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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都成驚弓之

鳥。找出患者、切斷社區傳播鏈與阻止

病毒蔓延是抗疫工作最重要一環，也是香港

特區政府的主要目標。然而，單靠政府的政

策並不足夠，必須要有公務員團隊的努力、

市民的配合，以及科研的支援，透過「民研

官」三方協作，以至商界協助下同心抗疫，

才能事半功倍，令香港早日回復昔日的繁

榮。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日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抗疫工作方面，市民

有責任，但政府與公務員團隊的責任更大，

更必須付出雙倍努力才能應付到，「莫論這

是個人成就抑或社會貢獻，最重要是將事情

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陳永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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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牽涉多個不
同的政策局與部門，其中創新

科技局轄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簡稱：資科辦）工作亦可謂十
分吃重，電子手環、向合資格市民
派發一萬元與普及檢測計劃的電腦
系統等多項工作，通通都是資科辦
逾300名專業人員與約100名文書等
其他職系同事的努力成果，當然也
少不了科研合作夥伴與整個公務員
團隊的配合。

同事付出逾100%精力
林偉喬在接受訪問時形容：「過去
8個月時間就好像做了8年的工作一
樣！」他解釋，一眾同事們都付出了
超過100%的精力，部分更要於周末
通宵輪班，去到機場及深圳灣等口岸
協助抵港人士安裝電子手環程式，
「如果沒有同事配合，實在好難做得
到，所以我作為部門首長是十分感謝
同事，亦相信大眾有能力做得到，但
必須雙倍努力才能應付得來。」
他強調，整個抗疫工作上，市民

有責任去配合，但政府的責任更
大，公務員團隊有責任令疫情盡快

消散，「莫論這是個人成就抑或社
會貢獻，最重要是將事情做好，但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不可以
有大甩漏，否則影響可以很大。」

謝消防海關派義工助隔離者
除了資科辦的同事外，林偉喬又

感謝消防處與海關等部門派出義
工，協助到隔離者的居所，講解家
居檢疫流程，並說明和示範使用手
提電話中的社交應用程式等。同時
多得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黃錦
輝找來一些資訊科技界人士，於每
個周末到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協助
將數百部手機與電子手環做好配對
工作供人使用，正正是官研合作的
好例子。

市民試用後不抗拒戴手環
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敬文指

出，以科技抗疫是大勢所趨，但必
須要市民配合，而部分市民最初確
對這新鮮事物存在抗拒，「例如電
子手環，有個案起初寧願入隔離中
心也不願佩戴，但他試過一晚後，
翌日便打來說其實都幾方便，便決

定使用而不去檢疫中心了。」
協助研發電子手環的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有限公司行政
總裁黃廣揚指出，疫情的挑戰屬突
如其來，非預計得到，但大家在共
同抗疫的同時，特區政府帶頭以科
技解決眼前的問題亦令科技界感到
欣慰。
他指出，許多時候並非一項科技

便可解決問題，要許多人通力合
作，加上由於挑戰既大又來得快，
所以作為研發單位，平時必須「練
好功夫」，又以「度日如年」形容
這場抗疫戰，但亦慶幸這場「科技
戰疫」比較不受政治干擾，
令有關工作推行得相
對順利，令他更深
信香港絕對有能
力打贏這場
仗。

今年年初爆發疫情，特區政府抗疫工作迅
即展開，由製造口罩、檢查居家檢疫者，再
到普及社區檢測等，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進
行，實有賴背後一班無名英雄──退休公務
員的默默付出。退休公務員楊月明由疫情初
期已參與各大抗疫工作，全因她抱有「施比
受更有福」與「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信念。
她表示，疫情嚴峻程度不但影響香港，更影
響全世界，認為抗疫工作很有意義，並讚揚
現職公務員在處理日常工作之餘還要兼顧抗
疫、工作百上加斤卻仍不辭勞苦地付出。
2013年5月退休前任職康文署中西區康樂事

務經理的楊月明，在疫情初期也感受到口罩
短缺之苦，需要身處外國的朋友購買口罩寄
回香港給她。她慨嘆道：「390元一盒口罩，
貧苦大眾如何負擔？有些地方有錢都未必買
到。」
為解決口罩短缺，懲教署於今年2月份多開

數條口罩生產線，早期曾短暫任職於懲教署
的楊月明遂加入製造口罩行列。每日製造口
罩的時段分為兩更，由於懲教署的口罩生產
線位於羅湖懲教所，該署會在數個港鐵站安

排穿梭巴士，居於調景嶺的楊月明每次都要
提早逾兩個小時出門。

無菌空間製罩 盡量不說話
楊月明憶述參與製造口罩時指出，當時一更
約有60人至70人，「大家都馬不停蹄、盡量
做，因為要在無菌空間工作，大家都近乎不說
話，又會在15分鐘至20分鐘內吃完飯。」
她續說，懲教所內貼有一張龍虎榜，寫有

每更的口罩製造量，「大家都想打破前一日
的紀錄，我們起初由一更做到兩三萬個口
罩，到其後試過一更做七八萬個罩。」
在疫情第二波爆發時，大量身在外地的港
人返港，意味短時間內有大批市民需要進行
居家檢疫，楊月明也參與了檢查檢疫者有否
在家檢疫的工作。她介紹，自己的工作是要
求檢疫者分享實時位置，並進行視像通話，
曾試過有檢疫者因未起床梳洗或正在進餐等
原因，而要求延遲進行視像通話。
令她難忘的一次經歷是曾與一名年約60歲

男士進行視像通話，通話接通時看到對方的
背景是一個公園，便以為他離開了檢疫處

所，後來才知原來對方只是在家中的花園練
習寫大字，「手寫字都幾靚。」

指普檢緊急 好有意義
特區政府於早前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楊月明也有參與其中，在紅磡市政大廈
體育館擔任助理主管。她覺得普及檢測是一
件十分緊急的事，「好有意義，幾十年都冇
試過，初初會擔心無默契，但由於整個支援
團隊絕大多數為現職康文署員工，整體運作
暢順，只是初期需要摸索而已。」
令她最深刻的經歷，是有前往檢測的市民

指明希望4號枱的姑娘替他採樣，原因是有朋
友向他說：「早上在4號枱接受採樣，個姑娘
手勢好。」不過，採樣人員需要休息、輪
更，也會調位，她向該市民說：「4號枱是男
護士喎。」最終楊月明亦順應該市民的要
求，安排他到4號枱接受採樣。楊月明對能夠
在普檢計劃中出一分力感開心，「雖然並非
全民參與受檢，但都是一個指標，並反映了
香港的疫情並非想像中那麼嚴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陳永諾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得以推行，並從中找
出逾40名隱形患者，公務員與醫護團隊實
在功不可沒。運輸署高級工程師簡悅敏平
日的工作範疇總離不開工程項目，今次卻
跳出舒適圈，主動參與普檢計劃，於屯門
大興體育館帶領一支公務員小隊服務市
民，為共同抗疫出一分力。她說：「最難
忘是看到一名視力不清兼要以柺杖輔助的
婆婆就算要搭的士，也要到中心接受採
樣，一盡市民責任。」

入境處職員助中心驗證件
簡悅敏於疫情早期正在美國受訓，並於
今年5月返港，她指當地社區對普檢也十
分熱情，故當她得悉香港推行普檢計劃
時，便不加思考地請假參與，目的是希望
能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出一分
力，而她獲分配到大興體育館擔任中心主
管，整支逾30人的支援團隊除了她及一
人來自入境處外，其餘成員均來自康文
署。
簡悅敏坦言，未與團隊成員見面時也感

到擔心，因她平日主要負責交通規劃及講
解工程項目的工作，且有超過十年的大型
工程管理經驗，卻未試過領導不是自己工
作範疇的人員，令她驚奇的是一眾團隊成
員因為過去有不少搞活動的經驗，故應付
今次普檢計劃亦顯得駕輕就熟，且服務市
民十分貼地，也令她個人很有得着。
她續說，由於接受採樣的市民須為香港

永久性居民，故入境處的同事亦能發揮其
所長，「由於登記接受採樣者持有的證件
各式各樣，有些原來是旅遊證件，他對證
件十分熟識，可輕易分辨出來。」
大興體育館於普檢計劃開放了11天，

簡悅敏指多日工作也有一些令她難忘的經
歷，包括一名視力不清兼要以柺杖輔助的
婆婆就算要搭的士到場，仍堅持要盡市民
責任，並說道：「為什麼政府這項免費為
市民提供、又能幫助社區的服務，竟然有
人不參加？」
簡悅敏全程陪伴該名婆婆登記，又在完

成採樣後再接她離去，並替她截的士，對
方更連聲多謝。簡悅敏說：「市民就係
咁，排除萬難都要將件事做好。」

小孩拒檢測 試過驚覺：不痛的
另一個難忘的個案是有日一名爸爸帶同

她的女兒來，該名小孩不斷哭着說不接受
檢測，後來登記好，連樣本瓶也領取後，
最終也是哭着一口氣衝出中心，當天並無

折返。然而，該名女孩翌日在媽媽陪同下再到中心，
今次是媽媽與她一同接受採樣，並成功完成。到第三
天，她又與爸爸同來，這次換了是爸爸登記，女孩更
告訴爸爸：「不痛的！」
簡悅敏認為，普檢計劃的宗旨十分好，有助了解社

區的感染情況並找出隱形患者，「一日唔接受檢測，
就一直都不知有否染病。」她續說，檢測中心做足安
全及防感染措施，又指其實計劃開展的中後期，見到
市民愈來愈接受，「好多市民其實一開始不接受檢測
是怕痛，但隨着後來十個有十個都話唔痛，他們便放
心了，更知道之前的謠言，其實只屬以訛傳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陳永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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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悅敏於屯門大興體育館帶領一支公務員小隊服務市
民，為共同抗疫出一分力。 公務員事務局供圖

■目前最廣泛使用
的電子手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左起：黃廣揚、林偉喬、黃敬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資科辦與多個政府部門及業界合作推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本地情
況互動地圖」。 fb截圖

■紀律部隊義
工隊幫老人家戴電

子手環。 資料圖片

公務員退而不休 幫製罩參與普檢

■楊月明表示，疫情影響全球，認為抗
疫工作很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