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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白車救餓暈警 示威者荒謬
林鄭批堵政總者截警換班斷糧水非常不合理

逼政總「准出不准入」行政署：示威者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大批「佔

中」示威者昨日圍堵特首辦與特區政府

總部，不僅嚴重阻礙政府運作，更令受

傷警員未能盡早獲得救治、執勤警員差

點被「斷水截糧」。昨日上午，最少3

名在政府總部外執勤的警員身體不適，

救護車到場卻要經示威者「檢查」並阻

止進入，最終要在接報30分鐘後才能將

受傷警員送上救護車。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形容示威人士做法荒謬，批評他們

的行為已非一般人可以接受，呼籲示威

人士讓前線警務人員能夠繼續專業及有

尊嚴地履行職務。

拒餐車駛入 警「螞蟻搬家」送餐
昨日清晨時分，大批示威者阻塞特首辦及政府

總部入口，警方派員與示威者談判，希望讓路給
運載早餐的餐車進入特首辦分發予特首及當值警
員。然而，示威者卻聲稱懷疑車內有防暴裝備等
其他物資，竟衝出馬路圍餐車並要求「查
車」，兩輛餐車被迫停在龍和道。警方場地指揮
官葉智強一再重申，車內只有膳食，促請示威人
士讓路，並強烈譴責他們目無法紀的行為。事件
擾攘半小時，餐車仍未能駛入，警方最終要派出
數十名便衣警員以人手將一箱箱物資送入政總。
據了解，有警員因餓壞已暈倒，最少3名在政

府總部外執勤的警員身體不適。救護車奉召到場
後，竟又被示威人士阻止進入，救護車司機下車
與示威者理論依然不果，救護車後再以其他通道
嘗試進入。經過一輪爭論後，示威者始允讓路予
救護車進入，傷者由擔架床抬走，足足花了30分
鐘。

當局批不合情理不人道
政府發言人強烈譴責特首辦外示威人士阻止警

員換班及補給糧水。發言人指出，示威者佔據道
路、堵塞政府大樓出入口，阻止警員換班，斷絕
警員食物、食水供應，均屬嚴重違法行為，且不
合理、不合情及不人道。

林鄭：警處理示威採最大容忍度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出席一個場合時批評，

示威人士的做法非常不合理，甚至十分荒謬，令
她非常心痛。她指出，香港的警察非常專業、非
常優秀，而在今次處理「佔中」行動的示威，都
是採取了最大的容忍度，「但如果連有一位警務
人員身體不適需要救護車入內服務他，這部救護
需要給示威人士去檢查；而我們的警務人員需要
交更、需要喝水、需要吃飯，都不能夠將這些物
資送給他們，我覺得這些示威人士真的需要認真
反省。」
她又指出，示威人士的行為已完全超乎了一般

人認為可以接受的範圍，呼籲示威人士必須馬上
停止有關行動，讓前線警務人員能夠繼續專業、
有尊嚴地履行職務。

警釋運彈入政總：需替換基本裝備

■示威者拒絕讓餐車駛入，警方最終要派出數十名便衣警員以人手將一箱箱物資送入政
總。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3名在政府總部外執勤的警員身體不適。救護車奉召到場後，竟被示威人士阻止進
入。經過一輪爭論，示威者始允讓路予救護車進入，足足花了30分鐘。 中央社

45%巴士線被「佔」港鐵客增20%近飽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警方在集會人士面前
運送催淚彈及橡膠子彈等武器入政總，警察公共關係科
總警司許鎮德昨日強調，運送的物資是機動部隊常備的
防暴裝備，「機動部隊人員需要基本裝備替換，替換裝
備都是一手交一手，以作防禦之用。」他指出，保護政
府建築物不受衝擊是警方職責所在。

指與集會者不存在互信問題
被問與示威者是否失去互信，許鎮德多番強調，當時

的替換工作屬必須，又認為與集會
人士不存在信任問題，更否認運送
武器是製造恐慌。他稱，昨晨集會
人士拒絕警方運送食物及水進入封
鎖範圍做法不人道，「連警員的基
本人權也沒有。」批評集會人士做
法「地球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接
受。」
他又稱，警方強烈譴責包圍政總的

集會人士罔顧法紀，容易令不法之徒
得益，無辜市民受害。他又指近日收
到不少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的意見，警
方會以最大容忍度繼續執法。

消防金鐘救火逼繞路延誤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梁偉雄指，昨日全港收到71宗樓宇

火警召喚，當中5宗未能在達標時間內處理，達標率為
92.96%。其中銅鑼灣及灣仔、尖沙咀區達標率100%；旺
角達標率72.72%，該區收到11宗召喚，有3宗超過達標
時間的52秒至近14分鐘。他表示，一宗發生在金鐘萬豪
酒店，中區消防局原想沿花園道往金鐘道，結果要靠灣
仔另一組車前往，紀錄過時1分39秒。

另外，昨日彌敦道700號的火警召喚逾時13分45秒，
原因是該區示威人士不肯移除路障，消防車要駛至旺角
道及砵蘭街交界，由消防員徒步帶工具進入現場。他續
稱，幸好最後證實是警鐘誤鳴，若火災屬實，示威路障
會影響雲梯架設等，「危險可想而知。」
救護車方面，昨日全港緊急救護服務召喚達標率達

95.1%，旺角及尖沙咀共3宗超時，分別超時1分鐘至2
分鐘不等。被問到消防處出動救護電單車的準則時，梁
解釋現時31部救護電單車中，每天平均出動約26輛，只
有在經電腦計算後電單車比救護車更快抵達現場的情況
下，才會同時出動救護車及電單車，強調處方責任是保
障市民生命安全，不會因其他因素改變原來工作原則與
模式。

封路港島北車龍排至東隧
交通總部高級警司李國忠表示，昨晨9時受封路影響，

港島北區平日車龍長6公里，龍尾至東區海底隧道，與平
日龍尾只去到東區域走廊長70%。不過昨晨集會人士明
顯減少，部分街道包括灣仔一段告士打道西行線重新暢
通至柯布連道、銅鑼灣馬師道及波斯富街交界一段軒尼
詩道等。他指為令市民生活重回正軌，警方會與食環署
合作盡快安排移除馬路障礙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
總部被阻塞，行政署署長蔡潔如昨在
跨部門記者會上表示，政府總部昨日
暫停開放，決定過程中已盡力與員工
溝通。她指出，行政署昨早曾努力斡
旋，並作出公開呼籲，有示威者曾經
同意開放通道予員工入政總上班，但
之後又有不同群組示威者反對，爭持
不下後，作出「只准出，不准入」的

無理安排，對此深表遺憾。

不同群組示威者 開路鬧分歧
蔡潔如稱，不同時候，有不同群組

的示威者，對開放通道持有不同意
見，「當時沒料到示威者就開放通道
有不同意見，並激烈爭辯，後來示威
者表明不會開放通道，因此當局決定
政總暫停開放。」她強調，已盡力與

示威者溝通，亦非常尊重他們的訴
求，希望有關行動不會影響政府員工
上班工作。
她又謂，多項政府總部的直接服務，
包括勞工及福利局的殘疾人士登記，以
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投標箱都不能運
作，而原定本周的策發會、扶貧委員會
高峰會及行政事務上訴委員會等會議，
都無法進行。

反對派不反對取消會議「露底」
此外，原定昨日下午在立法會大樓

舉行的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會
議，亦在「佔中」影響下需要取消。
有建制派議員透露，行政管理委員會
討論能否召開內委會及財委會時，在
場的反對派議員並沒有反對取消會
議，證明反對派議員對金鐘形勢不表
樂觀，不敢堅持。另外，綜合大樓的
教育導賞團及兒童學習室活動亦已暫
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中」昨日踏入第六
日，對香港民生的影響愈見明顯。港府7個部門昨日連
續第二天舉行跨部門記者會，向公眾匯報「佔中」對市
民生活的影響。運輸署指出，現時仍有262條巴士路線
需改道或暫停服務，佔整體巴士服務45%，估計150萬
人次乘客影響。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淑華表示，灣
仔及中西區所有中、小學、幼稚園與特殊學校今日繼續
停課。他又指，為減低對學習的影響，若學校準備就
緒，最快可於下周一復課。
運輸署助理署長蘇祐安表示，「佔中」影響下，現時仍
有53條巴士路線暫停服務，209條巴士路線需改道，全部
262條受影響路線佔整體巴士服務45%，估計150萬人次
乘客受影響，佔整體乘客40%。他指出，由於多條巴士線
需要改道或停駛，乘搭港鐵的乘客大增20%，但港鐵增加
班次已接近極限，呼籲霸佔街道的示威者讓開路。
至於龍和道交通方面，蘇祐安指龍和道的車速可能會
較慢，促示威者移走路障。他強調，市民自發指揮交通
十分危險，對駕駛者亦造成混亂。蘇祐安又說，若灣仔
及中西區學校下周一可復課，城巴將會加開40M班次行
走中環至蒲飛路，方便學生上課。

灣仔中西區最快下周一復課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淑華則表示，由於「佔中」

事件持續，灣仔和中西區所有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
學校今日繼續停課。而為減低對學習的影響，她指若學
校準備就緒，最快可於下周一復課。黃淑華說，理解有
關地區學校和家長對停課的關注，也明白他們想盡早復
課，但各學校情況有別，運作上也需作不同程度的準備
安排，包括調整校巴或保姆車路線與接載點、午膳供應
安排，以至與家長聯絡等。
黃淑華強調，局方一直與區內學校緊密聯絡，了解其

關注事項和實際運作情況。她指據了解，各學校已陸續
採取不同方案，為復課作出準備。她又提醒學校在停課
期間，保持校舍開放，並安排人手照顧可能已返抵學校
的學生。

「佔中」104人受傷13人留醫
醫管局行政經理劉少懷表示，「佔中」開始以來，截

至昨日下午2時，共有104人受傷送院或到急症室求診，
現時仍然有13人留醫，全部情況穩定。劉少懷說，留意
到旺角下午有市民衝突，已通知附近的急症室，希望不
會發生不愉快事件。

■林鄭月娥形容示威人士做法荒謬，批評他們的
行為已非一般人可以接受，呼籲示威人士讓前線
警務人員能夠繼續專業及有尊嚴地履行職務。

■許鎮德(中)強調，保護政府建築物不受衝擊是警方職責所在。 彭子文 攝

▲港府7個部門昨午
連續第二日舉行跨部
門記者會，向公眾匯
報「佔中」對市民生
活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佔中」第六天，
在旺角被「佔領」者
佔據的巴士，在警方
的指揮下順利被巴士
公司職員駕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