援和本地人手，統籌好公私營和社會
力量，合作救治，產生協同效應。

抗疫物資調配亦同樣需要加強統籌協調。早前抗
疫物資缺乏，醫療和生活物資一度告急，現時已回
復穩定。隨中央援港物資源源到來，如何做到與

香港實際需求有效銜接？如何快速派發？如何接
收？對接有沒有障礙？這些都需要特區政府協調
好，進一步推動發動18萬公務員，並與民間力量合
作，按需要把物資及時送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中，發
揮好物資供應和分派平台的功能，不斷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調整，防止慢和亂的現象發生。

抗疫是一場全社會的大仗，需要整體系統參與，
科學有力調配各種力量，是對為政者執政能力的一
場大考驗。特區政府在中央全力支持下，抗疫工作
正在改進，並取得進展，但仍有持續優化的空間，
特別是要加強統籌，在人力、物力、信息、設施等
等方面，均須加強協調，更好優化資源運用，提升
抗疫成效。統籌領導得越好，抗疫成功就越快。

加強統籌 提高抗疫效率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恒指急瀉千點 科指重挫11%

港股跌穿二萬點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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