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東華醫院董事會就職典禮

東華醫院服務三藩市逾 120 年，儘管在疫情期間面對重重困難及挑戰，我們亦一直堅守「配合社區不同種族及獨特文化需要，向社會各階層提供優質及可負擔的醫療服務」之宗旨
來服務社區。2021 年度東華醫院董事會就職典禮於今天（1 月 28 日）舉行，標誌著新一任董事會將會肩負重任，帶領東華醫院邁步向前。

全體董事在主禮人三藩市市長倫敦 • 布里德（London Breed）的監誓下，正式宣誓就任。陳傑民先生及雷頌文先生再次當選為正副主席。

陳傑民先生在就職典禮上，歡迎所有新上任及再度受委任的董事會成員。此外，他感謝剛卸任的前董事會成員在履行職責時所付出的貢獻，也感謝東華醫院管理團及醫護人員在保護社區
時付出的努力及犧牲；他還向所有支持東華醫院的人表達最深的謝意。

他在致詞時說：「我感到很高興及榮幸可以再次擔任東華醫院董事會主席。這一年對醫療行業可謂充滿挑戰，我有幸以主席的身分帶領董事會及東華醫院管理團隊走過這個不平凡
的2020年。透過互相合作，共同推進東華醫院的發展，並取得卓越成就。」

東華醫院的2020年成就，包括：
• 成功保護社區的健康：透過與三藩市公共衛生局、政府官員、傳媒、社區領袖及社區機構緊密合作，提供教育宣傳、測試、追蹤、治療及疫苗接種等服務給社區居民。
• 本年的表現超越同類型社區醫院：我們開放啟用新大樓2樓、提升急診室至基本服務級別，並且設立癌症中心；這些項目均對醫院的業績帶來了正面的影響。
• 疫情時，善用資源來滿足社區的需要，而且成績有目共睹：應對疫情的措施及成績受到全國主流媒體的關注，包括紐約時報、三藩市紀事報、KQED 、KPIX及PBS，還有
一眾中文媒體，包括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僑報及KTSF。這些報導提升了醫院的曝光率及增加了醫院的知名度。
陳傑民先生亦提到：「2021年依然充滿了考驗。為保護社區，我們必須要做更多事情以確保醫院財政穩健。」今年，東華醫院會繼續盡全力帶領社區應對疫情，提供各項與新冠病毒
相關的服務給社區居民；同時持續與市政府、其他醫療機構及醫生團合作，發展新業務及推動更多醫療合作計劃。一如既往，確保服務質素及病人安全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會不
斷提升各項醫療服務的質素及提高醫院財政的穩健性。

最後，陳傑民先生期望社區居民能透過使用東華醫院及診所，及CCHP的服務來支持東華醫院。東華醫院是一間非牟利醫院；由社區所擁有，並致力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多年來，我
們在維持社區健康方面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危難時。我們全體董事承諾，東華醫院將會繼續盡其所能來保護社區，並確保醫院在疫情下可茁壯發展及進步。

傳媒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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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開始為社區接種，並會陸續增加疫苗供應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installation-ceremony-of-chinese-hospital-board-of-trustees-2021/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chinese-hospital-begins-initial-community-vaccination-as-it-awaits-more-vaccine-supply/


東華醫院帶領社區應對疫情至今近一年。今天，我們宣布社區疫苗接種工作正式啟動，讓社區居民有序接種。新冠疫苗不僅可以有效抵禦病毒，還可以幫助所有人恢復正常生活。因此，
疫苗接種是逐步恢復經濟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前，東華醫院已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疫苗分配機制，為醫院員工、在華埠工作的醫務人員及其他高風險衛生健康工作者提供兩劑疫苗。隨著州及市政府擴大
接種人群範圍，東華醫院今日在社區廣泛地進行接種，並優先提供給75歲或以上，而且有健康狀況的長者。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表示：「我們知道很多人都想盡快接種，因為疫苗可提供有效的保護。但由於配送方面仍有不少挑戰及困難，因此東華醫院的疫苗供應非常有限。不過，衛
生部門將會增加供應。當更多疫苗運抵後，我們便會為更多的居民接種。下一階段我們會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接種，然後再按照CDC的指示提供給下一個人群。」

東華醫院董事會主席陳傑民先生表示，自疫情出現以來，東華醫院便透過宣傳教育活動、提供新冠病毒檢測，以及提供治療給所有病人來保護我們的社區。他補充：「感謝大家的耐心等
待，我們會確保社區中的每個人也能獲得疫苗。同時，疫情還未減退，請繼續戴上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來保護自己及家人。」

歡迎關注東華醫院的官方微信公眾號（ID：ChineseHospital-SF）以獲得有關新冠疫苗的最新資訊。稍後，我們會於微信上公布更多消息。此外，您也可以瀏覽我
們的新冠病毒資訊網頁www.chinesehospital-sf.org/covid19-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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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東華醫院醫療體系為沒有醫保的居民提供免費諮詢及註冊服務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chinese-hospital-health-system-continues-to-safeguard-the-community-during-covid-19-by-offering-health-insurance-counseling-and-enrollment-assistance-for-uninsured-individuals/


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很多大企業小商店均被迫關閉，導致千萬人失去工作；意味著很多人也失去由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為減低疫情對社區經濟及居民生活的影響，東華醫院
與華人保健計劃（CCHP）、翡翠東華醫師協會（Jade Health Care Medical Group）及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Chinese
Community Health Resource Center）攜手合作，提供免費資源給沒有醫療保險的居民，協助他們申請財務援助或低收入保險。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表示：「很多沒有投保的居民都不了解醫療保險財務援助的政策，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可能符合條件申請。」一般情況，如果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或導致收入
減少，您便很有可能合資格申請投保加州（Covered California）並獲得財務援助，或通過加州醫療補助計劃（Medi-Cal，俗稱「白卡」）獲得低收入或免
費醫療保險。此外，根據加州法例，所有居民都必須擁有醫療保險，否則將會被罰款。因此，我們呼籲所有未投保的居民盡快與我們聯絡，我們可以為您提供協助。除了避免付交罰款外，
擁有一份保險也可以為您帶來保障，令您感到安心，尤其在疫情期間。

張博士補充：「為配合社區的需要，我們的保險及財務顧問均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與居民溝通；而資訊也會有中英文版本提供。歡迎任何需要醫療保險的人與我們聯絡，我們樂意為您提
供保險及財務援助的資訊及協助您註冊。不論選擇哪一個計劃，您都可享有全面的保障，包括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服務及疫苗。」

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執行主任陳文彩表示：「東華醫院醫療體系希望幫助所有社區居民，協助他們度過這個艱難及令人擔憂的時期。除提供新冠病毒的最新資訊及教育外，我們還提供
個人化網上服務，可協助居民選擇一份合適的醫療保險及申請合資格的財務援助。如有需要，居民也可以親臨我們的登記中心辦理手續。登記中心分別位於華埠、波特羅區
（Portola）、外米慎區、日落區及帝利市。」

翡翠東華醫師協會的鄭衛文醫生提到，很多病人也因為疫情而遇到財務困難，甚至無法支付保費及醫療帳單。鄭醫生強調：「擁有一份醫療保險對保障健康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流行期
間，所以我很感謝東華醫院與其合作夥伴為社區居民及病人提供免費諮詢及保險登記服務。」

想了解更多有關低收入醫療保險的資訊或查看是否合符財務援助的資格，歡迎致電1-415-677-2473查詢，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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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醫護人員開始接種新冠疫苗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2020-campaigns/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chinese-hospital-vaccinates-its-frontline-healthcare-workers-against-covid-19/


東華醫院在12月18日（星期五）開始第一階段的新冠疫苗接種，對象是負責照顧病人的前線醫護人員。該批疫苗由輝瑞（Pfizer）和BioNTec生產，是首個獲得美國食
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授權的新冠疫苗，保護力高達95%。

東華醫院首席醫療官郭顯民醫生表示：「我們建議所有醫院員工都接種新冠疫苗，因為這是預防病毒傳播的最佳方法。除了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外，您也在幫助保護整個社區及城市。另外，
疫苗需要打兩劑才能完全發揮作用，接種時間相隔數星期。」

東華醫院營運總監任高子娜表示：「東華醫院建立了一個追查系統，以便跟蹤已接受第一劑新冠疫苗的接種者及提醒他們按時接種第二劑疫苗。未來，我們會根據州及市政府的指引，提
供疫苗給其他的東華醫院員工、及於華埠工作的醫生及前線醫護。」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纏繞全球接近一年，加州的死亡病例數字也突破2萬。隨著疫苗的出現，我們的社區終於看見一點曙光。我們希望新冠疫苗能夠結
束這場大流行，恢復經濟，並幫助所有人恢復正常生活。」

東華醫院其中一位接種者是護士梁培燦（Marcus）。自疫情爆發以來， Marcus 一直在最前線照顧病人。他表示：「我很榮幸成為第一位接種新冠疫苗的東華醫院員工。
同時，我很感謝醫院一直不遺餘力地為我們提供支持及保護，例如提供充足的個人防護裝備及預備新冠疫苗。這些保護都有助我們繼續安全地為病人提供服務。」

東華醫院將與州政府、市政府及社區團體合作制定社區疫苗接種計劃。當新冠疫苗可大規模接種時，我們將確保社區中的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疫苗。

張建清博士補充：「這只是個開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可以開始接種疫苗，但我們仍需保持警惕，並繼續戴上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來阻止病毒傳播。最後，我衷心感謝所有在
疫情期間一直堅守崗位的醫生、護士和員工。」

傳媒聯絡：

Jenni Lau

chingyeel@cha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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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榮膺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the-prestigious-american-academy-of-nursing-selects-dr-jian-zhang-ceo-of-chinese-hospital-to-join-the-2020-class-of-fellows/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榮膺2020年度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 FAAN)，
以表彰她在推動健康及改善醫療政策方面的貢獻及成就。新任院士遴選過程嚴謹，必須由兩位院士推薦，再經由評選小組甄選，及確認候選人對護理事業發展及人類健康有重要的貢獻，
最後才能入選及獲得此護士領域的最高榮譽。本年度獲得此殊榮的護理界領袖共有來自全球的230名，他們將參與在10月份舉行的美國護理科學院年度國際會議，並一同接受此榮譽。

張博士表示：「本人十分榮幸獲頒此殊榮。這榮譽為我帶來更多的責任感，除了促進護理專業的發展，我將會繼續與其他專業領域的領袖們共同努力，以推動美國健康護理政策的改革。」

美國護理學院院長Eileen Sullivan-Marx表示：「歡迎新一屆優秀院士之誕生，他們在很多專業領域上都充分運用護理知識來促進人類健康，並為社會及世界帶來
有意義的改變。」她提到：「作為一個政策層面的組織，我們致力於通過護理領導、創新及科學來加強護理的質量及促進健康保健系統中的公平和公正。更多優秀護理領袖的加入有助我
們凝集力量，加速重要政策的推動。 當前的形勢，我們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在『國際護士及助產士年』之際，我衷心地祝賀本年度所有獲得護理科學院院士殊榮的護理
界領袖。」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Edson 護理學院院長及教授Judith Karshmer表示：「張博士是一位出類拔萃的護理領導者和醫療保健行政人員，她在實踐、政策、研究及教育
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及備受肯定。因此，我極力推薦張博士成為美國護理學院院士。我和張博士緊密合作長達10多年。張博士是我在三藩市大學任護理學院院長時第一屆行政
領導博士班的學生，後來我們一起推動一個在中國的國際護理發展計劃。」

三藩市加大護理學院學系主任及教授Jyulin Chen表示：「張博士具有卓越領導能力，她在臨床實踐、研究和政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長期致力於建立及推動一個
為三藩市亞裔低收入移民而設的醫療體系，而且大力促進在中美兩國的護理專業發展。此外，張博士還和我緊密合作開發和研究有關改善亞裔肥胖和乳癌健康差距的教育課程和研究。我
相信張博士必定能為美國護理科學院做出更多的貢獻。」

東華醫院董事長陳傑民先生表示：「我代表東華醫院董事會，祝賀張博士獲選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我們醫院的行政總裁能夠為本地和國際醫療護理做出傑出貢獻， 我們很驕傲。」

傳媒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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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為華埠散房住戶提供新冠病毒檢測

東華醫院宣布推出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驗計劃，為華埠散房公寓（Single-room-occupancy, SRO）的住戶提供免費檢測服務；此計劃也是首個為華埠散
房住戶而設的檢測計劃。

首次檢測於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2時至4時在華埠天后廟街進行，為居住在寧陽總會館散房公寓的住戶提供檢測。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博士表示：「三藩市華埠人口稠密，我們有幸在華埠進行大規模的新冠病毒檢測。」她補充：「在新冠疫情中，散房住戶受感染的風險較高。因為住戶大多數是
低收入人士或長者，他們需要共用廚房及浴室。此外，他們害怕離開寓所接受檢驗；同時擔心一旦被驗出是確診病人後，沒有地方進行居家隔離而被逐出單位。因此，我們正與不同的政
府部門及社區機構商討如何減低社區傳播的風險。」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London Breed）表示：「自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三藩市便迅速採取行動來應對新冠疫情及保護市民。」她補充：「不幸地，疫情嚴重衝擊三藩市的弱勢
社群。我們正努力擴大測試範圍及增加資源來減輕病毒對弱勢族群的影響。此外，市政府亦需要各方的協助來完成這項工作，所以社區健康組織如東華醫院是如此重要。最後，我要感謝
東華醫院一直與政府緊密合作，為華埠居民提供適合他們文化及語言的服務。」

三藩市市參事佩斯金（Aaron Peskin）表示：「近幾個月，我們看到散房公寓的病例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因此，市參事會在本週一一致通過一項緊急法案，為全市散房住戶
提供資源來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他補充：「我們必須做得更好，包括追查曾與患者接觸的人及提供可負擔的測試給無症狀感染者。我希望這個檢測計劃可以迅速擴展至更多地方，因為
我們必需把握每分每秒來對抗疫情。」

加州眾議員邱信福（David Chiu）表示：「我們需要在疫情期間保護社區裡的每一個人，特別是容易受感染的華埠散房住戶。」他指出：「我們可以通過檢測、追蹤及隔離來＂
拉平曲線＂減慢病毒傳播速度。檢測計劃是這個策略的第一步。我很感謝東華醫院、其他醫療機構、社區團體及一眾政府官員通力合作，令這個檢測計劃得以迅速執行。」

三藩市華埠公共衛生局醫務主任暨華人健康組織聯會主席白幹榮（Sunny Pak）表示：「散房的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令人擔憂，繼續監察高危族群及制定針對新冠肺炎的指引是我
們首要的工作及共同責任。」他指出：「要有效地阻止疫情在社區中大型爆發，大規模地進行接受檢測、讓病人在安全的地方接受隔離、分享準確的報告及資訊，及建立全面的監察系統
均非常重要。」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chinese-hospital-launches-pilot-to-test-chinatown-sro-residents-on-waverly-place-for-covid-19/


中華總會館總董李殿邦表示：「我們一直與東華醫院及各政府機構保持聯繫，並通知住戶有關疫情的最新資訊及提醒他們要經常清潔地方。」他強調：「這是我們的社區。為阻止疫情在
散房公寓爆發，各業主必需與醫院及各政府部門合作，共同抗疫。」

想了解如何支持東華醫院的抗疫工作，請致電1-415-677-2470或到www.chinesehospital-sf.org/covid19-fund。

傳媒查詢：

Jenni Lau

chingyeel@chasf.org

1-415-677-2378

華埠保衛戰之三：散房居民上萬 防疫有隱憂

雖 然華埠沒有爆發疫情，但是居住在散房（SRO）內的上萬名居民，則是華埠防疫的一個危險的潛在漏洞。

「目前雖然沒有爆發，但是不能不重視散房問題，因為新的疫情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張建清說。因為散房內的居民共用洗手間和廚房，並非是理想的居家隔離空間，一旦有人感染，那
麼群居的條件下後果不堪設想。

此前有一位80歲的華裔散房長者居民確診，遭市府拒絕提供酒店房間一事，引起軒然大波。這也讓衛生局對於散房住客的檢驗防疫政策飽受抨擊，但是衛生局和市府仍然遲遲未對散房
居民的安危予以重視。

本報也獲悉，東華醫院跟衛生局正在商討建立散房疫情「監測」（Surveillance）體系的計畫。這個計畫將覆蓋全體華埠的居民。東華醫院將會為散房居民提供檢測和後續
的跟進，同時將數據信息上報給衛生局。因為語言文化的親近性，東華醫院可以幫助衛生局在華埠散房一事上控制疫情，做好社區的防治工作。目前一切還在初步策畫階段，像是具體的
通訊通報平台，普及電子操作的難題等。張建清認為，在未來短期內沒有出現疫苗與特效藥的情況下，建立居民的監測體系則是一個可以防止疫情蔓延的有效方式。「因為散房的疫情監
控需要非常嚴密，所以一切都會周全準備。」

至於「全民檢測」（Universal Testing），目前則仍然存在測試材料的短缺問題。但是張建清也表示會跟市衛生局緊密合作，希望能有更多資源幫助華埠。

代表華埠的市議員佩斯金表示，目前正在和東華醫院，舊金山加大（UCSF），衛生局以及社區一起努力，合作設計出一套方案來檢測1萬3000名華埠的居民。他預計在一周之內
能夠有方案出爐。上一篇：華埠保衛戰之二：前線華人醫護 雖心酸仍堅持

華埠保衛戰之二：前線華人醫護 雖心酸仍堅持

東 華醫院的醫護團隊，也是這場保衛戰中最前線的華人團隊。正當華裔社區普遍遭受歧視、暴力事件侵害的時候，華人醫護則用自己的努力帶來正面的影響和推動力。

本報採訪了一位醫師和一位護士，二人都直接診治、治療和照護過確診新冠的病人。他們的話語中帶有點點的心酸與沮喪，但是作為醫護他們依然堅守崗位，奮鬥在最前線，「保衛」華
埠的健康。

• 醫師穿防護服 5分鐘搞定

穿上一整套防護裝備之後，陳敏華（Jennifer Chen）醫師已經變得難以辨認。她帶著眼罩、臉部的防護膜、N95口罩，一身從上到下都是藍色的，藍色的頭套、手套、
防護服和鞋套。這就是她去見確診病例的全套「武裝」。

http://www.chinesehospital-sf.org/covid19-fund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three/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two/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two/


「我現在已經很熟練了，五分鐘就能穿戴好」，陳敏華笑著說。她被譽為東華醫院裡「前線中的前線」，直接親身測試過不少疑似的新冠病例病人，同時也直接治療過幾位確診的病人。
因為每次面對病人，她都要全副武裝，因此穿穿脫脫之餘，也就熟能生巧了。3月時，陳敏華所負責診治和測試的一位20多歲的年輕女性，最後證實確診新冠。後來又有一位30多歲
的男性也確診。陳敏華表示，當時很多人都以為年輕、健康的人不會感染，但是在她手上就有實實在在的例子，希望年輕人也不要鬆懈於預防。 當然，作為前線醫師，也有沮喪的時刻。
她說一開始一切都要送交聯邦疾病防控中心（CDC）檢驗，時間會拖得很久，讓病人、醫院等結果都要很久。她希望病人能夠盡快知道結果，因為如果不是新冠引起的肺炎症狀，那麼
也要更快就醫找到其他治病的方法。

陳敏華是新晉醫生，才來東華醫院半年，但是她對華埠的熱愛卻是根深蒂固。「我出生於東華醫院」，她告訴記者，這一層的淵源，也是她讀完書、在東岸的醫院實習完之後，回到舊金
山華埠服務社區的理由。

• 男助理護士

回家住車庫 前線醫護人員與家人的暫時分離，幾乎成了一種心酸的常態。

東華醫院的助理護士王明放（Lawrence Wong）告訴記者，他很想見自己的媽媽。但是因為在前線直接接觸確診病人，他擔心自己會帶有病毒，所以回到家之後都是自己在
車庫裡搭一張床睡覺，拒絕和家人見面。

「疫情開始之後，我跟我媽媽見面不超過三次」，王明放說。一開始他自己在外付錢住酒店，後來回到家裡住車庫。雖然和家人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是他主動選擇把自己隔離在外，就是
為了家人的健康著想。

王明放在東華醫院服務超過十年，有的也是一顆服務華人的熱心。

作為照顧病人的護理人員，王明放也要穿好防護服帶好口罩，直接接觸確診病人。像是有一些很虛弱的老人，他也要早上扶他們起床，然後送餐、照顧等等。

他也表示，除了要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之外，也要偶爾和他們聊聊天。「有的確診病人，都會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還會有輕生的念頭」，他說。因此作為護士，他也要和病人聊天，
舒緩他們的壓力，引導他們積極向上。下一篇：華埠保衛戰之三：散房居民上萬 防疫有隱憂
上一篇：華埠保衛戰之一：動手早準備足 華埠抗疫見曙光

華埠保衛戰之一：動手早準備足 華埠抗疫見曙光

新 冠病毒洶湧席捲全美，舊金山的防疫成效獲得讚譽。在城中的東北角，人口極為密集的舊金山百年老華埠，也依然在疫情中堅挺，沒有出現病例大爆發。

這場華裔社區之中的「抗疫保衛戰」，東華醫院、社區團體、傳媒，以及自覺性極高的民眾，都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各方合作之下，曙光也似在悄悄來臨。

• 重災區的假想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清回憶，在那張會議圓桌上，所有人都認為華埠會成為疫情爆發的重災區。
那是舊金山全城衛生官員和醫療界人士的閉門會議，張建清列席就坐。當時舊金山尚未有確診新冠病毒的個案，但也足夠讓張建清格外地警覺到緊張的氣氛。因為舊金山華埠如果一旦爆
發，那將會是一場不可扭轉的夢魘，也會讓東華醫院面臨巨大挑戰。

之所以華埠會被認為率先爆發成為疫區，就是因為這裡人口密集，衛生環境不佳，而且本地華人和中國的往來聯繫眾多，帶回來病毒感染個案也不無可能。因此無論疫情是否襲來，張建
清都始終把它當成一個極具威脅力的假想敵，開始了謹慎的準備和預防。

同時張建清的廣州中山醫院老同事們，也在除夕夜被調派前往武漢前線支援。這也讓張建清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畢竟從中國來看，事態已經嚴重。她從老同事那兒得知，這個新冠病毒的
「傳染性」極強，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 保衛戰四部曲農曆新年之前，東華醫院門診部就開始轉型，成立新冠的檢測點。2月1日，中華總會館裡鎂光燈閃爍不停。那是華埠第一場的防疫簡報會，傳媒們紛紛前來，關心著
華埠公共衛生的前景。

張建清對著鏡頭教著大家如何正確地洗手。中華總會館總董李殿邦、中領館總領事王東華、華埠市議員佩斯金（Aaron Peskin）一起出席活動，宣告著這場保衛戰打響第一
槍。第一階段就是1至2月時，著重社區宣導外展，透過傳媒和社區機構的合作，一起把防疫的信息傳遞出去。張建清表示，華裔社區經歷過SARS非典，明白病毒肆虐的嚴重性，因
此早早就戴好了口罩。這樣的歷史背景以及民眾的自覺性，也為防疫的初見成效把好第一關。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three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one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one/


第二階段就是東華醫院準備好充足的醫護裝備（PPE）。1月底，張建清就意識到了醫護資源的搶購難題。當時全加州，乃至全美都幾乎難以買到口罩、手套、防護服等等。但是張建
清後來透過各種方法，聯繫了各個生產商、中國的外事辦、運勢公司，打通渠道從中國買來了足夠的醫護裝備，確保「工作人員不會感染」。她表示，有時候要花三到四倍的價錢，但是
依然要買，因為醫院的醫護人員絕對不能沒了防護。直到4月時，這批購買的物資才最終抵達。所幸東華醫院至今也沒有醫護人員受感染。同時，華裔社區也對東華醫院支持有加，民間
的款項、物資捐贈持續不斷。第三階段就是醫院內的醫療服務提升，醫療系統負荷升級。作為華埠內唯一一間在疫情期間24小時運營的醫院，東華醫院顯得格外重要。4月時醫院急症
室從原本的「備用應急服務」獲提升至「基本緊急醫療服務」，可以收治更多急症病人。同時醫院也重新調度資源，空出相應的病房和樓層來作隔離，未雨綢繆。張建清說，醫院也接受
了舊金山總醫院來的病人，幫助別的醫療體系減緩醫療負擔。

第四階段就是自4月開始至今，張建清構想要建立一個監控（Surveillance）體系，更全面來實施監測、記錄華埠居民病例的症狀、診斷、測試和其他病情。「如果能回
到1月1日，我會更早開始做這件事情」，張建清說。這個「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追蹤系統（Tracking System），也是有借鑑一點中國的經驗。

• 大型活動有驚無險

在保衛戰中，因為時值農曆新年，華埠在2月和3月時仍然還是有眾多大型公眾活動，包括2月8日的全城盛事農曆新年華埠花車巡遊，3月1日的YMCA新年賽跑，以及長者參與者
為主的各個公所僑團的春宴活動。但是最終這些大型活動都「有驚無險」，沒有引致疫情爆發。

3月5日舊金山確診首例之後，市府開始逐步收縮公眾活動的人數限制。3月8日華埠李氏祭祖，那個周末之後華埠幾乎活動全部停歇。直到3月17日，舊金山正式開始全民居家避疫，
隨後華埠的人流量也就逐漸減少。

3月起，東華醫院就開始收治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有不少都是無需住院的病例。至今住院的確診新冠病毒的人數累計不足十人，除了5月最新入院的，其餘的也都全部康復出院。
下一篇：華埠保衛戰之二：前線華人醫護 雖心酸仍堅持

https://chinesehospital-sf.org/zh-hant/how-chinatown-coping-covid-part-tw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