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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創業十餘年的港青、香港專業人士（北京）

協會副理事林智祥日前從內地自費購買兩台用於防疫

的無接觸機械人（內地稱機器人），親自帶回香港並

捐贈給香港一家醫院供醫護人員無償使用。他說，這

兩台機械人主要是為了減少一線醫護人員的感染風

險。像他一樣，很多在內地的港人，自疫情開始，都

在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盡自己的力量，籌劃物資，

捐贈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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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動用國際
人脈資源找物資、想盡方法
找口罩生產線、物流受限就人
肉背回消毒物資……香港專業人
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說：
「疫情之下，國家也很關心我們在
內地的港人，我們除了要保護好自
己，不給國家添亂，更要盡自己一份
國人之力。」他們找到的防疫物資除了
分給在內地的港人，還捐贈給了一線防疫
部門。
馮國佑是一位在內地工作生活了20餘年的

「老北漂」，他說，從春節至今，所有協會的
骨幹力量幾乎都在忙着找物資。「我們知道，這
個時候物資最重要。國家有難，許多醫護人員都
衝在一線，他們有些人甚至奉獻了自己的寶貴
生命。這些都令我們在內地生活的港人非常
感動，同為中國人，我們亦不能落後。在國
內醫療物資匱乏的情況下，很多港人都擁
有豐富的國際人脈和資源，這正是我們
的優勢，所以，那段時間，凡是有國
外資源的幾乎都在全世界搶口罩、
搶防疫物資。」

「為找口罩睡不好覺」
馮國佑說：「（找物資
的）過程很曲折，也確實
很難，中間經歷了許多波
折，有的是口罩臨發貨

前突然無法發貨，有的是好不容易找到口罩無法
運輸回國……為了口罩，負責的會員好幾天都睡
不好覺，吃不下飯。直到法國的一批口罩凌晨到
達北京機場，大家才算有點安心。」
馮國佑說，很多在北京工作的港人都是「人

肉」運送物資，包括他自己找到的1,000瓶消毒
液。
王柏榮在內地攻讀研究生，今年剛畢業，已經
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在口罩達到機場的深夜，
他親自前往機場取貨，又分發給在內地的港生、
港人，捐贈給在北京的一線防疫部門。
在香港休假的內地港人們也在香港積極找尋物

資。內地消毒液急缺，創業港青廖啟民找到300瓶
消毒液，「這些消毒液找不到運輸渠道運回內
地，就自己人肉背回來。」
馮國佑說：「時至今日，在北京的港人依然在

行動，有人在積極找尋口罩生產線；有人在積極
研發無接觸智能產品；有人在慰問在京港生；疫
情期間，小朋友呆在家裡很悶，香港導演葉遜謙
特意為孩子們安排了安徒生童話系列劇目和活
動。總之，每一個在北京的香港人都在盡自己的
所能，想為國家抗擊疫情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們也相信，疫情很快就會過去。」

林智祥在內地創業已經15餘年，主要從事AI產品研發。

將「無接觸救護」帶回香港
「今年春節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我們這些在內地
的港人在協會的號召下，都想着要做點什麼。在看新聞時我注意
到，武漢一線的一些醫院開始使用機械人實現無接觸救護，當時
覺得這個方法非常好，而我正好是從事人工智能研發的，我的合
作工廠就有這樣的機器人，正好可以用到一線。這種方法在內地
的很多醫院都有使用，但是香港的醫院好像還很少。我看到香港
的確診病例也越來越多，一線的醫護人員承擔着很大的風險，就
想着要帶機器人回到香港，減少醫護人員的風險，能幫助一家
（醫院）是一家。」
林智祥將想法在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內部溝通後，很快
得到了積極回應。在香港醫生的幫助下，他很快與香港一家醫院
達成協議。林智祥以自己在內地創業公司的名義自費買下兩台機
械人、一台運輸機械人、一台護理機械人，經過簡單升級，帶回
香港。20日，這兩台機械人被正式使用在香港某醫院的感染科。
「全部是無償的使用。其實我做的這些也沒什麼，我就是想
着，香港的一線醫護人員資源本來就很緊張，對他們的保護非常
重要，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我想每一個中國人此時都會想
着盡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初定捐京醫院3台
「除了把機器人帶回香港供香港醫院使用，我們
還希望讓內地的醫院也能用到這樣的機器人。」
據悉，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已經將機械
人運用一線參與無接觸救護的方案與內地有
關部門進行了溝通，並表示願意無償捐贈給
一線醫院使用，目前已經初步確定捐贈3
台機械人給北京市抗疫一線醫院使用。

正研製測溫機械人
林智祥介紹，運輸機械人可以將食
物、生活用品等直接送進病房、送到病
人床前，減少醫護人員與病人的接觸機
會。他還表示，自己正在與合作廠家商
議，研發製造一台可以用於監控測溫的機
械人。「測量體溫、對病人的監控在一線
救護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醫護人員與
病患近距離接觸，如果這台機器人能成功製
造出來，相信還能發揮更多作用。」
「時疫當前，我們所有中國人應該團結一心，
共抗疫情。其實我自己所做的這些都很微不足道，
在我身邊，我們協會，有許多人都夜以繼日地在為抗
擊疫情貢獻自己的力量。」林智祥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當下正值
抗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關鍵時期，廣州市番禺區內
各醫療機構醫療物資全線嚴重告急。獲悉此消息後，
為第一時間籌集物資，於春節前夕赴澳洲度假的祈福
集團董事長彭磷基、孟麗紅夫婦連續多日遍訪當地數
十間藥房採購醫療防護物資。夫婦倆最終成功採購到
醫用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醫用防護物資70多箱送
往抗疫第一線。
同時，海外多家航空公司近期暫停或取消往返內地航
班，致使國際快遞運輸時間大幅拉長。為了將緊缺物資
最安全、最快地運至番禺。彭磷基親自和太太打包全部
物資並監督發貨、辦理航空託運。

年逾八旬 親自籌措
為確保物資及時安全運送，夫婦倆更動員兩位澳洲友
人親自攜帶7大行李箱的口罩到港。隨後，物資以接力
的形式由祈福集團香港、廣州兩地的員工一日多次往返
接力運送到番禺抗疫第一線。
連續多日遍尋藥房、採購醫療防護物資，對於年逾八

旬的彭磷基來說並不容易。數日的超負荷步行和搬運令
他膝蓋舊疾發作，疼痛難忍，但心繫抗擊疫情一線的
他仍堅持親自奔走籌措物資。
「我們的祈福集團旗下也有醫院，自然知道在這

場戰鬥中，一線醫護人員的防護至關重要。因此，
我們立即動員所有的關係資源，尋找和購買緊急
醫療物資以支援最急需的『前線』。」
仍在澳洲的孟麗紅說，對內地疫情防控情況一

直緊密關注，採購的第一批應急物資已從澳洲
空運送抵內地，用於一線醫務人員的防護。

捐1000萬元 商舖減租
此外，彭磷基、孟麗紅夫婦更捐資1,000

萬元人民幣成立抗疫基金，以及提供集團一
棟酒店共280個房間給予佛山南海區防疫
備用。而為了緩解祈福新村數百家商戶的
經營壓力，包含餐飲、娛樂、服飾、銀
行等行業，祈福集團更減免商舖部分租
金等費用共克時艱。

企業家夫婦
澳洲籌物資援內地一線

「北漂」港人團結 抗疫各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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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武漢網絡會診共救重患
2 月 21 日晚 7

時，在浙大二院
行政樓 9 樓會議
室，一場連接杭

州與武漢兩地的遠程多學科會
診，在相互問候中開啟。屏幕的右

下方，是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區的視頻
會議室裡的專家會診團。屏幕上方，

是來自武漢協和腫瘤中心的畫面。左下
角是的浙大二院醫療隊在住所佈置的前

線指揮中心。
這場會診關乎一個47歲新冠肺炎女患者

的生死。
這位女患者，曾於20天前去菜市場買菜，

後來出現發熱、咳嗽等症狀，於是到武漢協和
醫院就診，胸部CT顯示兩肺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核酸檢測陽性，被確診。但是由於醫院缺少床
位，她未能被及時收治，於是在家中隔離服藥治

療。後來，她咳嗽加重，還出現胸悶不適。
浙江醫療隊進駐武漢協和腫瘤中心、2月15日開

科後，第二天（2 月 16 日）她就被收住進 ICU 病
房。
前方，李立斌、徐善祥、羅汝斌三位在ICU、穿着

厚厚防護服的醫生，一一將患者情況詳細地匯報過來。
後方，在浙大二院院長王建安的主持下，專家們進行了
分析和討論。

有着豐富經驗的呼吸內科專家沈華浩總結提出，鑒於
患者目前心、肝、腎等主要器官功能暫時未受明顯影
響，主要問題仍集中在肺部，建議在繼續使用呼吸機治
療的基礎上，調整激素用藥劑量，嚴格控制液體進出
量，密切觀察患者病情發展，盡量保護其他臟器功能。

會診接近尾聲時，在前線ICU的李立斌醫生拿出一封
患者手寫的感謝信。信中說：「我在協和浙二醫院醫生
及護士治療後康復走出ICU病房，非常感謝他們的醫術
及護理，服務非常好。浙大二院，醫術仁心。」 ■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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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港人王柏
榮（右）深夜到機場
提貨，把一箱箱的口
罩發送給前線。

受訪者供圖

■林智祥向醫護人員講解機器人使用方法。 受訪者供圖
■■林智祥和他所捐贈的林智祥和他所捐贈的
一個運輸機械人合影一個運輸機械人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浙大二院行政樓9樓會議室，專家們與武漢協和醫院
的醫護人員進行網絡會診。 網上圖片

■■機械人可幫助運送食物和生活用品給患機械人可幫助運送食物和生活用品給患
者者，，減少醫護的感染風險減少醫護的感染風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