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集 血浓于水 同胞情深 

                                 ——香港特区在内地重大灾害时所做的工作 

    从2008年到2013年，内地发生了多次地震、泥石流、雪灾、水灾等特殊和重

大灾害，香港同胞每当国家遇到类似灾害时，都会伸出援手，凝聚每份爱，温暖

万颗心，展现出与内地同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大爱情怀。  

   2008，一个注定让所有人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全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震撼

和感慨，也经历了太多的牵挂和伤痛。就在这一年，内地遭遇了不止一次的重大

自然灾害。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2 点 28 分 04.0 秒 北纬 31.0°， 东经 103.4
°，四川省汶川县，一场大地震突然爆发。 

音响：大家合力救援的现场 

（众人……往后退啊……1…2…3、1…2…3…… 

就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几分钟后，消息传到香港，正在享受佛诞假日的香港社

会立即行动起来。半小时内，紧急调拨 50 万元人民币救灾；不到 24 小时，启动

捐助活动，第一支赈灾队抵达四川，第二支赈灾队启程；不到 48 小时，赈灾人

员已在北川协助救援，第三支赈灾队待命出征，募集赈灾捐款 5500 万港元…… 

胡锦涛在四川感谢香港同胞简短话语 

胡锦涛：感谢香港同胞对内地抗震救灾的支援，这体现了我们血浓于水的同

胞之情，请你向广大的香港同胞转达我的谢意。 

灾难发生时，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挽救生命的重要保障。先进的设备、高超的

技艺和过人的胆量是这次汶川地震灾区民众对香港飞行服务队队员的评价。从 5
月 17 日首批服务队队员飞抵四川，他们就积极投入到抢救灾区生命的第一线。

从 5 月 19 日到 6 月 1 日，他们共飞行 20 余架次，救出和疏散 95 名灾区群众。

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香港飞行服务队、支持直升机高级机司邓成东就是其中的一

位。 

（音响）记者：你们是刚执行完任务回来吗？ 

邓成东机长：对！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救助回来。我们刚到这里，主要就是空投

水还有食品给比较偏远的地方。 

截至汶川地震发生的第 14 天，来自香港红十字会的募集捐款已达 6.7 亿港

元，占香港所有捐款的 30％以上。这是香港红十字会的一份赈灾记录，也是香

港慈善机构援助内地自然灾害的一个缩影。 

2010 年 8 月 7 日 22 点左右，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遭遇强暴雨引发泥

石流灾害，当地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香港红十字会赈灾人员在事发第二天已

抵达灾区，评估灾情后即时展开工作，为灾民提供基本物资， 并参与重建工作；



而无国界社工的 4 名人员也出发，到当地为灾民提供心理辅导。香港红十字会署

理国际及赈灾服务部主管林传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援助工作： 

音响：香港红十字会署理国际及赈灾服务部主管林传： 

    我们也会再看一下水退以后，或者灾情稳定后再看这次泥石流，对于公共设
施和民房的破坏，是否在重建阶段我们也出一份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舟曲、玉树、这些原不为港人熟知的地名，如

今在香港已是家喻户晓。面对惨重的灾情和受灾同胞，港人在行动。 

音响：捐款的香港人陈先生，谈捐款的心意和呼吁大家表达爱心 

  我觉得同胞在受苦，祖国在承受一份天大的灾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
应该伸出我们的手 

今年适逢青海玉树地震三周年，重建工作进入收官之年，香港与青海尽管相

隔千山万水，但是三年来香港同胞向灾区开展的多种形式的援助令灾区人民倍感

鼓舞：积极参与玉树灾后重建、红十字会组织的假肢专业技术人员到灾区开展慰

问和假肢康复评估、残疾儿童筛查、康复救助等工作，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除了每次内地在受灾时给与的及时援助，香港更多的也在做着研究的工作，

协助内地总结经验，同时也把香港的先进经验介绍给内地。让更多的人不再因突

发的疫情而变得手足无措。而相对于地震、泥石流以及水旱灾害来说，SARS 的

出现让全世界都陷入了对这种无形病毒的恐慌当中。 

提起 SARS，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它始发与 2002 年末，2003 年在全国大

面积爆发，广东、北京是重疫区，香港、新加坡也有大流行，并波及世界其他地

区，造成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恐慌。而香港是最早发现 SARS 的地区。 

    采访：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记者：2003 年 SARS 在香港和内地爆发，您是世界上首位确认 SARS 是由冠状病
毒形成的专家之一，这个发现对当时疫情的控制有什么帮助？在研究过程中，香
港和内地有什么的合作？ 

袁：当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测试的，很多人怀疑是非典型肺炎，但是后来我们从一
些病人的肺部组肌确定了 SARS 冠状病毒，因为有这个病毒我们就可以很快去测
试，是基本的测试和抗体的测试，所以这很重要。因为如果病人没有 SARS，却
将他和其他有 SARS 的病人一起的话，他们就会有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所以我
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个病毒，然后研发快速测试，当时我们和第一军医大学（南
方医科大学）签约，与南方科技大学的车小燕教授一起做研究。我们把病毒的基
因交给教授，她就利用这个很快的进行血型测试，看病人有没有这个病毒，对当
时疫情的控制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当时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疫情，如严格隔离病人、举办全城清洁运动
等，香港是怎样把自己的经验与内地交流和分享？  

 
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分享和交流，当时因为和香港的学者都向对方的大学去
做报告，还有很多的卫生部门的控制人员都到香港去看香港怎么做。 

    而面对 SARS 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香港的国际化亦成为世界各地学者

的交流基地。 

袁：香港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当时不但是内地的一些医生来香港，很多外国
的医生、学者都到香港大学进行交流，这些都很重要。加拿大、新加坡，所有对
疫情控制的经验分享，与我们很快交流。因为是新突发的传染病，它的传播是很
快速的。如果我们不把经验与其他人分享，这个疫情就不可能控制了。 

记者：在您的经验之中，香港在疫症的防控和研究方面有什么优胜之处，可以为
内地发生重大疫情时作出贡献？ 

袁：我相信香港的经验对于内地城市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在 1897 年一个鼠疫的
发生，很多人死去，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和香港大学在病毒和微生物的研究就
很多了。 

    面对突然袭来的疫情，如何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也是袁国勇和内地的专家们

首要解决的问题。 

袁：对于疫情最重要的是速度的问题，对传染病很快的传播趋势，我们一定要很
快的做出确定来。研究也是一样，疫情变化很快，所以我和车小燕做的工作，就
是很快的找出来，包括发表在文献里面，这些就是我们在香港总结的经验。 

勇气和力量，友爱与合作，就这样化作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场景；科学的精神，

团结的力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撞击我们的心扉。而无论是水灾、旱灾或是地震，

特区政府的赈灾基金都出一份力，通过拨款给当地政府或慈善组织，为内地同胞

缓解燃眉之急，并为他们重建美好家园。香港赈灾基金的成立，就是为爱心的传

递搭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香港特区政府行政署署长蔡洁如： 

蔡：赈灾基金是在 1993 年就成立，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快速的现成机制，希望香
港可以第一时间回应香港境外发生的灾祸，作出人道的援助。香港作为国际社会
的一份子，我们觉得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应该出一份力。 

记者：这些年来，共有多少次为内地的重大灾害提供协助？当中涉及多少赈灾数

额？有没有一个项目是令您印象最深刻的？ 

蔡：自我们基金成立以来，我们批出的拨款非常的多，一共涉及超过 15 个亿，
15 个亿当中有超过 77%，差不多有 12 个亿是用在内地的赈灾计划。我举一些例
子，在 2010 年的旱灾，我们的基金分别向广西、贵州和云南政府拨款 4000 万元，
另外也同时在同一个旱灾中，我们也向 6 个救援机构拨款共 1800 多万元，而且



在 2010 年的青海地震、同年的甘肃泥石流，还有我们每个人都记得的在 08 年的
四川汶川大地震，当时我们基金也有作出拨款的援助，也有对当时向我们申请的
所有的援助机构提出拨款。 

    内地的每一次受灾都牵动着几百万港人的心，灾难来临，我们总能在绝望当

中感受希望。在人性面前同胞间互爱互助，凝小爱为大爱。 

蔡：从一个中国人来说，不管是雪灾旱灾或者是地震，每一个画面都是令人痛心
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今年是汶川的五年纪，五年以来，我最近在电视上
看见一幕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五年前出生，他现在特意要找
五年前接他出生的兵妈妈 （替他接生的女兵们）。我觉得这一个小故事令人感动
的就是救援人员舍己为人的精神，和受助人感恩的人性的美好一面。 

记者：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 5 月 3 日通过向赈灾基金注资 1 亿港元，为四川地震
灾民提供紧急救援的拨款申请，而基金早前亦已批出共 2,171.8 万港元给五个赈
灾机构赈济四川地震灾民。请问赈灾基金会怎样推展这项赈灾工作？ 

蔡：我们的工作是两个方面，省政府层面和民间救援机构组织层面。四川省政府
会运用我们这一亿港元为灾区提供紧急的救援，我们相信除了安排发放物资外，
会进行一些紧急的援助项目，比如紧急修复电力供应，及重修医院诊所等。在民
间组织方面，赈灾基金已经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提出了 5 批次的拨款，差不多 2200
多万，涉及 5 个赈灾的机构。他们会在四川受灾严重的地区，比如芦山县、宝兴
县、天全县等，他们拟定派发食米、棉被、行军床、防雨布、煮食的用具、卫生
的用品，据我所知有一些机构在当地派发的物品已发挥了赈灾的用途。我们也会
从人道的立场，或者是香港和地域的关系，我们也会做一些政府层面的拨款。 

因为是涉及公帑的运用，所以特区政府也是非常小心的，也非常讲问责性。自
1993 年，我们成立了赈灾基金咨询会员会，在基金的每一个环节上发挥监督作
用。 

力量，在危机降临时凝聚；关爱，在苦难蔓延时洋溢。解困救难，助人为善，

港人的热心和投入更是感人肺腑。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建敏、映秀小学社工人员宋早贝、

李超谈感谢的话语。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建敏:我们借助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
工作专业是非常强的，借助他们在社会工作领域培养一些人员。 映秀小学的社
会工作站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沈文伟教授主持，带领一帮志愿者，
在 2008 年地震后基本上就在映秀，精神很感动，地震后条件很艰苦，还能一直
坚持。开展工作的效果非常好，很受家长、学校、学生欢迎。  

映秀小学社工人员宋早贝:他时时刻刻都在培训我们，他们的培训不是上课，
可能就是聊天。他可能看了我上课的视频，问我我真的相信人性善良又那么重要



吗？不是让你看书，只是看到你内心的矛盾给你一个提问，或是不能解决的给我
一个参考，因为社会工作成长的一个很大途径是反思。 

映秀小学社工人员李超:他能够从 08 年到现在做这么长时间，因为他自己也
有工作和事业，他自己的领域里很成功，还能到这边来做这样一些事也很佩服他，
真的很不容易。 

歌曲：香港群星《香港心》 

    正如《香港心》歌中传唱的那样：凝聚每份爱，去热暖万心。大众肩并肩，

心照心，照应更亲近……歌声所表达的心声、所倡导的互助互爱，正象征着香港

精神。灾难无情，同胞有爱。香港同胞无论何时都会和灾区同胞在一起，共渡难

关。 

 

完 

2013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