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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經歷沙士的Tony時任總
懲教主任，擬定防疫守則保障院

所不被病毒傳入，新犯一落囚車便做好
基本檢測，發現異況立即隔離。他猶記
得當年收入幾名懷疑沙士的帶菌者，自
己親身巡查檢視，安排好防護措施，以
身作則，「我們要給職員信心，讓他們
知道自己並不是單打獨鬥。只要我們跟
足程序做，被感染的機會會降到很低，
甚至接近零。我們與醫管局開會商討對
策，闡述自己的情況和需求，從某程度
上來講，如果監獄院所沒有爆發傳染
病，對整個香港社區的公共衛生系統很
有幫助，是一種雙贏。」
他同時指出，現時香港有時會出現
這樣的問題——有人一味強硬地索
取，卻從不理會對方是否有條件可以
提供。

走上註冊護士兼職崗位
十七年後，Tony因看不過在危急關
頭竟有「醫護罷工」，再燃起心中團
火，想幫手出份力，決定走上註冊護士
兼職崗位。他一月尾已申請臨時兼職崗
位（temporary part-time），直至二月
初醫護罷工時未有接獲通知，深諳此時
醫護人手需求的他心急如焚，再報名申
請自選兼職計劃（locum），偶然在報
章見到香港護理專科學院院長黃金月教
授正幫助一班退休護士重返醫管局工
作，聯絡後再填表報名，終收到醫院人
事部電話通知，得償己願。
接受訪問時，他已作為自選兼職註
冊護士（普通科）在公立醫院內科及
老人科病房工作了六日，見證「將每
位病人都視為潛在帶菌者」的標準保
護措施；見到同事工作投入且勤力，
從不曾放鬆警惕。
「盡責的醫護總是佔大比數，醫生
前一晚十點、十一點off call，第二朝七
點幾已經開始巡房。若收發燒新症，
定會問清急診室是否有照過肺片，若
肺片有花則會轉去『懷疑病房』。」
他堅信，香港的醫療系統在亞洲數一
數二，各方面進步很快，例如當年某
些會清洗重用的器具，現時早已換成
一次性的，降低傳染風險。
身為兼職護士，他認為私家醫生以

兼職方式減輕公立醫院負擔實屬可
行，但他同時希望醫管局可完善細節
問題——他以自己為病人度血壓血糖
或派藥為例，每位醫護都有自己的賬
號密碼登入醫管局系統，每個步驟都
會以barcode記錄避免錯漏，「私家醫
生進入醫院幫手幾日，是否會即刻開
設操作賬戶使用，或者是否會提供臨
時的賬號密碼呢？」他補充道。

護理將病人舒適放首位
時代變遷，退休十年，從曾經的管

理層，到現時趕赴前線落手落腳護理
病人，Tony稱自己的基本護理知識仍
在，身邊同事格外友好團結，從未將
他當做是新來的外人，悉心講解，有
問必答。他表示，自己在跟足護理rou-
tine之餘，也在積極學習先進電子醫療
器材的使用方法，「做醫療行業，治
病救人便是天職，而護理是很特別的
行業，辛苦和污糟的工作無法避免，
所以一定要有愛心。」
「對於長期臥床病人，有時護理比
食藥更重要，床單皺，尿片濕，他們
有時出不到聲，好辛苦。」他時刻將
病人放在首位，遇到落單的病人服務
助理也會主動走去幫手，「我知道自
己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無時間的時
候做緊要事先，有時間的時候幫下病
人做口腔護理等，讓他們感到舒服一
點，這些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年輕人做錯事應要找數
Tony憶起自己的年輕時光，從入職

時的二級懲教助理，三年升至懲教主

任，「那時覺得自己好叻好威」，也是
那年少輕狂時發生的一件事，使他至今
記憶猶新。「那時我住深水埗，一日返
屋企見到有送石油氣的工人坐在大廈電
梯大堂吹風扇，我鬧他浪費資源，他解
釋說坐一陣就走，我還是堅持趕他離
開。」那時的他，從未覺得自己做錯，
直到十幾年後回想此事，或許風扇始終
是開着，搵辛苦錢的工人也只是小休片
刻並無惡意，「只是那時缺乏同情心，
從不曾為對方考慮。我們常常以自己作
為標準去判斷其他人，而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都在用自己心裡那把尺衡量對
錯，未考慮過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當
他們成長久些，看的事情多些，對歷史
掌握多些，才會再反思過往判斷的對
錯。」
反觀「醫護罷工」事件，他堅信「做
錯事總要找數」，事件總要有人負責，
「有的人根本知道自己是錯的，所以
第二次便不會再支持。這個時代的年
輕人未必捱過，他們的想法沒有經過
時間的考驗，一切都得到得太容易，覺
得世界沒有自己唔掂，你和他講以前
的事，他會反駁現在已經不同，但當
他坐到一個需要負責任的位置，想法或
許會改變。」
他坦言，年輕一代入世未深，有些事
需要親身經歷過，才會有更深切的體
會，從赴歐美讀書的學生如今紛紛回
港，可見香港與外國防疫措施和制度的
分別。「衛生防護中心盡心盡力在做，
一百件事中可能有一件做得不夠好，有
些人卻雞蛋裡挑骨頭一味批評，令人心
灰。」

本港醫生缺少持續進修

1975年 5月1日，這個入職的日子
Tony記得很清楚，培訓後在赤柱監獄
任職二級懲教助理沒多久，他偶然見
到通告揀選合資格職員接受 student
nurse training，「老實說，當年我根本
不知道student nurse是做什麼，也並不
知道日後會成為註冊護士。」也許是
源於年輕人渴望進修的熱情，他主動
報名接受三年培訓，最終通過考試成
為一名註冊護士。1979年，他從醫院
畢業回到懲教所，升至懲教主任職
位，開始負責監獄醫療事務。
1989年，他曾赴廣州護士學校進修，

留意當年內地醫療設施較為落後，資源
同樣缺乏，但醫生經驗豐富，技術與香
港比不遑多讓，「當年他們可能一個月
只有照十張X-ray的quota，只能『望聞
問切』做得好充足，將照X-ray的機會
留給最需要的人。而有些本港醫生若失
去X-ray、驗血等檢查輔助，可能斷不
了症。在香港做醫生，要考試成績頂
尖，再經過醫科五年訓練，做完實習醫
生再註冊，技術絕不會差，那問題出現
在哪裡？是工作忙碌掛住搵錢，缺少之
後的持續進修，逐漸便與最新科技脫
節。」他說。現時，內地醫療設施先進
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也有部分內地醫
生赴港考牌，「內地和香港的醫療和
護理標準不同，但原則不會改變。我
認識一位內地醫生上世紀六十年代畢
業，幾乎唔識英文，三年之內考到香
港的醫生牌，包括過埋英文試，令人
佩服。」

「「醫護罷工醫護罷工」」激起團火激起團火 退休懲教署監督請纓上崗退休懲教署監督請纓上崗

兩個月前，本港的一場「醫護罷工」，

為新冠肺炎的陰霾再蒙上了一層陰影。有

人退縮罔顧後果，有人卻逆行站出來，通

過醫管局「自選兼職招聘計劃」趕赴前

線，為分擔公立醫院醫療壓力貢獻己力。

曾任懲教署監督、主理監獄醫院醫療和護

理服務的盧貽堅（Tony）便是其中一員，

金錢名利如煙散去，唯有心中幫人的那團

火燃燒不熄，無懼疫情期間醫院是高危地

帶，心裡只有一句「無論幫多幫少，都希

望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也慶幸像他

這樣有心的退休醫護人士，香港還有不

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盧貽堅盧貽堅 無懼醫院高危無懼醫院高危：：

Tony是個閒不住的人，平日五點幾起
床，做瑜伽、踩單車、打高爾夫，甚或
製作些「古靈精怪」的物什，豐富生
活。他感慨時代進步快，在任兼職護士
期間自己學到很多新技能，也更新升級
了專業知識。「我今年才六十五歲，如
果唔阻人的話，希望可以再做多五年，
無論幫多幫少，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一
些事情。只要不是去旅行，一周都會返
幾日兼職，工作使我感到開心，不在乎
工作量多少，我通常揀假期返工，這樣

可以使更多人可以放假期。」
早前懲教署招募休班及退休懲教人員擔

任義工，加入生產口罩的行列，他也是首
批報名回去羅湖懲教所幫手的一員，倍感
親切。他自豪地說：「羅湖懲教所我有份
設計，當年我們特別飛去新加坡參觀樟宜
監獄，帶回部分適合香港的設計，包括防
止自殺的設施等。這次是我在羅湖懲教所
起好後第一次回去。」
幾日的義工工作，他同樣感受到一班義

工的辛苦及熱情，「有千幾名同事爭住報

名，大家好驚無得做，坐四腳凳從下午四
點開工做到十一點，其間半個鐘匆匆食完
飯，因為着防護衣，會減少去廁所的次
數，對年紀大的同事來說其實好辛苦，但
個個都好鍾意這份工作。」原來懲教署生
產口罩由來已久，約2006年開始已作為犯
人可參與的勞動之一存在，培養他們的工
作習慣，「之前一直沒有引入自動化，口
罩耳仔繩都是徒手釘，讓囚犯有事可做，
當然現在已經引入了幾部自動生產機
器。」他解釋道。

不畏辛苦回懲教所幫做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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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Tony見證醫院大部分同事對工作投入且勤力見證醫院大部分同事對工作投入且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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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Tony 表示在做兼職護士期表示在做兼職護士期
間間，，自己學到很多新技能自己學到很多新技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
悅）新冠疫情當前，香港中
醫藥界紛紛捐贈中藥防疫
包，與市民齊心抗疫。香港
中成藥製造商聯合協會早前
已多次捐贈防疫物資予社
區、老人院舍、宗教團體及
本地企業等。他們更心繫前
線人員，前日捐贈送出600
袋共3,600份防疫包（含驅
瘟香囊）予香港紀律部隊義
工服務隊，感謝他們默默為
香港付出的努力。
香港中成藥製造商聯合協

會副理事長羅偉強表示，自
己早前接觸到香港紀律部隊
義工服務隊，聽潘Sir介紹
義工服務隊的工作，深受感
動。他說：「他們在今次抗
疫中做了許多好事，每天約
有80位義工到懲教署車口
罩，至今已車了200多萬個
口罩；之前沙田駿洋邨的預
備工作，他們有幫手搬床搬
被鋪；去年香港受山竹颱風
嚴重吹襲之後，也是義工服
務隊出動，將多條馬路的阻
路樹木移除，方便市民上班
出行等。所以本會決定敬送
一批防疫包給義工服務隊的
前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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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議工及協會成員齊心準備中藥防疫包。

■香港中成藥製造商聯合協會捐贈3,600份
防疫包予香港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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