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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係香港人 棄偏見齊抗疫
喬寶寶與懲教全速生產口罩 痛心煽暴趁機搞分化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
午到大帽山郊野公園了解疫情下的公園管理
服務。她獲悉2月份到全港各郊野公園行山
和遊覽的市民增加了25%，並呼籲市民在
疫情期間郊遊時亦應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林鄭月娥聯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漁農
自然護理署署長梁肇輝首先參觀了大帽山郊
野公園遊客中心、大欖郊野公園荃錦管理站
及其營地和遠足徑，了解漁護署採取的防疫
措施及管理工作，包括在遊客中心為訪客量
度體溫。

漁署減免郊園小食亭租金
她還到大帽山郊野公園的小食亭了解其
經營情況。漁護署現時已為郊野公園所有小
食亭提供租金減免，並將維持至本年9月，
與小商戶共渡難關。她讚賞該小食亭為環保

作出的貢獻，積極減廢走塑，幫助市民實踐
綠色郊遊。
沿路上，梁肇輝亦向林鄭月娥介紹近年
漁護署在改善郊野公園上的工作，包括優化
露營地點及設施、利用天然物料改善遠足
徑、提供更多觀景台以供欣賞美景、加強遊
客中心的服務等。其中，大帽山郊野公園遊
客中心新設的茶水亭，將於今年4月1日開
始投入服務。

感謝漁署人員緊守崗位
林鄭月娥感謝漁護署人員緊守崗位，面

對疫情下郊野公園人流增加，前線人員加強
防疫和清潔衛生的工作，保障市民健康。漁
護署在這段期間也透過社交媒體及夥伴團體
的網絡等不同渠道，加強防疫及保護郊野的
宣傳和教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於上月至本月
初進行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三成受訪僱員擔心
短期內扣減年終獎金；27.1%擔心被裁員以及
25.7%擔心公司會精簡架構。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何啟明表示，眼見本港經濟持續下滑進入寒
冬，希望政府採取緊急援助措施，撥款成立緊
急失業援助金，為未領取綜援的失業者提供臨
時援助；成立抗疫基金，以資助染病僱員的醫
療開銷，並為被扣減薪酬的勞工提供補貼，以
及寬減或豁免執業牌照的考試和申請費用。
問卷成功訪問1,912名僱員，近2%受訪者
表示僱主沒有提供任何防疫措施，當中近四成
人表示僱主沒有提供酒精搓手液；近六成人表
示僱主沒有每天提供至少一個口罩讓他們上
班，以及47%人表示僱主未有安排他們在家

工作。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兼權益及

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勇華表示，明白防疫物
資難求，但僱主有責任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讓員工到公司工作。

體能教練生計大受影響
除了文職人員，體能教練生計亦大受影

響。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粵閩表
示，修例風波以來，由於交通及安全考慮，周
末及晚上的學生都取消體能課堂，令教練收入
下降，近期政府把大部分康體設施封閉，令教
練的生計雪上加霜，最近即使將會有部分戶外
設施逐步重開，報讀課程人數亦按年跌近一
半，不少人自農曆新年開始「零收入」。
他續說，有售賣高爾夫球用品的專門店上
月裁員近15%人手，並虧損150萬元，需要關
閉3家分店，若本月情況仍沒有改善，將會再
關閉3家分店，估計再度裁減15%人手。

疫情之下，市民瘋搶防疫物資，口罩供不應求，高級
督察謝子峰不忍長者通宵撲口罩，早前號召同事及朋友
籌集15萬元善款，於不同渠道購入3萬個口罩，更聯同
九龍婦女聯會組成義工隊，到屋邨向有需要的長者派發
口罩。謝子峰表示，從不擔心因為行善而被「黃絲」大
做文章或攻擊，一心只想為社會做一點事。
謝子峰坦言「最初我不肯定自己有多大的感染力可以

令身邊的朋友願意出心、出力、出錢」，沒料最後一呼
萬應獲多人募捐及參與派發行動。
他表示，最初與同事朋友從香港各個網絡平台或實體

店，尋找口罩供應商。最大的困難就是在保證質素的同
時，要以合理價錢購買，「因為我們總共就只有這麼多
錢，希望可以買到更多合格口罩，幫助有需要的長
者。」
採購過程並不容易，他和同事朋友們幾乎走遍了全

港，在「口罩荒」高峰時，不惜以每盒350元買口罩。
「最開心是當賣家知道口罩買來免費派給長者時，賣家
主動降價出售，感受到香港仍然好有愛。」
為了方便老人，避免要他們通宵排隊輪口罩，謝子峰

聯同九龍婦女聯合會，以家訪的形式上門派口罩。在派
口罩的過程中，不乏義工幫手，謝子峰對其中一件事倍
感欣慰，「起初我做這件事有擔心自己警察的身份，令
政見不同的義工卻步，但最後我發現自己諗多咗，好多
人過來做義工，令我非常感動，這就是香港人的團
結。」

不擔心善舉遭「黃絲」攻擊
這段時間，令謝子峰從徬徨到欣慰，逐漸感受到了社

會各界的團結，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盡自己的努力幫
助弱勢群體，齊心抗疫，他亦從不擔心這項善舉令他成
為出頭鳥，被「黃絲」攻擊，一心只想：「希望將這份
正能量傳遞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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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郊遊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林鄭月娥（左）了解小食亭的經營情況。旁為黃錦星
（右）。

27.1%文員憂裁員 工聯倡政府援助

■左起：何啟明、林冠良、陳勇華及李粵閩公佈問卷調
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印度裔的喬寶寶在香港成
長，在同一天空下，他心繫
香港，除了義務參與懲教署

口罩生產工作，過去兩個月他馬
不停蹄，與同鄉在各地搜羅口罩
免費派發給本港弱勢社群，為避
開各地政府的口罩出口禁令，部
分口罩更繞了半個地球才成功派
到香港弱勢社群手上。
今年元宵，喬寶寶協助一間印

度餐廳免費向長者派發口罩。他
表示，該餐廳老闆是其老友，早
在疫情爆發初期已經訂購10萬個
口罩。價錢雖然未有被炒高，但
運送過程困難重重，「口罩最先
喺印度，但遇上印度政府禁止出
口口罩到內地及香港，後這批口
罩要先運到沙特阿拉伯，然後再
運來香港。」

部分口罩繞半個地球抵港
繞道走了半個地球，這批口罩

才成功抵港，運費隨時比口罩採
購費高一截，但喬寶寶認為代價
值得。唯一令他感遺憾的是，由
於輪候人龍太長，不少人爭先恐
後，使派發口罩的行動一度引起
混亂，「派發程序有改善之處，
但事件並未打擊餐廳老闆與我繼
續幫助有需要長者的初心。他們

（長者）十分徬徨，有人拿到口
罩時眼濕濕地說多謝，說一直也
買不到口罩，被迫一直用完再重
用。」

或與區員合作 讓長者先登記
他指出，長者不似年輕人，未
必懂得上網購物，少了一個成功
搜購口罩的機會，加上他們之中
不少人有長期病患，經常要到醫
院覆診，本身免疫能力又較弱，
屬高危者，所以喬寶寶與同鄉未
來會續向港人，尤其是長者派發
口罩，「之後或者改為與區議員
合作，讓有需要長者預先登記，
確保更多長者有機會取得口
罩。」
除了喬寶寶和該名印度餐廳老

闆外，本港少數族裔人士在今次
抗疫行動中都表現積極、盡己綿
力，相反有部分香港商人趁火打
劫抬價出售防疫物資，「明白商
人打開門口做生意要掙錢，但希
望不要開天殺價，香港是我們的
家，疫情拖得愈耐，所有人都是
受害者，社會各界現時應該共渡
難關。」喬寶寶說，自己身為少
數族裔亦幫忙抗疫，希望炒賣口
罩發災難財的人可以反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喬寶寶一家分隔異地多年，他原本計劃今年
搬到蘇格蘭與家人團聚，協助太太照顧患

有先天性脊椎神經線毛病的兒子，但計劃現時卻
因疫情而要稍為延遲，「整個2月份都在做義工
抗疫，不少工作都已經推遲，甚至取消。我在香
港出生，是香港的一分子，很希望在疫情期間幫
忙，為香港社會做一點事！」
在疫情的陰霾下，口罩供應頓時變得緊張，

不單市民未能在市面上買到口罩，就連特區政府
都表示搜購口罩有困難，有特區政府外判清潔服
務承辦商亦一度因為沒法為員工提供口罩險些要
暫時停工。
疫症爆發前，懲教署CSI口罩是全港唯一口罩
生產線，其後全球的疫情升溫，各地政府限制口
罩出口，香港採購口罩難上加難，懲教署遂決定
加班趕製更多口罩，招募休班及退休員工以義工
形式連同在囚者一同參與口罩生產工作，目標是
將產量由原本每月平均生產110萬個增至250萬
個，離任懲教署多年的喬寶寶亦犧牲享受天倫之
樂的機會，自告奮勇參與有關工作。

「我2006年離開懲教署，已經14年，平日已
經很少參與懲教署的義工隊活動，但今次是特別
情形。」喬寶寶表示，不論是華人及少數族裔同
事均對今次參與口罩製作的義務工作反應十分熱
烈，「香港現時最缺乏的就是口罩，全港有逾
700萬人口，口罩的需求其實十分驚人。」

只要供港人用就可以
煽暴派不時造謠質疑懲教署CSI口罩的去向，

喬寶寶強調，抗疫最緊要齊心，不應互相猜疑，
「無嘢係可以滿足晒所有人，我亦都無權問政府
所生產的口罩會給誰用，但只要口罩是供香港人
使用就可以，大家都係香港人，現時最重要的是
團結抗疫！」
他感慨道，今次抗疫與2003年「沙士」時期
的最大分別是市民未能團結一致抗疫，目前社會
氛圍充滿猜疑和一信任，打擊團結力量，令他心
痛不已，呼籲各界：「大家應放下政治上的偏
見，同心抗疫！」

在印度採購生產機來港

喬寶寶坦言，香港有700多萬人口，懲教署增
加口罩產量後仍然未能滿足全港市民需求，而內
地疫情比香港更為嚴峻，內地的口罩需求量比香
港更殷切，所以香港不能一直攤開手掌向內地要
口罩，必須盡量做到自給自足，故喬寶寶早前亦
在表弟的協助下，在印度採購口罩生產機來港，
盡一分綿力提升本地口罩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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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口罩成為各地爭相搶購的防疫

物資，香港要從外地採購口罩變得舉步維艱，本地

設立生產線成為解決「口罩荒」的不二之選。

作為本港最早口罩生產線的懲教署，早前

特別招募休班及退休懲教人員以義工形式協助全速生產口罩。曾任職懲教署的藝人喬

寶寶暫緩到蘇格蘭與家人團聚的計劃，選擇留低與港人一同抗疫。面對外界對懲教署

口罩大做文章趁機搞分化，喬寶寶心痛不已，「大家都係香港人……應放下政治上的偏

見，同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各地蒐罩
免費派弱勢

■喬寶寶暫緩到蘇格蘭與家人團聚的計劃，
選擇留低與港人一同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懲教署吸引大批退休懲教人員義務參與生產口
罩。 網上圖片

■懲教署趕製口罩。 資料圖片

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