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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肺炎疫情令香港「一罩難

求」，香港義工聯盟昨日向醫管局轄

下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及職工贈送超

過1.1萬個醫護用口罩，為緊守崗位

的醫護人員加油打氣。聯盟主席譚錦

球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

批防護裝備代表了10萬義工對醫護人

員的支持。

挺 祖 國 抗 疫

義工聯盟逾萬口罩送醫護
譚錦球：為留守醫護打氣 團結力量同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等十多名香港律師，昨
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正門前參加「支持祖國抗疫快閃行

動」。戴着口罩做好防疫的眾人手持紙牌，並高呼口號︰「中國加油！武漢加油！香
港加油！香港律師支持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圖︰相關短片截圖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
競文）香港口罩需求急增，
不少長者一罩難求，世茂集
團近日向本地弱勢群體捐贈
大批口罩。由世茂集團董事
局主席許榮茂創立的新家園
協會，近日再捐贈數以萬計
的口罩，希望盡一己之力，
與社會大眾同心抗疫，共渡
時艱。
世茂集團發放新聞稿稱，

2月5日，集團捐贈的口罩
陸續送達新家園協會。這些
口罩將由新家園協會，通過
其位於香港五大區的服務處
和少數族裔等服務中心，送
至最有需要的服務對象，包括新來港者、少
數族裔及弱勢群體等，並以長者和體弱者優
先，冀以此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許榮茂更親力親為，於2月6日到新家園
協會，了解口罩分發狀況，親自為新來港
者、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送上口罩與關懷。
據了解，此次抗疫行動，許榮茂帶領世
茂集團，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福建省共捐贈

18萬隻防疫口罩，為市民的健康安全增加
保障。
此前，世茂集團宣佈向香港中聯辦賑災

專戶捐贈3,000萬港元，用於抗擊新型肺炎
疫情。該筆捐款將支援武漢及周邊地區的新
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採購短缺醫療設備及
物資，對一線醫護人員提供支援和幫助，為
當地人民群眾的安全和健康貢獻一分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眾聯席支持留
守醫護人員，昨日到集中接收及治療確診新型肺
炎患者的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致送520個韓
國KF94口罩以及慰問咭，表達敬意。
據悉，聯席並正安排另一批6,000個口罩致送予
醫護人員，並計劃設立「支持留守香港醫護」基
金，為堅守崗位的醫護打氣。
另外，聯席和香港政研會發起「逆行者」運

動，已招募了超過2,500名義工，其中有近400
名是專職有牌的醫護人員，稍後會與醫管局商討
有關安排，以紓緩公立醫院人手短缺問題。

民眾聯席防疫品贈留守醫護

■民眾聯席向堅守崗位的醫護致送口罩
以及慰問卡，表達敬意。

新家園協會解老弱燃眉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九藥房
總商會早前曾計劃於全港各區向市民免費派
發口罩，但商會網頁前日刊出聲明表示，由
於入口商僅可提供約6萬個口罩，為免引來
社區混亂，決定將該批口罩送給醫管局，免
費派予前線醫護人員。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林偉文昨日解釋，

該批口罩是從美國一家公司訂購的外科口

罩，已於昨日抵港，商會盡快將之送至醫管
局，下批抵港的口罩則暫未有進一步消息。
他續說，現時全港的酒精搓手液、酒精
噴霧等消毒產品仍然緊張，由於該些產品需
要一段時間生產，因此十分缺貨，「平時只
買一兩瓶的，現時要買十瓶八瓶，供應必然
不足，不過消毒產品有替代品，例如肥皂
等。」

藥房總商會6萬口罩贈醫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面對新型肺
炎疫情持續，香港多個鄉團心繫家鄉，陸續
向自己的家鄉捐款捐物。
香港瓊海同鄉會會長莫海濤帶頭捐款，並

發動全體會員積極參與，截至2月5日，已累
捐48萬港元，並將多種抗疫物資包括口罩、
防護服及護目鏡等送至到海南瓊海市。
香港海南農墾聯誼會早前亦號召該會會員

捐款捐物，目前首批5,000個口罩已送達海墾
控股集團防疫指揮部，將按需要送達下屬各個
單位，以緩解家鄉防疫物資的燃眉之急。
香港平和同鄉聯誼會昨日也向平和縣慈善

總會捐款30萬港元，用於支持平和縣防控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鄉團捐錢捐物助家鄉抗疫

■香港瓊海同鄉會早前將防疫物資包括口罩
送到海南瓊海市。

譚錦球在受訪問時表示，醫護人員的天
職是救急扶危，每天有無數病患人士

及傷者到醫院求診，更有長期病患者需要
定期覆診。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前線醫護
人員的工作量更與日俱增。

與良心醫護同渡難關
此時此刻，在部分缺乏專業操守的醫
護人員罷工的情況下，仍有一班緊守崗

位的良心醫護人員，繼續堅持初心，緊
守專業承諾，在工作量大增下仍堅守崗
位，這種敬業樂業的精神實難能可貴。
他續說：「我們送上這批防護裝備為

他們打打氣，代表10萬義工們對他們的
支持，一同渡過難關。」
譚錦球強調，將病人的健康作為首要
考慮、克盡所能救急扶危，是所有醫護
人員入職時的專業承諾，也是應有之

義。現時，「醫管局員工陣線」號召醫
護人員罷工，無疑大大加重了仍堅守崗
位同僚的工作壓力，對整個公共醫療系
統構成危險，「我們需要的是齊心共同
抗疫的團結力量。」
此外，義工聯盟「全港防疫清潔運動
籌委會」已經陸續派發口罩給早前網上
登記並獲接納的長者及綜援戶家庭，每
人均獲發5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
日前針對文憑試提出兩套延期方案，均
以爭取7月放榜為目標。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進一步解釋，強調這是希望盡量
減少對外地升學學生的影響。若最終採
用取消兩科口試的方案，他坦言這並非
最理想，但有必要顧及安全及疫情問
題。
在強制檢疫規例下，跨境生會受影

響，他希望須參加文憑試的跨境生可於
考試前14天來港進行隔離，其餘或可透
過網上學習等方式提供協助。
教育局提出的兩套方案，其一是將2
月、3月的實習考試及中文科口試延期至
5月；3月27日起的筆試及其他考試如期
進行，放榜時間改為7月15日；方案二
則為所有筆試統一延期四星期至4月24
日開始，實習試則延至5月底至6月，並
會取消中英文科口試，盡量爭取在7月放
榜。

楊潤雄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爭
取在7月放榜是希望盡量減少對外地升學
學生的影響，「（放榜）偏離得愈遠，
影響就更大」，而英美是相對熱門的海
外升學地點，「我們仍趕得及在他們放
榜前放榜……但當然是愈早愈好。」至
於香港各所大學方面，楊潤雄形容彈性
較大，已開始商討有關安排。
教育局將於2月底決定採用哪項方案，

有意見質疑太遲落實會影響考生備試，
還有意見反對取消口試。楊潤雄承認，
取消兩科口試並不理想，「但考試外亦
要顧及人生安全、社區爆發疫情等問
題，是不得已的決定。」
他續說，不論屆時落實哪個方案，筆

試均會是考生首先應考的部分，「所以
在這段時間，大體來講可以比較集中在
筆試上的準備。」
有關跨境考生的安排，楊潤雄確認有

些跨境學生需要參加文憑試，希望他們

可以在考試前14天來到香港進行隔離。
實際操作方面，考評局將透過學校或直
接聯絡那些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在實際
運作上會遇到什麼困難，然後再作考
慮。
同時，教育局在復課安排上亦會考慮

到跨境學童的情況，「在隔離14天的規
例推出後，每日來回（香港和內地）其
實是不可能的。」楊潤雄指屆時會再視
乎情況，包括使用網上學習的方法幫助
他們繼續學習，整體復課時再作考慮。

考評局：深設「試場」短期難做到
另一方面，針對有關「深圳設立文憑
試考場」的建議，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
表示，設立跨境試場涉及很多考慮因
素，當中包括運送試題及相關保安考
慮，短時間內難以做到，亦有機會影響
考試的機密性，因此現階段不會考慮在
深圳開設文憑試考場。

▲楊潤雄直言，取消文憑試中英文科
口試的方案並非最理想。 港台圖片

▶楊潤雄指出，爭取在7月文憑試放
榜是希望盡量減少對外地升學學生的
影響。圖為歷年文憑試核心科目筆試
試場。 資料圖片

教局：研撤口試因顧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在港不
斷蔓延，為壓縮內地與香港兩地跨境人
流，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佈關閉部分口
岸的客運通關服務，強調貨運通關不受
影響。近日，網上有傳言指貨運通關受
阻，中新社記者昨日到文錦渡管制站附
近觀察所見，跨境貨車通關如常，控關
措施並未對貨運構成影響。
中新社記者7日來到香港文錦渡管制站
附近。文錦渡管制站作為內地供港食品
的主要進港口岸，設有食物環境衛生署
轄下的檢疫站。早前，特區政府已宣佈
暫停文錦渡管制站的客運通關服務，強
調貨物通關不受影響。
上午9時許，跨境貨車不斷從口岸駛向

香港。雖然已經過了高峰期，記者一個
小時的觀察所見，有近40輛載有大型貨
櫃的貨車經過，可見貨物運輸通關如
常。果菜運輸、水產運輸、副食運輸等

貨車也陸續經口岸抵
港。
同時，由內地運送

至香港的活豬和活牛
運輸車輛也陸續過
關，車輛經文錦渡牲
畜檢疫站防疫檢查後
放行，送抵香港的屠
房屠宰。香港警務處
文錦渡邊境管制站的
一名執勤警察對記者
表示，管制站目前僅
維持貨物通關服務，
從未受到任何影響。
中新社記者透過貨

車擋風玻璃見到，跨境司機幾乎全部戴
有口罩，防疫意識顯著加強。跨境司機
陳師傅接受採訪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跨境司機都採取了防疫措施，戴

口罩必不可少。跨境司機在過海關時都
會檢查體溫，貨物通關多採取電子報
關，司機基本上不會接觸到任何搬運工
人及海關關員，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不
高。

■運送貨物的大貨車接連通過香港文錦渡管制站，從深圳進
入香港。 中新社

文錦渡口岸貨運通關暢順

■許榮茂親臨新家園協會，了解口罩分發狀況，並為新來港
者、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送上口罩與關懷。

■荃灣一間便利店昨日派發口罩給長者，吸引不少老友記排隊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