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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第五波新冠疫情持續襲港，每日確診人
數飆升至過萬，情況十分嚴峻，而我家的其中四個小孩亦不能
倖免（大哥是孩子之中的「倖存者」）。

在居家隔離的日子，發高燒、喉嚨痛、極度疲累、失去胃
口、骨痛……四個孩子一一經歷過，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人生
當中難忘的片段。經過近二十天足不出戶的抗疫之旅，終於雨
過天晴。有經歷，就有感受；有反思，就有領悟。因此，我們
一家對新冠疫情及病者多了一份切身的體會和理解，亦開始更
加密切留意關於疫情的新聞報道。

在芸芸負面的報道當中，我們有時會找到一些「清泉」，
就是疫情之下的好人好事。這些現實中的好人好事就如沙漠中
的綠洲一樣，在絕望的「疫」境中為我們帶來希望。我們發現，
雖然香港依然在疫情的陰霾之下，但卻有許多有心人自發幫助
染疫者及有需要的人，這是一份無私的大愛，也是香港人的獅
子山精神。

看到這些充滿正能量的故事，我和孩子都深受感動，於是
萌生了一個有趣的念頭：我們何不把這些好人好事一一紀錄下
來？既然有這個想法，就要坐言起行。我們開始聯絡一眾在疫
情之下主動助人的有心人，並與他們進行訪問，他們來自不同
的背景，擁有不同的經歷。我和孩子紀錄下來的，不僅是他們
在疫情下助人的事情，還有他們過去一些甚具啟發性的經歷。
過程當中，親身進行採訪的孩子明白到受訪者的個人經歷如何
造就今天的他們，每一次訪問對他們而言都是一堂寶貴的人生
課。

為了令我們這個忽發奇想的行動更加有意義，我們決定把
這些好人好事輯錄成書，然後將出售書本的收益撥捐慈善用途，
就像眾多受訪者一樣，在逆境之中發揮正能量，希望能夠感染
身邊的人，感染大眾，感染社會，推動積極正向的思維，以及
互助的精神，讓我們都學會逆境自強。

《疫下有情天》得以出版，實有賴十位受訪者或受訪團體
的支持，在此特別鳴謝 Luna 及 Quincy、樺哥及樺嫂、「青年
疫行．土瓜灣抗疫關注組」、岑芷蕊小姐、阿軒及軒嫂、Leo、
Thomas、Daffie、Linda，以及方健儀小姐。衷心感謝你們的
無私付出，請繼續加油！所有香港人都一起加油！

五個小孩的媽媽 Maggie
二零二二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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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而誕生的餐廳 由音樂走上抗疫之路

Luna 是一位專業音樂工作者，疫情前致力發展其表演事
業，同時亦會在工餘時間擔任義工，為有需要人士出心出力，
可見善心的種子早已在她的心底裡埋下來。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份，香港的疫情達至高峰期，已經失業近兩年的 Luna，眼見確
診者以幾何級數上升，卻有許多需要居家隔離的人士無法得到
支援，於是「膽粗粗」夥拍有西廚經驗的朋友 Quincy 開設臨
時餐廳「Jazz Bird」，並號召來自不同界別的義工，組成「抗
逆行小組」，以餐廳為基地，定期向確診者及有需要的弱勢社
群上門派發食物及抗疫物資，為屬於大家的社區加添一點愛。
Luna 指出，由萌生開設餐廳的意念，至「Jazz Bird」正式開
業，大約只有數個星期，是名副其實的速戰速決。根據 Luna 及
Quincy 的粗略計算，自餐廳開業起的短短一個月內，就已經讓
超過二百個有需要的單位受惠，而這個數字目前仍然在增長當
中。

Luna 表示，「Jazz Bird」選址在佐敦八文樓區內一條毫
不起眼的小街立足，並非設於人流密集的大街大巷，是有其原
因的。她說：「我發現，這裡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社區。」正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Luna 亦以人情味經營這家小店。
訪問期間，一位婆婆到店內歎下午茶，Luna 及 Quincy 跟婆婆
有說有笑，不僅關心長者最近的身體狀況，也樂意與她閒話家
常，令婆婆不時展開燦爛的笑容，她在離開餐廳前還豎起手指
公大讚 Luna 為人親切友善、餐廳食物「頂瓜瓜」。婆婆踏出店
門時說：「呢度啲素漢堡好好味呀！真係頂瓜瓜！」

  本港第五波疫情爆發期間，一家名為「Jazz Bird」的素
食餐廳在佐敦文英街誕生。餐廳創辦人 Luna 原本從事音樂表
演行業，惟在疫情期間「無工開」，卻看到許多確診者及弱勢
社群求助無門，遂夥拍好友 Quincy 開設「Jazz Bird」，以臨
時餐廳的形式運作，希望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

「Jazz Bird」以臨時餐廳的形式運作，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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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的士之義載旅程 機緣巧合踏上抗疫之路

樺哥稱，最初當他得悉政府推出「抗疫的士計劃」後，根
本沒有考慮參與其中，後來有傳媒向他查詢，邀請他針對此計
劃發表意見，他卻感到猶豫，他解釋說：「如果我沒有參加計劃，
又怎能發表意見呢？作為旁觀者卻在外指指點點，並非我的作
風。」剛巧在這個時間，業界朋友問他有沒有興趣參加計劃，「當
時我想，與其做『塘邊鶴』，不如親身上陣試一試，還可以嘗
試在 Facebook 上進行直播，讓更多人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他續說。於是，樺哥在徵詢了家人的意見並得到他們的
同意後，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展開了他「14+1」的抗疫的
士之旅。

樺哥坦言，他在答應加入抗疫的士行列的時候，確實輕視
了這件艱鉅工作的難度。他坦白地說：「第一日已經辛苦到幾
乎『頂唔順』！但既然已經答應了別人，就不能食言，無論如
何都要撐下去，把任務完成。」樺哥指出，參加「抗疫的士計
劃」的司機必需嚴格跟從當局的防疫指引，無論有客與否都要
穿戴防護衣物，還要定時徹底消毒車廂，以及每天開工前進行
快速檢測等。他憶述第一天的情況時表示，沒想到甫開始已經
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由於他一邊工作一邊在社交媒體上直播，
因此接收到不少惡意中傷的批評，有人嘲諷抗疫的士只是一場
「大龍鳳」，也有人稱抗疫的士司機支取高薪「攞著數」，甚
至有人抨擊一些的士司機違反防疫指引。樺哥說：「事實上，
在天氣熱的時候，我們仍需盡量留在車廂中，並全程穿戴防護

  面對嚴峻的第五波疫情，香港政府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中推
出「抗疫的士計劃」，動用特定的士接載確診者往返指定診
所及其家居。人稱「樺哥」的的士司機陳富樺，入行接近十年，
在機緣巧合之下參加了第一階段的「抗疫的士計劃」，隨後
再發起一日義載行動，免費接載確診者往返醫院及其家居。

樺
哥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參加「抗疫的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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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系學生自發抗疫組織 善用社交媒體自發助人

這 個 故 事 的 開 始， 源 於 Kimberley 的 外 祖 父 不 幸 確 診。
她說：「在我的公公確診後，他需要居家隔離，但卻沒有得到
任何政府部門或社福機構的援助，當時實在非常徬徨。後來我
發 現， 原 來 像 公 公 這 樣 的 情 況 在 土 瓜 灣 區 內 比 比 皆 是， 不 少
確 診 家 庭 在 嚴 峻 的 第 五 波 疫 情 之 下 變 得 孤 立 無 援。」 同 時，
Kimberley 亦留意到，一些社區中心其實有許多可供派發的抗
疫物資，惟因職員確診或缺乏人手，以致未能走到前線把物資
分發予有需要人士。

有 見 及 此，Kimberley 主 動 夥 拍 同 系 同 學 Anson、Kaza
及 Wilson 成 立「 青 年 疫 行． 土 瓜 灣 抗 疫 關 注 組 」， 先 透 過
Facebook 及 WhatsApp 等社交媒體接觸需要協助的確診家庭
及人士，同時與物資充裕的社區中心聯繫，再招募義工加入他
們的行動，一起把社區中心的物資收集回來，再加以整理及包
裝，然後親自落區逐家逐戶派發予有需要的街坊。

四位年青人表示，他們不僅為街坊提供物資上的支援，在
上門之前也會透過電話與他們傾談，了解受助者的情況，並向
他們送上關懷及慰問，藉此支援確診者及其家人在情緒或精神
上的需要。此外，在關注組義工每次「出動」的時候，他們都
會準備多一些額外的抗疫物資，派發予沿途遇到的長者、清潔
工人及弱勢社群，把他們由心出發的關愛傳遍整條十三街，以
至整個土瓜灣社區。

  位於土瓜灣的十三街，是一個充斥著劏房戶的舊區，也
是一個沒有社福機構覆蓋的小區。在疫情之下，居住在這裡
的居民，彷彿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然而，年紀輕輕的社工
系女學生 Kimberley 卻留意到這個服務空隙，遂與三名同學
Anson、Kaza 及 Wilson 成立自發組織「青年疫行．土瓜灣
抗疫關注組」，為區內的確診家庭送上食物及抗疫物資。

「
青年疫行．土瓜灣抗疫關注組」四位年青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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