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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中大人奮力齊抗疫

對於普羅大眾來說，要他們在疫情爆

發時選擇是否留在武漢，相信沒有多

少個願意留低。馮浩賢回想當時作出

決定時，只花了很短時間就決定留守

把關，「我記得是 1月 23日凌晨，副
主任半夜打來通知我封城的，到凌晨 4
時我已決定留下來，並且通知在香港

的老闆 (上司 )，再致電太太告訴她我
不能回來過年了，原因很簡單，我身

為特區政府於當地的代表，照顧當地

港人是我的工作。」問到有否擔心過

自己安危，馮校友說當時沒想那麼多，

只是希望能盡力幫忙。

高峰期 4,200人求助
一個匆匆決定令他留了八十多天，馮

校友說封城初期情況不是太差，「超

市仍然開門，糧食供應也算正常，日

常生活不成問題。」工作上面對滯留

港人排山倒海的查詢，才是真正的考

驗。「一向與當地工作或居住的港人

有聯繫，最初憑經驗估計約有千多人

滯留，但沒想到因春節的關係，多了

港人來湖北過年探親，結果滯留在此

的港人達四千二百多人，這批人沒有

心理準備會因封城而不能離開，他們

全都渴望能盡快回港，情緒上很波動，

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他們的電話質問我

們何時才能回港；最難處理的是他們

並非集中在武漢，而是分散在湖北省

如荊州、黃崗等不同地方，甚至偏遠

到連武當山都有，要悉數照顧所有人，

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安排。」

馮浩賢表示辦公室共二十多名員工，

只有六名香港員工聽得懂廣東話，可

以接聽電話，二月差不多有二、三千

人求助，他笑說單是聽電話，已弄得

同事神經衰弱，雖然後來特區政府將

部分查詢電話飛線至香港 1868熱線，
經貿辦的同事工作壓力依然很大，他

不斷說鼓勵說話，以維持士氣。

協調 10單位 成功送藥到武漢
滯留港人中，超過三百人有各種長期

病患，需要長期服藥，這段時間他們

既不能到醫院覆診，亦沒有足夠藥物。

馮校友與同事商量下，決心打造「千

里送藥系統」，將病人資料傳到香港

衞生署及醫管局，根據病人記錄配好

所需藥物後，依靠政府物流服務署設

法送到武漢，再由經貿辦同事分發給

港人，「首先要說服醫生們同意配藥，

病人未覆診就直接開藥，醫生始終會

擔心。香港與武漢亦沒有直接貨運渠

道，結果要先運上深圳，轉到貨機才

能運抵武漢。最難一關是國家海關對

運送藥物有管制，幸好得中聯辦及湖

北省港澳辦從中協調，最終要靠十個

單位配合一起行動才能成事，成功將

藥物由香港運到武漢。」

4月 8日，武漢終於解封，馮浩賢沒
有立即離開，直至確保辦公室正常重

開，以及再收不到港人從微信求救，

才在四月底返港，他說今次疫情，令

他明白到「病毒並不會分『左中右紅

藍綠』，見到任何人都會攻擊，所以

不論持什麼政見，都應團結起來抗疫，

否則只會『攬炒』。」

▲  馮浩賢表示，在中大修讀文化管理，令
他懂得如何將香港文化與武漢文化相互

交流。

馮浩賢統領武漢經貿辦救助滯留港人
封城 76天 工作至最後一刻

中大人
	 同心抗疫

武漢於 1月 23日起封城，滯留在湖北省的香港人達四千二百多名，身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香港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的馮浩賢（09研究院文
化管理），毅然決定留下來協助希望回港的港人，他和經貿辦同事共同進
退，努力安排滯留的人回港和辦公室重開後，才坐飛機回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