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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止暴制亂走到抗疫最前

線，香港警隊過去兩年無間

斷為捍衛香港、保護市民肩

負連串重任。對手也由以前

冷血的暴徒，變為目前看不

見的病毒，但警員過去一年無畏無懼，處理疏散疫廈居

民、協助封區強制檢測，以及尋找違反檢疫令人士等多

項新任務。不論是封區還是撤離居民，也是秘密行動，

由收到指令到行動，往往僅半小時動員，更經常通宵達

旦執勤12小時，但多名前線警員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堅定地表示：「着得呢套制服，唔會諗咁多，可以

為疫情出一分力，唔算係咩犧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過去一年，香港警隊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
力抗新冠病毒。在今次第四波新冠肺炎疫

情中，油尖旺區成為「重災區」，特區政府接
連在該區採取多項嚴厲的防疫措施，本月14日
突然對爆疫的油麻地新填地街20號至26號居民
發出檢疫令，並安排他們漏夜撤離到檢疫中
心。

動員時間僅半句鐘
警隊當晚肩負撤離居民的工作。負責統籌及指

揮的西九龍總區警察機動部隊督察藍雪指出，他
們過往亦參與過不同與抗疫相關的工作，但該次
行動可說是最令她難忘的一次，「係西九龍第一
次做撤離，由老闆（上司）同我講有呢個任務，
到我真正要實行，大概只有半個鐘至一個鐘嘅時
間 !」

藍雪當日在凌晨一時才接獲上司通知需要協助
該地段居民撤離，她隨即安排同袍了解該處地形
及準備物資，之後要與衞生署開會以協調分工。
她補充，以上工作只在半小時內完成，她之後就
要向同袍講解撤離行動，並隨即出發，約凌晨2
時到達現場。
電光火石間，警方已準備就緒，行動快速的原

因是西九龍總區時刻有應變方案，藍雪透露之前
已經留意到其他總區的同事要參與撤離疫廈居民
行動，所以她亦早有準備，「唔會有不知所措，
大概都知呢個係一個趨勢，都知政府會做呢類工
程，自己會諗一諗有咩要做定先。」

挨戶拍門 逐家講解
西九龍總區警察機動部隊警員李滙軒亦參與了

是次的行動。他說，自己到場後要與同事進入疫
廈，像是做人口普查一樣挨家挨戶拍門，
了解每戶的居民數量，為他們登記資料，
並與衞生署人員聯絡後將檢疫令遞給居
民，安排他們前往檢疫中心。
他憶述，不少居民得知自己要被隔離

時都有鼓譟，有人更隨即關門，「佢哋會覺得自
己根本冇事，唔需要接受隔離，但我哋都要繼續
拍門，詳細解釋情況同安排，令佢哋知道行動係
要幫佢哋。」他表示所有居民最終都理解政府的
決定，配合行動。
除了準備時間倉猝外，行動持續的時間亦相當
長，亦是令藍雪對此行動感到難忘的原因，她表
示當初知道要執行該項任務時，以為工作可以在
短時間內完成，詎料一做就是5日，「一開始冇
人應門的，我哋會留低封信，叫佢自己聯絡衞生
署，但之後都要日日上去再拍門，以防有漏網之
魚。」
他們幾日來長時間在大廈內工作，所逗留時間
達到強制檢測令所規定的時間，故每次行動後都
按法例規定，接受病毒檢測。藍雪表示，做好有
關工作是他們作為警務人員的責任，不會因為擔
心受感染而卻步，「我哋每一日接觸嘅人都唔會
知佢係唔係確診、有無徵狀，每日工作都有危
險，但我哋着得呢套制服，做嘢會行先，唔會諗
咁多，而且可以為疫情出一分力，唔算係咩犧
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
特區政府上周末（23 日）動員
3,000人首次設立「受限區域」，圍
封佐敦吳松街、南京街、炮台街及
甘肅街，規定所有區內人士均要接
受強制檢測，未有陰性檢測結果前
不能離開。有參與行動的前線警務
人員指出，他們當時要長時間工
作，連踩12小時，考驗體能，但路
過的市民一聲「加油」、一個like
手勢，慰藉了所有辛勞。
西九龍總區警察機動部隊督察藍
雪在接受訪問時透露，警務處早在
「封區」前兩日已經發出通告，提

醒同事可能要連續數日每天工作最
少12個小時，「除咗暴動嗰排（工
作）多過12個鐘，正常我哋係返9
個鐘多啲。」
「上頭」當時的指示並無明言任

務內容，但突然要長時間執勤並不
尋常。當時，藍雪已聯想到可能需
要參與大型抗疫行動，但一直未知
詳情，至行動前一日從媒體報道中
得知政府可能「封區」才開始有頭
緒，「星期五（22日）晚10點鐘返
工先真係知道會有行動，但其實喺
（凌晨）2點開會先知要做乜嘢，
之後即刻要『落地』（到受限區

域），以及正式封鎖。」

禁足任務具挑戰
該次行動由警方西九龍總區高層

負責策劃，藍雪只要帶領同僚執行
好在封鎖開始後禁止市民進出的任
務，但她表示有關工作同樣具挑
戰，「講就好似好容易，但其實好
多問題會發生，需要好多人手、要
同唔同紀律部隊同事合作，要封一
個地方幾日，唔會知道啲居民會有
咩反應？！」
在封鎖期間，曾有居於「受限區
域」內的居民因為不滿未能回家而

揮拳襲擊一名警員，警員面部被打
腫要送院治理。西九龍總區警察機
動部隊警員李滙軒指出，有關個案
只是個別事件，他當日所接觸的居
民大部分也理解政府決定，「會有
市民經過同我哋講『加油』、俾個
like嘅手勢我哋，對我哋嚟講係一
個好好嘅支持。」
他表示，當日行動最辛苦處是持

續時間長，但如果自己的一分力可
以幫助香港對抗疫症，他和其他同
事都不會怕辛勞，「同事都知道抗
疫係香港要處理嘅大問題，辛苦少
少都接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人海茫茫，尋人從
來都不容易，警方在疫情下要找的除了失蹤人士外，
還包括違反檢疫令及隔離令的人，以防他們將病毒帶
入社區，危害市民健康。負責有關工作的新界北總區
失蹤人口調查組高級督察江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坦言，絕大部分違令個案的資料都十分零碎，要找到
有關人等的難度，遠較一般失蹤人口為高。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是香港政府應對新冠肺炎在社

區傳播的重點工作之一，所有入境人士、確診者及密
切接觸者也需要隔離檢疫，但總有人不遵守有關規
定。由去年初至今，警方已經處理超過500宗違反檢
疫令相關個案，包括早前在醫院逃走的確診者李運
強。
尋找違反檢疫或隔離令者的工作，主要由警方各總

區失蹤人口組負責，但西九龍總區警察機動部隊督察
藍雪透露，不論是她所屬的機動部隊或衝鋒隊，當時
都接獲一定要盡快找回李運強的指示，他們要到李運
強經常出沒地及寓所附近展開高姿態巡邏，最終李運
強在逃離醫院後53小時被其他警員找回。

個案資料零碎 增尋找難度
尋找違令者看似與尋找失蹤人士的工作性質相似，

但實際上難度更高，江寧說：「我哋冇得問多啲關於
佢嘅資料，平時搵失蹤人口起碼有個報案人會知佢嘅
基本資料、習慣、有冇啲成日去嘅地方，但違反檢疫
令者，我哋得張檢疫令上面個名、地址、電話，連年
齡都未必有。」
警方在尋找李運強時，雖然有公開其照片呼籲市民

提供消息，但江寧指該次做法只是個別例子，因為警
方在資料有限情況下，根本難以向市民形容違令者的
外貌，且公開尋人牽涉個人私隱，還需得到當事人或
其家屬同意。
她指出，他們每次接獲案件時，只能按平日尋找失

蹤人士的做法為目標人物進行背景調查，翻查警方記
錄是否有其資料，以及了解他身邊有什麼朋友，「試
過有宗案件，檢疫人士報咗同太太住嘅地址，但佢因
為某啲原因唔可以喺嗰度逗留，所以去咗其他地方
住。佢太太都唔知丈夫去咗邊，最終用咗兩日先搵到
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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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連踩12句鐘
市民鼓勵慰辛勞

●警員過去一年無畏無懼，處理疏散疫廈居民、協助封區強制檢測，以及尋找違
反檢疫令人士等多項新任務。圖為1月23日，警方圍封九龍佐敦四街。資料圖片

▲（左起）江
寧、藍雪、李滙
軒希望出一分
力，協助香港走
出疫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有參與行動的
警員指，他們當
時要長時間工
作，連踩12小
時。圖為警員隨
即在街口駐守，
拉閘「封區」。

資料圖片

●●警員在新填地街拉起封鎖線警員在新填地街拉起封鎖線，，並在門口執勤並在門口執勤。。資料圖片資料圖片●●警員在登記站拉起封鎖線警員在登記站拉起封鎖線，，準備準備「「封區封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