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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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設置帳篷體貼入微。 受訪者提供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至今晚將圓滿

落幕。該計劃開展以來，至昨晚已

助香港發現26名隱形患者，截斷十

條傳播鏈，參與每個環節的醫護、

公務員及支援隊都是今次計劃成功

的幕後功臣。當中，最上游的是社

區檢測中心的公務員及醫療團隊，

他們群策群力快速地將場地變身，

其中使用率極高的土瓜灣體育館社

區檢測中心，更為該區年長檢測者

提供體貼安排以減輕不便，使每名

檢測者連同輪候大約10分鐘便完成

採樣離開。該中心主管楊月娥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做

事要拿個心出來」，而她最難忘的

是一名喉嚨有造口兼全身插滿喉管

的長者堅持到場接受檢測，連體弱

多病的長者也竭力盡公民責任，她

呼籲其他市民把握今天最後機會，

為香港早日戰勝疫情作出應盡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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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批抹黑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今晚將圓滿結
束。有份在社區檢測中心參與採樣工
作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讚揚每個工序
的參與者為堵截病毒在港蔓延，無私
付出，並以迎難而上的精神克服箇中
大小問題。他透露在計劃初期，偶有
「甩轆」需臨時執生，例如物資消耗

超乎預期，採樣隊隊長讓出高級別N95口罩
給隊員使用。他採樣時也曾失手將樣本掉在
地上，幸獲受檢的市民包容，再次採樣，這
都是疫情下互讓互諒的獅子山精神。

首日無紙杯 鎅水樽代替
林哲玄雖然在檢測中心僅僅當值3天，但卻
遇上不少小插曲，全賴團隊和市民樂意配合
才得以克服問題，「今次經歷令我再次感受
到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和迎難而上的精
神。」如此大規模的病毒檢測計劃可謂前所
未有，團隊沒有經驗，加上前期籌備工作只
有約半個月，一些細節要在計劃開始後才研
究如何調節，他舉例指：「我在計劃開始首
日，到達檢測中心後連要到哪裏報到都不知
道。」
為了爭分奪秒打抗疫戰，許多事也是摸着
石頭過河，開檔首天隨即出現「甩轆」，

「採樣期間我們要用紙杯裝住樣本
瓶，但行政的同事不知道我們
要使用紙杯，無攞出來。」
醫護團隊發現場內有大量樽
裝水，靈機一觸想到倒去樽
裏的水，將清空的水樽鎅
開取代紙杯，幸好最後行
政的同事趕及在檢測中心運
作前把紙杯運到場，才毋須
啟動應變方案。
不過，亦有不少問題無法即時

處理，林哲玄引述一名醫護人員指，
其工作的檢測中心曾出現外科呼吸器N95短
缺，為騰出物資給前線採樣員，當值的檢測
中心組長放棄使用N95，改用普通外科口罩，
並即時派人到鄰近檢測中心借呼吸器，以及
集中由幾名「熟手」組員負責採樣，以減低
N95消耗，「較熟手組員要採樣就可以戴呼吸
器，另一個組員做助手則戴外科口罩。」

讚港人顧全大局可敬
抗疫過程中也迸發出人性的光輝，其中以

市民的包容最令林哲玄動容，他透露自己也
有失手時，試過在折斷拭子準備放入樣本瓶
時不小心將樣本彈到地上，「採樣過程會有
少許不舒服，但該名市民沒有怪責我，主動

叫我再做一次。」
而且，林哲玄接觸過的大部
分檢測者都不認為自己染
疫，「他們之所以接受檢測
不是為自己，只是認為驗了
大家安心，對全社會有好
處。」他指出，都市人生
活忙碌，對於不同的社會持
份者都願意在現時的疫境下
暫時放下原來工作，為抗疫出

一分綿力，這份顧全大局的精神
十分可敬。

倡市民日後可定期檢測
他期望，社會大眾繼續齊心抗疫，並建議

政府加大檢測量，並促進市場的競爭，令私
營檢測收費下降，讓市民在防疫措施逐步放
寬後定期接受檢測，「包括要參加婚宴的、
要上學的市民定期檢測，以減低再次出現大
型群組爆發的機會。」
另外，參與採樣工作的除了醫生和護士

外，亦有醫科生和學護，林哲玄相信，他們
在仍然是學生的階段就有機會參與抗疫工
作，可以令他們及早了解作為醫護應有的工
作態度，替市民採樣的經驗亦有助他們學會
如何與病人溝通，對日後的工作會有幫助。

土瓜灣體育館檢測中心屬高使用量的檢測中
心，計劃首9天已有逾2.1萬人在此接受檢

測，單是上周三已有2,566人取樣，因此該中心
也延長運作至今天。
擔任該中心主管的楊月娥是一名退休公務員，

她原本在康文署任職，今年5月退休時是九龍城
區高級康樂事務經理，對土瓜灣所在的九龍城區
的人口年齡層分布十分了解。她指出，該區60歲
以上人口佔20%，並非每名長者都懂得上網，因
此早已預算該中心有不少人屬非預約的檢測者，
並因應此作出適切安排。
楊月娥指出，不用事先預約的確是吸引了更多
人接受檢測，特別是坐輪椅或助行架等長者，
「舉例本月10日當天，全日約2,100人接受檢
測，非預約者便佔975人」，但中心內的工作人
員數目足夠，不會出現應接不暇的情況，「要於
最短時間內處理最多人流。」

擺椅子增櫃位方便長者
在場地布置上，中心也極體貼，楊月娥說：

「別小看門口排隊，安排不好只會苦了
市民，做事要拿個心出來，要當自
己是接受檢測的市民。」她指
出，該體育館門外無瓦遮頭，
日曬雨淋對長者尤其辛苦，
故中心特地於門口設5個帳
篷，讓他們輪候進場時使
用，同時又在進入主場館
的登記與採樣前將有預約
及無預約的人士分開兩條
隊，每人相隔1.5米距離，
「同事們花了不少心思，由於
許多老人家要坐，故特地在該處
放了8張椅子；另外由於有些長者

聽力或說話能力欠佳，則給予他們紙仔寫個人資
料進行登記。」
檢測中心的標準布置是設有3個登記櫃位及10

個採樣區，但該中心於計劃開展首天門口已大排
長龍，「由於登記櫃位設於主場館的入口處，屬
樽頸位，如果做(登記)唔切，再多採樣區都無
用」，因此她即日便向計劃的指揮中心申請額外
電腦處理登記，翌日已加至5個登記櫃位，採樣
區亦增至12個枱。

遇突發隨機應變穩秩序
團隊細心處理一些特別個案，例如因應宗教需

要，由登記至採樣全程找女性團隊成員協助少數
族裔女性；亦有長者不懂看手機短訊，幾日後前
來問職員為何未收到短訊，職員也耐心解釋，對
方得知收到陰性結果也很安心。
中心運作多天，自然也試過突發事情，有天早

上8時開門前，突然大門的電閘捲起一半便停
頓，「無可能讓市民，尤其是長者彎腰進內，我
們兩分鐘內下了決定，即時將首批接受檢測人士

帶到側門進入體育館，並在短時間內
以人手將閘門打開，數分鐘後便
恢復正常運作，其間秩序良
好。」另有一兩名長者感不
適，現場醫生看過後，也
建議對方暫時不要接受檢
測。
最令楊月娥難忘的，

是一名喉嚨有造口兼全
身插滿喉管的長者，堅持
在太太陪伴下到場接受檢
測，最終由播道醫院的採樣
團隊護士長親自為對方採樣，

「這令我十分感動！」

■醫護盡心盡力體現專業精神。受訪者提供

■中心安排便利措施方便長者。受訪者提供

參與趨踴躍 證普檢成功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備受攬炒派
惡意中傷，在各區檢測中心負責

採樣的醫護最能體會抹黑帶來的傷害。香港醫務委員會執
照醫生協會副會長唐繼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部分
市民戰戰兢兢前來檢測，也有人打爛沙盆問到篤，採樣員
費唇舌澄清。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批評部分反對計劃
的醫護：「明白醫生會有不同想法，情況就好似有些醫生
會建議病人做手術，也有醫生不同意做，但無論醫生持什
麼建議，都不應該因為不相信（手術）有效就阻止其他人
做。」他們呼籲市民把握今天最後機會接受檢測。

指檢測為找隱患非治療
過去兩星期有4天下午都在不同社區檢測中心當值的唐

繼昇指出，醫護人員的工作不只是採樣，亦因為攬炒派的
抹黑而不時要向部分市民解釋計劃的流程和目的；網上文
宣散播錯誤資訊，稱採樣拭子會插入鼻腔和喉嚨極深處嚇
怕市民，唐繼昇透露，有市民受文宣影響，採樣時顯得十
分緊張，「有些人一直握實拳頭、手心出汗。」
也有市民質疑檢測的成效，但唐繼昇認為即使是注射疫

苗亦難以確保完全沒有受感染風險，強調檢測計劃目的是
找出隱形患者，而非預防或治療，「出街有感染風險是因
為社區有隱形患者，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很強，如果未能找
出隱形患者隔離治療，他們會成為源頭，傳染更多人。」
唐繼昇再次呼籲仍未接受檢測的市民今日要把握最後機

會，「很多接受檢測的人都未必完全認同計劃，但一樣決
定接受檢測，因為做一定比不做好。」
林哲玄在自己執業的診所曾問病人有否預約接受檢測

時，部分病人直言因為看過相關文宣而不敢接受檢測，但
他相信情況在計劃後期已經有所改善，「市民信任度不
高，但身邊其他人驗完話無事，消除他們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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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檢計劃開展以來獲市民踴躍普檢計劃開展以來獲市民踴躍
參與參與。。檢測中心的公務員及醫療檢測中心的公務員及醫療
團隊成為最大功臣團隊成為最大功臣。。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 楊月娥坦言楊月娥坦言「「做做
事 要 拿 個 心 出事 要 拿 個 心 出
來來」。」。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林哲玄讚檢測體現港林哲玄讚檢測體現港
人的獅子山精神人的獅子山精神。。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當初知道有普檢計劃時，便
已希望可略盡綿力參與計劃，將
新冠病毒傳播鏈切斷，雖然我個
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也好想快
點讓香港社會與經濟恢復繁

榮。」楊月娥表示，從報名參與到計劃進入尾
聲，均覺得很具意義，亦看到計劃的反應一天比
一天熱烈，尤其看到不少隱蔽長者，甚至行動不
便者也走出來，且愈來愈多年輕人參與，證明計
劃是成功的，「計劃的成效不在於有多少陽性個
案，而是只要有人驗，便有機會找出隱形患
者。」

團隊有經驗事半功倍
楊月娥坦言，原訂5月退休後到阿拉斯加旅

行，但一場世紀疫症令好夢落空，卻迎來更有意
義的任務。她負責的檢測中心，連同她在內共有
26名公務員，當中25人都是來自康文署，包括泳
池救生員及文職人員等，部分更是她的前下屬。
她說：「康文署人員本身便有管理人流的經驗，
加上我自己過去也曾參與過（京奧）火炬跑、工
商機構運動會及2009年東亞運等大型活動，合作
起來更事半功倍。」
楊月娥覺得是次計劃十分有意義，因除了可找

出隱形患者外，政府也可從中推算到社會狀況，
「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去做檢測，但是次檢測計劃令
人知道，原來社會內的隱形患者只佔少數，也能令
市民安心。」她指出，是否參與計劃屬個人選擇，
但認為接受檢測有益於整體社會，「我認為屬於公
民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