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評

特區政府計劃下月初向全港300萬個
家庭派發 「防疫服務包」 ，分別由房
屋署、各大物管公司及業主立案法
團，以及社區義工和公務員，逐家逐

戶派發給市民，目標在7天內完成。防疫物資在疫情
已處於回落階段才開始派發，錯過了市民最需要的
時間段，雖然效果會打折扣，但仍然有派發的價
值。香港兩年多的抗疫過程，社區組織能力弱是嚴
重影響特區政府抗疫的短板，透過這次全港派發
「防疫服務包」 ，政府應思考如何建立起高效運作

的社區治理體系。

香港社區組織能力弱
政府派發的 「防疫服務包」 內有快速抗原測試包、

KN95口罩、中成藥，以及衛生防護中心特別印製的
資訊小冊子等，主要來自中央援港的抗疫物資。中央
援港物資自2月中開始，已經迅速運送至香港，但卻
未能及時地送到市民的手上，中央急、香港慢，最主
要的原因，是政府缺乏社區力量。

2月中至3 月上旬，是第五波疫情最嚴重的時期，
也是市民最徬徨驚慌的時期，當時有許多市民自檢
陽性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致電政府熱線電話無
法接通，自行前往醫院無法得到及時的醫治，留在
家中隔離，又缺少物資和藥物，一部分市民甚至連
每日飲食都無法保障，感到驚慌。當時，好在有建

制派的地區組織、社區議員幹事，自行組織了起
來，盡可能地向有困難的居民提供幫助；也好在有
許多民間的善心人士，捐資捐物，為困難家庭提供
必要的物資保障。

現在疫情已經較緩和，過了最緊張、最困難的時
期，多數市民也已經自行儲備了物資，有能力應對緊
急的需要。這時候，政府才開始派送 「防疫服務
包」 ，確實慢了一拍，效果也打了折扣。回顧兩年的
抗疫過程，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問題，兩年前
在抗疫初期，全港缺口罩，等到政府向全港市民派發
銅芯口罩之時，口罩的供應問題，其實已經緩解，政
府總是慢一步。

但是，派發 「防疫服務包」 仍然是必須的，即使疫
情已經有所回落，但每日仍有數千人染疫，而且，疫
情仍有可能反覆，甚至還有機會出現下一波疫情，派
發 「防疫服務包」 仍有其作用，一來可以為全港市民
提供防疫物資，二來也是一種全港防疫宣傳，提醒市
民繼續抗疫，保障自身的安全。

特首在每日抗疫記者會上曾表示，內地專家來港考
察後指出，香港特區的社區組織能力較弱。特首也認
同這一看法，認為這是香港與內地的分別，內地有很
多小區管理、街道管理，可做到 「不漏一戶」 的徹底
性，但香港在這方面較弱。特區政府未能及時向全港
市民派發 「防疫服務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區
組織能力弱。政府沒有辦法靠自己和公務員向全港

300萬家庭派物資，但似乎又無力統領起社會力量，
協助政府推動這項工作。

探索建立高效社區網絡
這次全民派發 「防疫服務包」 ，正好是一次好的實

戰經驗，讓政府去思考和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個高效運
作的社區服務網絡，有效提升社區治理能力，日後一
旦有緊急需要，就可以立即行動起來，為全港市民提
供必要的服務。

香港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社區組織力量，有許多社
區組織、基層社團、同鄉社團，以及政治團體的地區
議員、幹事，長期在地區服務，他們既是社區居民與
政府溝通的橋樑，也可以成為政府向社區提供服務，
做好社區治理的幫手。過去多年，政府實際上一直有
與這些社區力量合作的經驗。但是，政府卻並沒有進
一步整合、統領起這些社區力量，而是一直任由民間
自行發展，因而存在發展不均衡、不完善的問題，以
致有需要時，無法發揮最大的作用。

導致這樣的結果，很可能是與政府一向奉行的 「小
政府、大社會」 思維有關。從這次抗疫中可以看到，
政府如果不打破 「小政府」 的僵化思維，不積極主動
地介入社區治理，很難根本提升政府的綜合治理能
力。特首羨慕內地有小區管理、街道管理，但香港為
什麼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強勢社區管理？這個問題值得
政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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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保就業肯花心思或有意外成果
香港工商總會（荃灣分會）副主席 鄺震凌

本港受第五波疫情嚴重衝擊，除了市
民生命健康受威脅，本港大多數中小微
企的經營環境都深受創傷，不少小本營
運的商戶結業，失業人數急速上升，本

港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政府宣布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
劃，希望可以紓緩大部分中小微企僱主在疫情肆虐下
的經濟壓力，但目前所見，不少商戶都覺得有關援助
來得較遲甚至力量較小，未能產生及時雨功效。

政府推出的這一輪保就業計劃，稱將會動用260億
至310億元公帑，可惠及110萬至130萬名僱員，這基
本上是以第一次的保就業計劃作為藍本，剔除部分大
型和公營企業，也就是說主要以中小微企為補助對
象，在這個意義上，今輪的補助計劃是貼近民情的，
但問題是實施的日期，似未能照顧到社會上的實際需
要。

本港第五波疫情自今年1月初開始形成，確診個案
拾級而上，政府隨即宣布實施快、狠、準的遏制疫情
措施，所有大型活動取消，酒樓食肆晚上6時之後禁

止堂食，但疫情大爆發的態勢仍難以遏止，不少企業
包括戲院及餐廳酒樓隨之宣告結業。

有見及此，中央2月即下達指示，要特區政府把穩
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確保香港市民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中央亦全力支
援香港抗疫，只要香港提出，有求必應。這一波疫情
3月初達至高峰，每日確診人數多達數萬，大部分確
診者都要自行居家隔離，令感染人數居高不下，確診
病例近日雖稍回落，但個案仍高企，而工商業界最難
捱的日子，也正正就是這兩個月。

政府推出新一輪為期三個月的保就業計劃，要到5
月才發放首次8000元的補助，很多小僱主已經不敢奢
望他們的店舖可以捱到那一天！政府的說法是發放保
就業金的日期，是希望配合本港疫情漸漸過去、經濟
轉趨復蘇的時機，但如果這些中小企挺不過這幾個
月，又如何保他們僱員的飯碗？

事實上，歐洲不少國家近期放寬防疫措施，甚至撤
銷限聚和口罩令，但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 BA.2 變

種病毒又再肆虐；港大醫學院根據模型推算，指本港
必定會出現第六波疫情，政府滯後推出的保就業計
劃，就只能是治標的短期措施，長遠而言，仍須為提
防疫情長期干擾香港經濟預早籌謀。

保就業，說到底涉及了經營成本和人力資源運用，
就以政府抗疫為例，抗擊疫情需花費大量公帑，亦需
要大量人手幫忙，但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因疫情無
生意做，要員工減工時減薪金，結果就要由政府補貼
薪金；其實政府是否可以考慮盡量利用好現時全港十
八區的分區委員會，與各地區的工商業界磋商，預先
做好人力資源的匹配，例如，在疫情下食肆縮短營業
時間甚至要停業，旗下員工是否可以經特別統籌，受
聘到大廈強檢區做庶務工作？或分發物資的工作呢？

如果統籌調配得當，那麼全港十八區都可以臨時徵
用大批的抗疫生力軍，只要靈活運用這些人力，哪會
出現社區動員能力不夠強的問題？其實現時全港市民
正齊心抗疫，只要政府與市民肯多花心思，磨合出既
可抗疫又可保經濟的方法，那又何樂而不為？

香 港 疫 情 嚴
峻，早前國家主
席習近平已指示
要動員一切可以

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
切 必 要 的 措 施 應 對 新 冠 病
毒。有數千年經驗累積，而
且屢見奇效的中醫藥理應在
其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業界
和民建聯一直建議加強運用
中醫藥對抗新冠肺炎，政府
近 日 亦 接 受 了 不 少 具 體 建
議，包括已在亞博館初步建
立中西醫會診機制，中央援
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昨日也已
抵達本港開展工作。

政府的積極取態是值得肯
定 的 ， 但 具 體 應 如 何 進 一
步，政府似乎仍未有全套想
法。事實上，內地一直以中
西醫結合治療新冠患者，其
成功經驗及相關的本地和國
際醫學文獻已經證實中醫能
有效減少重症、加快痊癒、
減少死亡及縮短住院時間，
據了解本港有居家隔離的市
民亦靠中醫藥痊癒。因此，
作為重要抗疫力量之一的中
醫藥，其功能仍有很大的發
揮空間。民建聯建議中醫藥
應全流程參與新冠患者的救
治，包括預防，治療輕症、
重症和康復。目前在預防、
治療輕症和康復方面已有較
大進展，但在治療重症方面
未見有重大突破。期望新一
批 內 地 中 醫 專 家 來 到 香 港
後，能協助特區政府全面審
視現時的抗疫需求，以及中
醫藥的資源和優勢所在，盡

快制訂完整的中醫藥全流程抗疫策略，並馬上部署
落實，務求可充分運用香港接近一萬名中醫專家和
內地中醫專家的人力資源，最大程度發揮中醫藥優
勢。相信如果能加入及善用更多中醫藥的力量，應
可更好達至減重症、減死亡的目標，令香港疫情早
日結束。

這次疫情使中醫藥得到市民的歡迎與重視，對於
中醫藥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我相信在疫情過後，
市民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將有增無減。政府應研究
增撥資源，例如擴大現時十八區的中醫診所規模，
增加更多的服務名額。另外，當局亦需要把握好將
軍澳中醫院即將落成的契機，加大相關的中醫藥應
用。在疫後亦可以透過中醫藥，紓緩多年來流感高
峰期西醫院急症室爆滿的老問題，並為患者提供更
好的治療模式。長遠而言，政府應參考內地做法，
和今次抗擊新冠肺炎的經驗，就未來中醫藥發展制
訂更全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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