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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鑽石公主」」號郵輪累計號郵輪累計700700多人多人
確診染疫確診染疫，，包括包括7070名香港乘客名香港乘客，，其其
中中33人不幸離世人不幸離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鑽石公主」號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霸佔」全
球報章多日的頭版，船上累計700多人確診，70

人為香港乘客，其中3人不幸離世。

入院憂妻獨自留船無人理
陳先生是其中一名本港確診者。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在日本留醫一個月後自行康復：「無藥食，
只係靠自身嘅免疫力，同埋親友、港人嘅支持好返。」
回憶今次難忘之旅，他仍歷歷在目：今年2月初郵輪
被拒泊岸時，船上眾乘客仍如常一起游泳、吃自助餐，
又一起在密閉劇院內觀看魔術表演和歌舞劇。到同月12
日、13日，愈來愈多人發燒，「大家先開始識得驚、緊
張起嚟。」陳先生當時亦發低燒，惟只獲發幾粒退燒
藥，兩日後（2月16日）他確診，即時被帶離郵輪隔
離，同房無染病的陳太則獨留郵輪上。
陳先生直言，當時未有因確診感驚慌，惟擔心太太在
船上無人照顧，他自責地說：「佢（陳太）本身有長期
病患，要佢獨自留喺船上嘅房間，怕佢情緒不穩，又怕
佢會隨時暈低咗都無人知、無人理。」當時，身處香港
的兒子Danny也擔心不已，最後在特區政府協助下，陳
太獲日本政府安排離船隔離（見另稿）。

港人病友成戰友相互鼓勵
安頓太太後，入住千葉縣一所療養院的陳先生專心對
抗新冠肺炎。當時，他被驗出發炎指數偏高及肺片花
了，但日本醫護人員解釋由於無針對新冠肺炎的藥物，
院方唯一只能提供退燒藥，能否康復就靠他自身的免疫

力。在這個人生地不熟、且語言不通的環境下，陳先生
慶幸同層留院還有5名確診港人，他們組成了小隊，互
相扶持、鼓勵，成了抗疫「戰友」：「有人同聲同氣好
緊要，令你唔會覺得被孤立、遺忘。」
陳先生笑言，花了近1個月力戰新冠，才在兩次檢測
中呈陰性反應獲准出院，已是「戰友們」中最遲出院
的，但其餘4人離院後仍不時關心他的進展，令年屆70
歲的陳先生再次感受到久違的獅子山下互助互勉精神。
經歷這場「無妄之災」，陳先生回港第一件事是回

家與家人食飯，Danny為他帶來了一碗碎牛粥及腸
粉，陳先生笑言「食嗰時感到好滿足」，幸福原來
好簡單。

入境處每天致電查詢問候
回顧抗疫百日，陳先生表
示特區政府和港人都在進
步：「政府一開始只係遙
控式處理鑽石公主號情況，
但之後直接派人到日本處理；
入境處本來隔幾日先打一次
電話畀我哋，到後來日日都
有電話，你睇到政府策略上
有明顯改善。」
他續說，港人的態度也一

樣，起初仍有網民落井下石，
批評公主號港人乘客：「有錢
去旅行，抵你啦！」但後來指

摘、謾罵漸變為支持、鼓勵打氣語句。陳先生認為，這
種團結一致的精神正是香港抗疫成功的關鍵：「香港連
續咁多日零確診，得到全世界嘉許，係政府、醫護、市
民同心嘅成果。」
陳先生在訪問中再三感謝日本、香港醫護的悉心照

顧，以及親友、港人的鼓勵。他期盼，港人於抗疫中
繼續展現團結、包容可撫平香港因分化、撕裂造成的
「傷口」。

■當陳先生(左)被問到和兒子Danny是否感情更親近時，他難掩笑意：「盡
在不言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先生期盼，港人於抗疫中繼續展現團結和包容精神，撫平香港因分化、
撕裂造成的「傷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感染新冠肺炎的陳先生，無藥物協助下於日本與病毒交戰逾一

個月，靠自身免疫力戰勝疫症，如今更體會幸福的真諦，「同家人食餐飯，見下孫仔，簡

簡單單、齊齊整整已經好滿足。」抗疫難，人在異鄉抗疫更難，猶幸獲同院的港人「戰

友」互勵互勉，加上入境處職員每日致電噓寒問暖，而在過程中他還親身感受到特區政府

的援助愈見積極，港人負能量漸消，由互相指摘謾罵改為支持打氣。他期盼，港人在抗疫中繼續展現團結和包容精神，撫

平香港因分化、撕裂造成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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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港團結渡難關
滯日抗疫康復者
「鑽石公主」輪乘客 憑免疫力無藥克病毒

陳先生被帶離鑽石公主號的一刻，心中只惦念
着有長期病患的妻子，怕她獨留船上「出事都無
人知」，同樣心懸在半空的還有他們在港的3名兒
子。他們自父親確診送院後，每天輪流與母親
WhatsApp通訊鼓勵，惟對方仍十分沮喪：「她對

住四道牆，丈夫又不在旁，每晚都瞓唔到。」孝順仔之一的Dan-
ny實在不忍母親受苦，連日奔走，找來另一名確診者鄭先生的家
屬召開記者會，終獲特區政府正視。在與日本當局協調下，母親
終可下船到和光市稅務大學宿舍接受隔離。

兒赴日助母落船隔離
陳氏一家馬上召開家庭會議，決定派人到日本探望雙親，重任再次

落在Danny身上。Danny表示，其實母親初時不准他到日本探望，
怕他會不幸被感染，但陳先生表示：「阿仔嚟咗嘅話，我可以將責任
暫時放低，專心養病。」最後，陳太終首肯讓兒子到日本探望。
事實證明，Danny的到訪十分有效。雖然他到達和光市稅務大

學宿舍時，只能在樓下與6樓的母親遙遠揮手，但這一個舉動已令
母親安心不少：「佢話心情完全唔同晒，被困嘅人往往好易鑽牛
角尖，當佢睇到家人喺度，會記得有人愛同關心佢。」Danny當
時又到超市為母親採購新鮮食材，讓她可烹調，飲上一碗熱湯和
粥：「佢鍾意食熱嘢，但喺日本咁多日，成日都食啲生冷嘢。」

港機場一家團聚相擁
Danny在探畢母親後，又帶同食物及補給品到醫院探望父親。由

於陳先生正受隔離，雙方只能隔窗談電話。Danny與雙親真正「團
聚」延至3月14日才實現，陳先生與妻子在香港機場入境大堂見面
時馬上擁抱，陳先生用雙手觸摸她的面頰，陳太則輕拍丈夫肩膀；
其後，鮮有與兒子有肢體互動的陳先生亦主動和Danny擁抱。
父子倆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回憶這一幕，陳先生又回復傳
統父親形象，向記者表示與兒子「平日都無幾句」，但問到今次事
件有否感到和兒子親近了？陳先生難掩笑意：「盡在不言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高俊威）香港抗疫邁向成
功，有賴不少人默默作出貢
獻。其中，警察及消防員等紀
律部隊人員組成的「紀律部隊
義工服務隊」的努力，令防疫
措施得以成功落實。有熱心義
務工作的巿民亦搜集口罩等防
疫物資，派發給長者和基層家
庭，以減輕病毒傳播機會，發
放「施比受更有福」的信息。

紀律部隊義工功勞大
所有經機場入境旅客都獲發

電子手環，監察有否遵從檢疫
令，而政府2月首先要求內地
入境人士檢疫時，監察方式只
是要求他們以電話分享實時位
置，「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
遂派員每日不斷與不同的檢疫
人士聯絡，並到各口岸教導檢
疫者分享實時定位，有時更親
身到檢疫者的寓所提供服務，
令政策得以落實，防止染疫者
在社區播毒。
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在短時

間內投入服務，亦全賴紀律部
隊義工的付出。政府原擬先徵
用粉嶺暉明邨空置單位作檢疫
中心，但遭居民反對，有暴徒
更縱火破壞，政府因而改用駿
洋邨，但暉明邨有電梯受損，
沒有搬運公司承接工作，紀律

部隊義工遂以「人鏈」方式將傢俬搬落樓送往
駿洋邨，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主席麥錦輝曾形
容該次行動是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市民出錢出力幫扶基層
不少巿民亦擔任義工，關顧難以買到及負擔

的「天價」口罩等防疫用品的長者和基層家
庭，其中宋婉珊上周末就在深水埗街頭忙得不
可開交，既統籌派發物資，又不時提醒義工和
受助人勿違反「限聚令」。她勞心勞力，毫無
怨言，表示自己出身基層，小時家境窮困，知
道社會上有很多人需幫助，自己雖只是打工
仔，但在朋友邀請下參與義務工作。
疫情爆發初期，她即萌生向有需要人士派

發防疫用品的念頭，但坦言面對不少困難，
如要不斷搜尋防疫物資供應途徑、尋求善心
人贊助，且在街頭派發物資常遇到突發情況
等。不過，當她見到長者等獲派口罩時的雀
躍神情，認為辛勞也是值得。
不但出力，她更自掏腰包購買多部衣車贈

予地區組織，讓失業人士縫製布口罩後捐贈
有需要人士。其友人得知此事，跟隨她捐出
全新衣車，令她甚感高興，認為有更多人一
起同行，亦深信香港必可「疫境重生」。
從事文職工作的阿Keith，空餘時間亦擔任

義工，早前在電視中得悉有長者因未能買到
口罩落淚，感到很難過，故參與派發防疫物
資活動，冀更多人受益。他認為香港有今日
的成就，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他們應將成就
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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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確診 母焦慮 孝順仔 撐雙親

■ Danny遠赴日本探望母親，雖
然只能在樓下與6樓的母親遙遙
揮手，但這一個舉動已令母親安
心不少。 受訪者供圖

■ 義工宋婉珊(右一)和Keith(右二)早前在深
水埗派發防疫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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