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瘋狂、是歧視、是瘋狂歧視、是歧視的瘟疫
當昨天(四月三十日)香港政府在下午五時多，開記者會宣佈對全港移民家務工(移工)  發出強制檢測要求後 [1] 
[2]，到晚上七時許就已經收到了一位移工朋友傳來的訊息，說了他遇上的情況：

[19:43, 4/30/2021] MDW: I get discrimination in restaurant now移工： 我現在在餐廳受到歧視
[19:43, 4/30/2021] MDW: They doesn’t want to share table with me移工： 他們不想跟我同枱
[19:44, 4/30/2021] me: really, what happened?我： 真的嗎？發生甚麼事？
[19:44, 4/30/2021] MDW: And when o choose to other tables, they are covering all the table with移工： the plastic border以及當我想轉去其他枱時，他們就用膠隔板佔住枱面
[19:44, 4/30/2021] MDW: I just want to eat noodle移工： 我只係想食麵
[19:44, 4/30/2021] MDW: They look as so strange移工： 他們的面色很怪
[19:44, 4/30/2021] MDW: So I decide to take away the food移工： 所以我決定帶走食物
[19:45, 4/30/2021] me: where?  which restaurant?我： 那裡？甚麼餐廳？
[19:45, 4/30/2021] me: that's really bad.我： 那真的很差。
[19:45, 4/30/2021] MDW: Xxx Xxx Xxx Xxx移工： Xxx Xxx Xxx Xxx
[19:45, 4/30/2021] me: in Jordan?我： 在佐敦？
[19:45, 4/30/2021] MDW: The waitress is okay but they others Peples who sit there移工 那女侍應是無問題的，但係其他坐在那裡的人
[19:46, 4/30/2021] MDW: Yes移工： 是的
[19:46, 4/30/2021] me: i see.  so it's the other customers, rather than the shop itself.我： 明白。所以是其他食客，不是那間舖自己。
[19:46, 4/30/2021] MDW: Yes移工： 是的
[19:47, 4/30/2021] me: but that's even worst.  because that means it had become a general feeling among the 

people, not just some shops.我： 但係咁更差。因為那樣即是已經變成人們的普遍感覺，不只是幾間舖頭。
[19:51, 4/30/2021] MDW: Yes移工： 對呀
[19:51, 4/30/2021] me: 😔我 😔

瘋狂，政府真的很瘋狂。



九天之內需要處理 370,000人的檢測。以 9天的時間，21個檢測中心，各中心每天運作由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共 12小時，即 24  個半小時的時段計算 [3]，每個中心每半小時需要處理 82個檢測，即每分鐘需要處理 2.7人。如以這平均數計算，即如各中心都會有多過 3個檢測位同時運作，看似應是可行的任務吧。
但這真的可行嗎？

只要稍為對移工在港的工作及生存的狀態稍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絕大部份的移工如要放假外出或在工作天離開僱主家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今天(五月一日)我就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檢測站了解到以下的情況：
【一】 有一位移工由上午十一時開始排隊檢測，到下午五時許他前面還有很多人，遠遠未輪到他，但已到了他需要開始回去僱主家中的時間，實在不可再等下去，因他的僱主要他準時回到僱主家中，就惟有放棄離開。
【二】 有一位移工的情況跟以上那位情況差不多，但他更加明天(星期日)不可以放假，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奈。追問之下再了解到，他的僱主就是只讓他今天放假，而明天的的法定七天工作天應有的一天休息日就是要工作。而再傾談之後了解到，他對回去跟僱主說明情況，在明天或下星期內再排離開僱主家中外出，預約去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的建議，始終都支吾以對，面有難色。想落亦明白，要移工跟僱主平等對話交流，討論事情，作出要求，在現實中，並不是每位移工都可以輕易做得到，或並不是每位移工的僱主都會容讓發生的事。
【三】 有一位僱主跟為他服務的移工在晚上約七時來到檢測站，發現仍有長長的人龍在排隊 輪候檢測。另外，檢測站的工作人員亦已截龍，呼籲剛來到的明天再來，或嘗試預約 下星期到社區檢疫中心檢測。那位老先生就立即在旁說，各中心的預約都已爆滿到五 月十一日，但政府宣佈的移工檢測限期就只到五月九日，那他們可以怎樣？檢測站的工作人員亦惟有借意回應其他在場移工的疑問，而迴避老先生的問題。但說實在，他們這些前線工作人員亦無可能做得到甚麼。可以怎樣？
【四】 而檢測站的運作在原來的安排上，應是由早上十時至下午五時。我在下午四時許，見到仍有很多移工在輪候檢測，根本就沒可能在下午五時完成所有已在輪候的移工的檢測。同時，仍有不少移工在陸續加入，輪候的人龍持續在增加中。那我就去找檢測站的工作人員了解他們是否真的是只運作至下午五時。當時，工作人員回應說他們都了 解情況，會繼續運作至完成所有的檢測。那我就追問，現場已有長長的人龍，並繼續有更多移工在陸續加入輪候，他們的是否真的可以完成所有需要的檢測？同時，亦有移工提問，想了解如他加入輪候，應預計需要輪候多少時間。當時，那位工作人員的回應是，他們並無打算截龍，亦打算完成所有需要，而那位移工如加入輪候的話，可能需要輪候至晚上十時都說不定。然後，我在晚上約七時回到檢測站了解情況，見到工檢測站的工作人員已經截龍，而在截龍前已在輪候但還未檢測的移工，目測應有接近二百人。這裡絕不是想要說檢測站的工作人員出矣反矣。說實在的，這檢測站的工作人員亦已是在早上十時開始，不斷在替移工做檢測。只是政府有這樣的要求，有這樣的安排。他們還可以怎樣？



還有，如有這些情況，那其他人需要在這九天內都不要去打擾社區檢測中心嗎？那其他因政府以「疫苗氣泡」
為基礎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所涵蓋的其他工種的朋友，及其他因政府發出的強制檢測令，而需要接受檢測的朋友
又可以怎樣？可能亦因此，政府並無發出呼籲，要求移工以外的其他人在這九天內都不要去打擾社區檢測中心吧。
另外，在之前華大基因所發生的檢測出錯問題，在傳媒報導中，袁國勇提到其中一個可能導致出錯的原因是，該化驗室人員「太勤力」，每日處理八百  個樣本，或引致疲勞 [4]。再以九天需處理三十七萬人的檢測計算，每天平均檢測人數是四萬一千多人。那香港有多於五十一間檢測化驗室處理每天的檢測嗎？難以想像香港的化驗室人員需要有多「勤力」才可承擔這突然而來的責任。
更加，因為先後有兩個個案，就要整個階層社群被強制的話，那是否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當中有同樣情況，即先後出現兩個個案，就會需要全面強制檢測那個政府部門的所有人員？又是否任何一間企業當中有同樣情況，就會需要全面強制檢測那間企業的所有員工？
其實，常理一點好嗎？在不同區、不同地點工作／居住、互不相識、從未碰面的移工，如何可以傳染病毒？當然，經過了這兩天不可能保持社交距離的長時間輪候之後，可能那些本不可能傳染的已經或將會變得可能了吧。

這不是對階層社群的偏見歧視，和對他們的福祉的漠視，還可以是甚麼？當然，這些政策措施都是政府說了算，你又可以怎樣！
但這始終是瘋狂，真的瘋狂。
但更瘋狂的是，我們不是不知道政府是怎樣諢作的，為何坊間的打工仔女會要有我上面提到的反應？我們真的就不用常理，就只隨便由恐慌主導嗎？行政主導還不夠？還要恐慌主導？？？這真是瘟疫！
面對著這全方位攻擊著我們的瘟疫，我們可以同行抗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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