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毒來襲，不分男女老幼貧富，都有染疫風險；對抗疫情，
不分職位級別部門，同樣責無旁貸。只有萬眾一心，團結

一致，才能在這場世紀疫情中取勝。

抗疫兩年多，警隊上下均參與其中，不遺餘力。無論追蹤
病源傳播、進行圍封強檢、協助居民撤離、票控違令人士、打
擊疫情騙案等等，無分彼此，互相扶持，為的是守好每一道防
線。

對於大家無畏無懼、堅守崗位、盡責盡心，我深感欣慰。
這是市民的期望，也是警隊的承諾。就算面對重重考驗，我們
逆境自強；縱使身處場場危機，我們迎難而上。我亦特別感謝
一批不忘初心的退休警務人員，他們繼續以服務市民為己任，
組織義工隊協助抗疫。

面對依然嚴峻的情況，我們透過本特刊，讓大家回顧警隊
在過去四波疫情，是如何走過無數的險阻，與不同部門攜手協
助特區政府遏止新冠病毒的蔓延。

今次第五波疫情來得更急更猛，我們必須做得更多更好。
警隊有堅定的信念、頑強的鬥志、專業的訓練和無比的毅力。
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疫」，但我們有抗疫的經驗，有取勝的
決心，有打贏的能力，病毒不退，我們不讓。為了守護香港，
我們必定竭盡所能，排除萬難，與市民一起走出「疫」境。

警務處處長 蕭澤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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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經驗  迎難而上

全力應對第 

新冠病毒揮之不去，二○二一年聖誕前夕突如其來，

到了二○二二年一月確診個案更加急速上升。港府

不斷制定政策，力求將染疫人數減到最低。回想過去兩

年，警隊一直守在對抗病毒的前線，默默地付出，怎料病

毒悄悄地又捲土重來。春節後，感染和死亡人數直線向

上，警隊上下立即重整旗鼓，再次全面投入抗疫工作。前

年改建為檢疫中心的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去年已

經交還警隊，現在再次被徵用；退休警察義工原本也陸續

解散，現在又要緊急召喚他們披甲協助。

要達致「減感染、減重症及減死亡」的目標，必須各

部門互相配合。警隊在高峰期曾借調近二百名警員到衞生

署設於啟德、旺角和新蒲崗的三間個案追蹤辦公室工作，

負責整理衞生署系統的資料、協助確診人士填寫申報系

統，以及負責發出隔離令等。警隊同時不斷密切監察疫情

的變化，因應市民不同的需要，作出迅速的應對。當獲悉

救護車需求超出負荷，我們立即號召四十多名有急救資格

的警員，成立警察醫療特別小組，每日出勤二十至三十

次，運送六十至七十名病人到隔離設施。大家沒有計較是

誰人的工作，只聚焦於誰人最需要協助。

今年二月，有不法分子無視疫情嚴峻，於網上討論區

▲警察機動部
隊人員與衞生
署職員進行大
廈圍封行動。

▲

防疫物資送
抵圍封區域，
警方派員安排
物流並送達有
需要人士。

警員於檢測站附近協助
市民查詢及維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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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波

發布連串搞破壞的訊息，包括鼓吹確診市民四處傳播病

毒、煽動他人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甚至炸毀社

區檢測中心及攻擊有關人員。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主動進行網上巡邏，收集情報，打擊這些為疫情火上加

油、危害市民生命健康的敗類，結果成功拘捕多名涉案

者。對於違反禁止群組聚集和佩戴口罩規例的人士，警方

也絕不手軟。到了二月下旬，疫情急劇轉壞，為保障公眾

健康和進一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政府各執法部門採取多

次代號為「松塔」的聯合行動，針對在公眾地方群聚和沒

有妥善佩戴口罩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我們願意為

市民守好防疫戰線，希望市民也為自己做好防疫措施。

面對笫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我們不敢怠慢，會從宣傳

教育、追蹤防患、圍封強檢丶果斷執法和直接支援等方面

多管齊下，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協調不同部門，攜手動員

市民一起對抗病毒。

▲ 警員協助市民
登記及查詢。

▲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成員來自
警隊不同單位，借調到醫院管
理局擔任前線抗疫工作。

▲▲警
登記

▲警員協助在場
職員將圍封設施
搬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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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兩年多的防疫抗疫挑戰，香港

警察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中堅力量，

一直努力協助政府及其他部門做好相關工

作。

早在二○一九年底，新冠疫情開始在

世界各地爆發，但大多數香港人都沒有想

到，同一病毒很快就會殺埋身。二○二○年

春節，元宵未過，餘興猶在，在青衣長康

邨，發現同座有兩位確診者，屬於首宗本地

爆發的新冠個案。專家擔心大廈出現垂直傳

播，處理不好的話，隨時一人染疫，全幢中

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府不敢怠慢，決

定凌晨開始緊急撤離同一座向單位的居民。

要把三十四戶共百人分別送往四個檢

疫中心，工作表面簡單，運作細節複雜。各

部門派來的工作人員，絕大部份是首次參與

這類疏散行動，單是協調工作，已經是一大

考驗。幸而大家都秉承著公務員的專業精

神，加上目標一致，稍作磨合便暢順起來。

那時候大家對新冠病毒所知不多，二

○○三年沙士餘悸仍在，眾人都不敢掉以輕

心。不過，香港警察，勇於面對考驗，接受

挑戰，況且抗疫工作，是頭等大事。隊員到

達現場後，要立即換上全套保護裝備；他們

進入大廈後，要直到完成全部撤離工作為

止，才可以離開現場。行動期間，要不吃不

喝多個小時，實施最高的安全規格，以免稍

有不慎，將病毒傳開去，功虧一簣。

雖然身處高風險環境，所有參與行動

的人員，都是士氣高昂，全神貫注，頂住壓

力，堅持到底。需要撤離的市民，當然有點

措手不及，但為了對抗疫情，都願意聽從指

示。由於要安排專戶專車，又要給予時間讓

市民執拾細軟，所以進度比較緩慢。由凌晨

開始，直到下午終於結束撤離行動。沒有人

想再發生這些緊急撤離事件，不過病毒無

情，大家需要作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

備，齊心堅守崗位盡好本份，必定可以戰勝

疫情，走出陰霾。

緊
急
撤
離
行
動

▲做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
打算，警務人員為抗疫守好
崗位、盡好本份。

▲要把三十四戶共百人分別
送往四個檢疫中心，工作表
面簡單，運作細節複雜。

疫情，走出陰霾。

▲▲做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

不
吃
不
喝
多
小
時

早

世界各地爆發

到，同一病毒很

春節，元宵未

邨，發現同座有

爆發的新冠個案

播，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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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來無影去無跡，無處不在且快

速擴散。要阻止疫情蔓延，必須及時

找出病毒的行蹤，截斷傳播鏈。這是與時間

競賽的工作，更需要鍥而不捨的精神！警務

處從各部門抽調人手，先後加入了三間「個

案追蹤辦公室」，其他成員分別來自消防

處、海關、入境處及懲教署，還有退休警察

義工，大家各懷本領，各展所長。

負責的同事每天從衞生署和不同渠道

收集資料，逐一輸入系統進行分析。每宗個

案都牽涉大量信息，包括個人基本資料、病

歷、確診前的活動、曾接觸過的人士、到過

的地方和使用過的交通工具等。在前四波的

疫情高峰期，警隊最多曾借調近二百名警員

到追蹤辦。遇有大規模的群組爆發，追蹤辦

更會動員更多不同紀律部隊的人員處理，例

如去年的跳舞群組和機組人員群組等。

調查過程通常都波折重重，遇上少數

族裔、外籍傭工等，言語不通便成了障礙；

又或遇上不願合作、故意隱瞞、不接電話、

不回訊息等等，已是見慣不怪。畢竟他們不

是犯人，需要更多耐性，有時更要費盡唇

舌，曉以大義。有的真是忘記行蹤，追蹤辦

成員便翻查監控錄像、電子消費紀錄等，抽

絲剝繭，填補資料的殘缺。雖然工作費時費

神，但大家都不希望走漏任何一個病源，唯

有盡力找出染疫人士或密切接觸者，把他們

送往治療或隔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追蹤辦成員在迫切而高壓的情況下，

表現出專業細心，因為稍有差池，病毒便有

機可乘。抗疫必須走在病毒前面，才能有效

截斷傳播鏈。為保護香港巿民，大家與病毒

勢不兩立，誓要擊退這個看不見的敵人，取

得看得見的成果。

▲追蹤辦成員在迫切而高壓
的情況下，表現出專業細
心，因為稍有差池，病毒便
有機可乘。

▲

警務處刑事支援部督察陳
志偉，被借調到個案追蹤辦
公室，負責追蹤病源等調查
工作。

無跡 無處 在 快

壓
細
便

陳
辦
查

個
案
追
蹤
辦

鍥
而
不
捨

▲尋回違反強制檢疫令男子。

除了追蹤辦外，警務處各個總區的失
蹤人口調查組，亦肩負起追尋一些未有遵
守強制檢疫令人士的責任。

二○二○年底，一名六旬男子因為確
診新冠病毒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但
院方之後發現他逃離，立即報警求助。西
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接案後，迅速動員尋
找，並在社交媒體發布該名男子的相片，
呼籲市民留意。結果在熱心市民提供資料
下，警方成功在旺角區尋回該名男子及押
送他回醫院接受醫學監察，其後該名男子
被控「任何人不得使他人蒙受感染的危
險」罪名，判囚四個月。

要成功控制疫情，必須要截斷任何可
疑或已知的傳播鏈，確保病毒不會經受感
染者進一步散播，故此，尋找這些「失蹤
人士」的工作也非常關鍵。

「失蹤人口」成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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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二○年新冠疫情開始在香港肆虐，當時大家

對病毒所知不多，加上之前沙士的經歷，引致全城

恐慌，人人自危。疫情來勢洶洶，對付傳染病，必須截斷

其傳播鏈，實施隔離政策無可避免。政府在二月初宣佈借

用房協於火炭新落成的駿洋邨作為檢疫中心，由警方負責

保安工作。

確診數字每日攀升，危難當前，香港警察當仁不讓。

駿洋邨作為首個檢疫中心，抱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

情，新界南總區和沙田警區的人員即晚到場視察環境。沙

田警區人員更負上重任，從當時每更十二小時的編制中，

抽調人手去駿洋邨籌備設立警察指揮中心，與各部門進行

聯絡協調，確保每項檢疫工作切實執行。

由於當時社會動亂未平，警方還要特別調動人手嚴陣

以待，避免暴徒進入檢疫範圍內搗亂，最終成功穩守駿洋

邨檢疫中心。既要防疫，又要防暴，參與的警員都要面對

雙重壓力，其他問題更不勝枚舉。最重要是過家人那關，

怎樣安慰父母，說服伴侶，總要花點唇舌。上陣一刻，更

能體會困難總比預期多。無論怎樣計劃周詳，難免掛萬漏

一。除了保安工作，人員同時要疏導附近居民的不滿，照

顧被隔離者及其家人的情緒，甚至生活所需，還要與各部

門和分判商協調，回應傳媒查詢，總之大事艱鉅，小事瑣

碎。當然，身為警務人員，這是責任，也是使命，我們義

不容辭。

駿洋邨改為檢疫中心正值寒冷的二月，飯菜送到隔離

人士單位都已經涼了。警方立即跟供應商溝通，改善問

題。另外，部份非華裔人士對膳食的供應時間和種類要

求，因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而需要特別安排，警方亦盡力

協助。

防疫又防暴

▲

市民在隔離期間，在生活所需上、
情緒上、膳食上所出現的問題，與中
心人員溝通後，都迎刃而解。

▲

既要防疫，又要防暴，參
與的警員面對重重壓力。

穩守駿洋邨檢疫 

▲檢疫中心內的指揮中心，負責
協調各部門及分判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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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四月，氣溫漸高，穿戴全套保護裝

備是一大挑戰。隔離單位設備齊全，獨欠空調，電風扇又

不足，困在屋內的檢疫人士與警員一樣不好過。有見及

此，警方積極與管理室內範圍的民安隊協調，最終獲批替

檢疫人士添置電風扇。

其實，檢疫人士並非患者，最終確診的數字亦只有零

星，但獨困屋內，三餐指定，不准外出，禁止探訪，連送

來物資都因為避免病毒傳染而不能進入隔離單位。日子固

然難熬，又擔心會染疫，有檢疫人士出現情緒波動，在所

難免，而且值得同情。警員遇到這狀況，必定盡量安撫；

遇上突發事情，更要小心處理。

有次一位母親和她的女兒在大堂嚷著要離開，原因是

女孩患了紅班狼瘡症，須定時服用荷爾蒙藥。原本到期覆

診，醫院那邊又未能安排改期，所以必須外出應診。抗疫

當前，警方沒可能讓她們離開，幸好找到

駐場醫生出手相助，寫信向醫院申請更改日期，

事件才能解決。另一次是有位十二歲印巴籍男童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被直送隔離單位獨自檢疫。家人十分焦急，希

望可以同住照顧該名男童，遂向懂得烏都語的油尖旺區警

民關係組同事求助。警方與民安隊和衞生處解釋，最終獲

批准一名成年家人入住照顧男童，也成為日後照顧者可與

檢疫人士同住的先例。

政策是冷的，人是暖的，要守住防疫這一道絕不能破

的防線，又要兼顧隔離人士的不同需求，如何平衡？唯有

多想一步多走兩轉，總會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人同此

心，想像一下困在檢疫單位的是自己，也不希望求助無門

吧！況且警察天職，就是救急扶危，服務市民。每次服

「疫」完畢的人士離開，無論向警察點頭微笑，或者揮手

道謝，都是對大家抗疫工作的肯定。

▲警方人員二十四小時
穩守駿洋邨檢疫中心。

▲有服「疫」完畢的市
民離開時，微笑揮手道
別，是對警隊抗疫工作
的肯定。中心

8

高，穿戴全套保護裝

位設備齊全，獨欠空調，電風扇又

當前，警方沒

駐場醫生出手相助，

事件才能解決。另一次是有位

▲警
穩守

▲▲

民離
別
的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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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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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鄉
少
訊
中
心

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的設立，主要目標之一是

提高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感。新冠病毒襲港初期，隔

離設施極度缺乏，警務處主動借出少訊中心改建成檢疫設

施，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是對年青人一次具體而深刻的身

教。二○二○年二月接到指示，中心立即行動，在三月底

已經將原有設施改建為八十八個檢疫單位；同一時間於操

場上以「組裝合成」建築方法加建組合屋，額外提供

一百二十個檢疫單位。

在改建和加建檢疫單位的同時，少訊中心人員迅速與

衞生署、消防處、民安隊和警務處其他單位的代表展開聯

合會議，就檢疫中心的營運模式、運作流程、區域劃分等

各方面交換意見，並安排各部門當值人員的辦公和休息地

方，以及騰出空間建造臨時倉庫儲存物資。雖然時間極

短，但是計劃周詳，四月底二百多個檢疫單位全部順利投

入服務。

檢疫中心運作期間，少訊中心人員也加入服務團隊，

主要協助處理檢疫人士的查詢，按他們的需要安排及運送

物資。檢疫人士可以透過熱線電話獲得抗疫資訊外，少訊

中心人員亦主動提供WhatsApp專線回答各樣問題。由於服

務貼心，受到大家歡迎。

▲少訊中心人員與民安隊
人員共同為檢疫人士準備
物資。

▲

八鄉少訊中心的改建工
程迅速展開。

9

《警聲》特刊 



隨著疫情一度放緩，食物及衞生局於二○二一年十二

月一日將中心歸還警隊，局部開放作青少年活動及訓練之

用。不過，到二○二二年一月，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八

鄉少訊中心於一月二十日再次被徵用為檢疫中心。疫情不

退，中心人員必定繼續堅守崗位，積極配合，與社會各界

攜手對抗病毒。

檢疫人士入住中心，事出突然，需時適應；加上不能

上班上學，難免感到徬徨和緊張。因此，少訊中心人員除

了收到關於檢測時間、房間設施、膳食安排、日常用品補

給等查詢外，亦不時接獲檢疫人士透露情緒不安與焦慮，

這時必須耐心聆聽及作出安撫。

大部分檢疫人士都以為該中心是由民安隊運作，當從

對話中得悉原來部分工作人員是少訊中心的警員，感到十

分意外，並對當值警員表達謝意。有同事曾經收到檢疫人

士的訊息，感謝工作人員在他們艱難困惑時提供適切的協

助。縱使雙方從未見面，只是透過電話及訊息交流，他們

也感受到少訊中心人員的關懷和熱誠。有些在完成隔離時

透過WhatsApp專線送上心意卡和祝福語等，令同事非常欣

慰，而檢疫人士的認同亦為少訊中心人員增添抗疫動力。

▲八鄉少訊中心改建完成，
大大舒緩了檢疫單位供應緊
張的情況。

▲各個政府單位代表共同商
討營運檢疫中心事宜。

警員為檢疫中心的每間房
間設置日常用品，為隔離
人士入住做好準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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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抗疫，所有人都理應守望相助，同心協力。奈何

偏偏有不法之徒，趁火打劫，覷準市民心急搶購物

資，或是覬覦政府的抗疫津貼，手法層出不窮。病毒是天

災，無良的騙徒是人禍。對這類貪婪無恥之輩，警方必定

嚴肅處理，追究到底，務求將他們繩之於法。

在二○二○年爆疫初期，抗疫物資不單奇貨可居，甚

至出現斷市的情況。有不法份子設立假網站，以釣魚電郵

或在不同網上平台，訛稱出售醫學口罩，誘騙市民繳付訂

金或貸款，然後逃之夭夭。單單在二月至三月期間，警方

已接獲一千六百三十三宗與售賣醫學口罩相關的網上購物

騙案，涉及金額達四千八百萬元。這些乘人之危的罪案，

令人髮指。雖知不少被騙人士都是基層市民，只求有個口

罩，可以上班，或保護家人，沒想過會成為不法之徒的獵

物。警方網路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立即展開代號「孤

峰」的行動，制定策略，加強情報搜集和網絡巡邏，提升

辦案速度，效果立竿見影，先後拘捕三十四人，偵破

三百五十一宗騙案，相關罪行即時收歛。

政府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支援受影響行業，部份害群

之馬，竟然弄虛作假，企圖騙取津貼。這是業界的救命

錢，怎能讓不法之徒予取予攜。灣仔警區刑事調查組接獲

旅行社代理商註冊處轉介，懷疑有公司誇大員工人數，騙

取基金共二百八十四萬元，當中涉及七間持牌旅行社。警

方立刻展開名為「鼓浪」的行動，先後拘捕六十二人，包

括涉案公司的董事及虛報受聘的員工。

掃除抗疫絆腳石

嚴打發「疫」難財

▲網絡
安全

及科
技

罪案
調查
科展
示精
明

網購
小貼
士。

▲

網購
口罩
騙案
常見
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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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才有成功的希

望，否則這邊努力堵截病

毒，那邊有人却在製造破

口，疫情只會沒完沒了。由

於病毒捲土重來，政府宣佈高危行業的員工必須接種疫

苗，引發出「假針卡」的面世。騙徒聲稱針卡有醫生証明

和診所蓋章，並可以支援「安心出行」，個別市民妄顧防

疫的重要性，逃避遏止病毒的公民責任，竟然在網上購買

這些「假針卡」，想騙政府最後卻自己受騙，可謂害人終

害己。警方提醒市民，使用虛假文書是嚴重罪行，同時也

不會放過售賣「假針卡」的騙徒，立即跟進調查，同月拘

捕兩名疑犯。警方必定全力打擊這些發「疫」難財的歹

徒，以免他們在全港市民全力抵禦病毒時拖後腿，為抗疫

掃除絆腳石。

▲

串謀詐騙防
疫抗疫基金流
程圖。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召開新聞發布會，
講述口罩騙案詳情。

▲

灣仔警區發
布會講述「防
疫抗疫基金」
騙案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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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初，香港已經抗疫一年，但情況

反覆，新冠確診數字上上落落，官員市民

都疲於奔命。專家預計，疫情到冬季會轉趨嚴

重，不幸言中。在一月下旬，確診數字突破一

萬，全城氣氛凝重。油麻地佐敦一帶連環爆疫，

情況危急，政府於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展開一次規

模龐大的圍封強檢行動。

受限區域包括甘肅街、吳松街一帶，涉及

一百五十幢樓宇，受影響人數達一萬人。參與行

動的部門共有九個，人數接近三千，其中警隊派

出三百名警員。圍封面積之廣、牽涉人數之眾，

算是史無前例。區內有不少三無大廈，沒有完善

物業管理，居民流動性大，任務艱巨，可想而

知。由於沒有先例可循，加上時間緊迫，大家都

謹慎行事。警隊與其他部門會議不斷，大家從長

計議，互相協調，由安排裝備、物流、膳食，到

調配人員當值和休息。還有一般工作的守則，緊

急事故的指引，諸如此類，要在短時間內制定，

並清晰準確傳達至每名工作人員。戰「疫」當

前，不容有失。

是次行動的目標是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所有工

作，須走訪每一個單位，安排近萬人，在五十一

個臨時搭建的檢測站，接受核酸檢測，務求盡快

找出隱性患者，截斷傳播鏈，阻止病毒在社區蔓

延。對工作人員來說，四十八小時要完成海量工

作，時間真的太短；對被圍封人士而言，兩天足

不出區，生活大亂，實在過於漫長。但面對疫

禍，唯有大家包容。

圍封期間，分秒必爭，既要照顧區內市民的

生活必需，又要疏導他們的情緒，還要排解大家

的不滿，以免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行動結束，成功找到十三宗陽性個案，立即

把他們送往隔離中心跟進處理，防止病毒在社區

大規模爆發。抗疫路既漫長又難行，而且仍然未

見盡頭。面對頑強病毒，香港警察只會遇強越

強，至今已協調超過二百七十次圍封行動，全力

協助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

圍
封
強
檢
分
秒
必
爭

▲

圍封期間，分秒必
爭，既要照顧區內市民
的生活所需，又要疏導
他們的情緒，還要排

解大家的不滿。

▲圍封面積之廣、
牽涉人數之眾，算
是史無前例。

▲非華裔警員（中）在封鎖區執勤。

在油麻地有不少非華裔人士居住，由於部
份人不諳華語及英語，警隊特別調派非華裔警
員到封鎖現場恊助，負責與封鎖區內外的非華
裔人士溝通，解答他們的疑難，讓他們了解到
圍封行動的目的與需要，從而緩和他們的緊張
情緒。

非華裔警員大派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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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〇一八年退休的總督察
李卓維（James），於一九八六年
加入警隊，曾效力刑事情報科及
警犬隊等部門。James 於二〇二一

年年初加入位於啟德的首間追蹤辦擔
任義工。追蹤辦成立初期，James 要統籌
一眾義工的工作，亦要負責搬運、布置、為
外出調查人員準備防護用品，以及利用電腦
系統將收集到的數據製成圖表，經常一天工
作十多小時。

一天工作十多小時

一
擔

置、為
及利用電腦
經常一天工

警察的使命是守護香港，服務巿民。 

退休警務人員雖然退下來，但心中的

火不會熄滅。二○二○年底，政府擬成立一

支隊伍，管理指定檢疫酒店。眼見疫情嚴

峻，多名退休警員當仁不讓，臨危受命，簽

下聘書，擔上重任，加入抗疫的行列。

退休總警司區展秋連同四位退休督

察，要在極短時間內建立一支合規巡查隊，

確保指定檢疫酒店合乎當局的要求。話說是

巡查指定檢疫酒店，其實是由旅客落機開始

閉環管理，所以範圍遍及機場至各區酒店。

開始時旅客仍未適應規定，與工作人員偶有

理論，包括質疑巡查隊憑什麼執法。巡查隊

要耐心解釋，那是香港法例599F章賦予的權

力。

發生得最多是檢疫人士未經授權而離

開酒店房間，也有些似是刻意挑戰，例如把

房門打開，互拋零食給對方，或者到親友房

間取物件等。抗疫必須滴水不漏，任何不負

責任的行為都可能助長病毒傳播，只會換來

巡查隊的嚴正執法。旅客坐困房間，悶得發

慌，沒有想到後果可以很嚴重，不難理解。

這時要與旅客們鬥智鬥力，又勸喻，又警

告，甚至有時要輔導。

在機場執勤的巡查隊成員，也是經常

遇到違規個案。抵港旅客要到指定專車登記

處，等候乘搭安排好的交通工具到酒店。有

些旅客等待不耐煩，試圖強行離開。由於防

止病毒蔓延，行李必須跟隨旅客一起隔離，

但有些旅客試圖把行李偷偷交給親友，巡查

隊必須打醒十二分精

神，以免病毒乘虛而

入，走進社區。

除了執法，巡查隊對有

需要的巿民，都樂於伸出援手，

做到急巿民所急。有次一位李姓女士從美

國抵港，誤訂了一家名字與指定檢疫酒店

相似的酒店，不能入境。在港女兒立即替

她再訂其他酒店，可是當時正值入境高峰

期，未能找到房間。巡查隊知悉事件，除

安慰李女士，為她送上小吃和食水外，還

協助聯繫指定檢疫酒店。最終成功找到酒

店，母女二人十分感激，檢疫完畢後，親

自送贈錦旗表揚巡查隊成員。身為香港警

察，堅信服務市民沒有份外之事，退休後

想法也從未改變。

巡查隊由最初的四十一人，因應疫情

惡化，至今增加至七十九人，合共處理過

三百多宗違規個案，涉及四百人，其中

三百人要搬離酒店送往竹篙灣隔離。面對

妄顧安全的入境人士，不論國籍年齡身份

背景，巡查隊絕不姑息，一律嚴肅處理，

守好外防輸入的第一線！

再
次
披
甲
上
陣

退
休
同
僚
臨
危
受
命

▲退休總警司區Sir向指定檢
疫酒店講解政府的要求。

▲退休警員向檢疫酒店經理
講解有關防疫要求。

14

隊

神

入

需要的巿

做到急巿民所急。

疫酒店講解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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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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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天

守好外防輸入



二○二○年一月，香港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

案，政府開展全方位的抗疫工作。警隊立即籌組一

支警察抗疫專隊，由時任警察學院院長張靜等四人核心班

底負責統領。

當知道警察抗疫專隊要成立，許多曾經投身警界的人

士，都希望在這困難時刻，身體力行，回饋社會，因而紛

紛以義工身份報名參加。這支集合了百多位現役及退休警

察的義工兵團，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全力支援不同政府部

門，幫助香港戰勝疫情。

二○二一年九月，義工團隊被派往竹篙灣執行重要任

務，大家心情有點緊張，但能夠為抗疫盡點綿力，亦感到

榮幸。由於疫情嚴峻，竹篙灣檢疫中心必須盡快投入服

務，時間相當緊迫，大事小事排山倒海而來。參與的部門

眾多，大家互相幫助，工作很快便上軌道。

衞生署人員專程來到中心，向義工團隊講解抗疫工作

步驟和指引，以策安全。搬床搬櫃，體力勞動，當然由男

隊員承擔；處理輕便物資，設置房間用品，則交由女隊員

負責。天氣炎熱，烈日當空，如此走出走入，大家也感到

吃力，難得已退休的前輩們十分主動，充滿熱誠。彼此分

為竹篙灣啟用作準備

▲抗疫專隊在商議抗疫工作步驟和指引。 

▲

專隊成員協
助衞生署職員於
檢疫中心內派發
物資。

由於疫情嚴峻，竹篙灣檢疫
中心必須盡快投入服務。

員協
員於
內派發

義工兵團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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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警務人員組成的義工團隊，除了被
派駐竹篙灣之外，亦曾被調配到口岸參與抗疫工

作，主要是協助入境人士佩戴手帶及腳環。
雖然抗疫初期資源貧乏，義工團隊毫無抱怨，更積

極運用任職警察時所學的知識，打破不少困局。例如運
用警隊管理經驗，優化相關流程，從而令入境者可以更
加方便快捷完成防疫程序。

調配各個口岸

工合作，目標一致，能做多少做多少，抗疫從來不是一個

人一個部門的事。

「一方有事，八方支援」。有次快要下雨，剛好運送

物資給檢疫人士的民安隊成員，有兩輛運輸車相繼發生故

障，他們想把車輛推到簷篷下避雨，但顯得十分吃力，義

工團隊立即主動上前協助。作為警察，見到有人需要支

援，一定不會袖手旁觀。

與檢疫人士相處，原來是一門學問，隨時有意想不到

▲

警察抗疫專隊由現役警員和退休警察自願組成，全力支援不同
政府部門的抗疫工作。

百應

的挑戰。按照指引，義工團隊須要跟檢疫人士保持一定距

離，但檢疫不等同染疫，檢疫人士誤以為義工們閃閃躲

躲，感覺不被尊重，偶爾破口大罵。有時檢疫人士困得太

久，甚至會走出房間。由於他們情緒容易波動，義工團隊

必須小心處理。先安撫後解釋，獲得不錯的效果。事過境

遷，有檢疫人士主動走來，向義工們道謝。

義工團隊能夠全心全意參與這麼有意義的工作，當然

首要是感謝家人的支持，使他們投入抗疫任務的時候，可

以全無後顧之憂。他們亦非常感謝專隊的事前統籌，周詳

而窩心，各式各樣防曬用品、太陽帽、小風扇等都預備

好。抗疫的路雖然漫長，只要信心堅定，終能撥開雲霧見

青天。

▲ 退休義工在關口幫入
境人士配戴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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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部與物料統籌科
緊密聯繫，以確保基本
個人防護裝備供應充
足。

▲智能消毒機械人到各
個辦公室進行消毒。

▲

人事部向各區警署前
線人員提供抗疫湯水。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支援部一直擔當

警隊預防及控制傳染病以及支援前線

人員的角色。疫情凶險，警察需要面對群

眾，工作變得高危，必須好好保護自己，才

能保護廣大市民。因此，充足的防護物資和

完善的抗疫措施，不可或缺。

爆發初期，基本個人防護裝備供不應

求，支援部於短時間內在不同的渠道搜羅及

派發有關物資，更製作多條短片教導同事佩

戴及卸除個人防護裝備，為前線人員提供更

佳的保障。為了進一步提升工作環境衞生，

支援部亦於短時間內採購消毒抗菌塗層產品

及服務，減低辦公室內的傳播風險。

去年，政府積極鼓勵人員接種疫苗。

支援部為令同事可盡快接種疫苗，積極與各

政府部門聯絡，為同事安排接種疫苗，更舉

辦講座，向人員講解接種疫苗的效用。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支援部在各

區警署設立了過百個鼻腔咽喉拭子檢測站，

至今檢測次數已經接近七萬次；另派發接近

五萬個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予不同單位，務

求做到提高檢測，降低風險。今年二月底，

鑑於疫情變得嚴峻複雜，以策安全，所有警

員當值前，均須進行快速抗原檢測，陰性才

可上班工作。檢測包的需求大增，支援部 

竭盡所能，為同事搜羅了二百萬套。 

雖然能檢盡檢，始終希望沒有人被感

染。要同事安心，須防患於未然。支援部於

本月初，安排了消毒機械人交予各總區，定

期定時清潔及消毒；另租用十五部智能消毒

站，供出勤警員作全身消毒之用。支援部亦

搜羅了過萬把手提噴霧槍，以便前線同事在

裝備上噴灑抗毒塗層，令病毒無處藏身。

過去兩年多抗疫工作中默默耕耘的還

有人事部，他們令前線同事最窩心的，必定

是在各警署內供應抗疫湯水。此外，人事部

福利主任主動聯繫檢測呈陽性及檢疫同事以

提供福利援助，包括向他們派發連花清瘟膠 

囊和金花清感顆粒，以及與浸會中醫合作，

向受感染的同事提供免費中醫網上診症服

務。而為確保人員身心健康，心理服務科特 

別安排午間「點唱站」節目、設立支援熱 

線、製作小冊子教導人員如何照顧自己與家

人的情緒健康。

一眾後勤支援單位以有限的人力，給

予前線抗疫同事無限的支持，釋出了關懷，

凝聚了力量，提高了士氣，成為大家最堅實

的後盾。

堅
實
的
後
盾

後
勤
支
援
默
默
耕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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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面對四波疫情，警隊上下不論職級
與崗位、現役或退休的同事，都一如既

往，身先士卒，全力以赴。兩年多以來，每一個
情景，都是難忘的回憶；每一次考驗，都是寶貴
的經歷。面對第五波的挑戰，我們本著堅定的信
念，頑強的鬥志，必定可以守護香港，打贏這場
疫情防控的阻擊戰。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