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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相關不同的「品種」正陸續自我變形，繼續纏繞幾乎整個世界，天涯咫尺，

病毒互動人互傳染，幾乎無一幸免樂土，各個國家、地區的政府各自「執生」，要為

着各自所屬的民眾生存與健康進行抗疫，病毒久存不去，經濟活力又會大打折扣，小

國小區堪憐，抗疫物資匱乏，求助無門，大國大區復原無期，同樣逐漸衰弱老去，亦

屬必然。因此，全球的病毒必須全球團結在一起齊抗疫，團結道理人人懂，但集體抗

疫就必須拿出集體意志，行動要一致，使得病毒無隙可尋。若利用疫情加深，以圖政

治謀利，乃至任由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不自由，毋寧死」作為最大的前設，且不可

撼動分毫，由此路進，歐美以及韓日天地，明明疫情仍然十分嚴峻，感染及死亡的個

案繼續高企。 

但人命不關天，靠「自由」選票生存的各國議會並由此選出的領導人，遇着一次又一

次的病毒瀰漫，染疫者是「萬萬聲」，死亡個案動輒以「千」計，卻一次又一次的宣

布與「病毒共存」，死一個算一個，死兩個算一雙，人命，數字而已！連最重要的外

來入境者，都陸續採取免檢防疫針接種記錄，甚至再不用隔離，可自出自入，遨遊四

方八面。這與全球人口最多、抗疫總成績最好的中國相比，策略上，人命保護上，相

去甚遠。明顯地，全球抗疫，全球並不團結。 

從教育現場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國際城市，東西文化既薈萃，生活價值亦縱

橫交錯，兩年多的抗疫，策略與成績也夾在內地總體成功「清零」，與西方向病毒處

於守勢、不斷捱打之間。 

疫情遠超香港負荷 

由 2019 年底的政府帶領抗疫開始，至今兩年有多，疫情時有反覆，香港抗疫成績亦有

波動，從整個世界抗疫大局走勢來看，香港的成績大體可算入中規中矩之列，從市民

生命保障、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各科總分計，確實較歐美日韓等「民主」國家

好得多，卻與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相距，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擺事實，講道理，說感受，過去連續四波的疫情衝擊，奉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

區，基本上是獨力應付，也確實實現了多天的本土感染「清零」良好的局面，並將達

到大家渴求的通關標準，人算不及病毒算，Omicron 來襲，香港再度失守，抗疫成效分

數重新計算，近日染疫人數日日以千計飆升，這創香港有史以來傳染疫症的新高，且

有高處未算高之勢，也確實超出這彈丸之地的應對疫情的經驗，遠超本港負荷，更

且，有牽香港而動內地全身的危機。 

前幾天，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並

且要做到三個「一切」，此即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

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以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從而達到兩個「確保」，此即確保

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以及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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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責任與官員作風 

習主席放話，應時而擲地有聲。從教育價值看，當可帶來不少延伸思考，食民之祿，

擔民之憂，「主體責任」是政府管治團隊無疑，再追問的是，獅子山下的香港 700 多

萬人，又能否團結起來，彼此發揮同舟共濟的主人翁精神，劍及履及？國泰機師客機

去貨機返，魚目混珠，返港後四出打混，傳播病毒，相關的國泰管理階層乃至對口的

政府官員有負上應有的抗疫責任嗎？ 

當第五波疫情已有明顯凶兆跡象之際，竟有政府主要官員，飲宴作樂，整夜笙歌，流

連忘返。兩年多，政府各部門參與防疫的工作出現不少紕漏，宣傳抗疫未能化被動為

主動，新聞發布亦見前後不對接的情況，安心出行出台，卻未能讓市民大眾安心打下

最重要的防疫第一針乃至第三針。至今，香港市民打針的總人數，仍是偏低，但銅錢

的另一面，疫情雖然反覆嚴峻，為何民間仍有毫無科學依靠的訊息發放──「打針無

用論」？ 

早在第三、第四波疫情發生之時，政府有必要對整棟屋都進行強制檢測，卻有屋邨居

民硬要說成禁錮？這又有盡責嗎？媒體也不加解說，「客觀地」不作評論，畫面「如

實」出現在香港百萬市民的眼前，這對抗疫人人團結是好是壞，就由貴客自理。而抗

疫之戰，時間之長，面積之廣，超乎預期，兩年多，絕大部分參與抗疫的醫護人員，

以及各部門相關工作團隊，確實日以繼夜，難休難眠的在拚搏，媒體以及玩潮的意見

領袖，給他們的鼓勵與支持，積分又多少？抑或是兩年多以來，整體抗疫的評價都是

百錯而無一用？ 

團結一致達成目標 

如今習近平指示要「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言簡意賅，盡快兩

字，再加穩控疫情，對奉行「一國兩制」，意見兼顧多元的香港特區是艱難的考驗，

但第五波疫情正在燃燒，市民生命、生活在前，確實無躺平選擇的餘地，只能大家團

結，目標一致，向着戰勝疫情之路前進！ 

學校現場，無法背着書包上學堂的萬千學子，特別是應屆的中六考生，自中四開始，

既要進入高風險的考試圈，更要進入世紀疫情的病毒圈，無奈的煎熬可想而知，「只

期望他們生於憂患，逆境可茁壯」，筆者與一位校長如此分享，最後以「抗疫．教

育．團結．目標．向前」為題並作結！ 

教育評議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