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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笃生医院为了让员工“购
物”解压，把公众和好心人士捐
来的各类物资如喉糖、胶布贴、
补品和零食等摆成迷你超市，让
员工休息时间可以逛一逛，免费
挑选八样物品。
　　疫情期间，医院上下全力以
赴保持运作，不少善心人士和企
业在过去几个月里向院方捐赠了
食物和生活用品等，以表支持。
　 　配合五一劳动节，陈笃生
医院于周一（27日）在院内设立
了一个“迷你超市”，将收集到
的赠品一一摆出，任员工自由挑
选。

　　来自社会各界的赠品琳琅满
目，有维生素C、面膜、补品和餐
具等，总共摆满了六排。员工可
在这个星期内自由挑选多达八样
物品。
　　负责在陈笃生医院急诊室为
病人答疑解难的林志光（69岁，
高级 病患服 务联系员）受访时
说：“最近工作比较忙，在急诊
室值班之外，我也被分配到地下
层一楼的柜台帮忙。不过管理层
很照顾员工，还安排这么有创意
的关怀活动，令人十分感动。”
　　他笑说，除了拿了自己最喜
欢的咖啡饮料，他还帮妻子拿了

几件化妆品。
　　院方发表文告说，员工在这
段期间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难
免延长。因此，推出这个活动主
要是为了答谢员工的辛劳付出，
帮助他们放松心情，提振士气。
　　与此同时，由于物品都是由
善心人士捐赠，院方希望员工在
“选购”时也能感受到广大社会
的关怀，在共同对抗疫情时也不
忘新加坡独有的“甘榜情”。
　　此外，院方也分发了实用的
口罩夹和透明手机袋，方便员工
在工作时使用。
　　例如，当员工在用餐时，可

将摘下来的口罩收纳在口罩夹里
面，避免弄脏。而有了手机袋，
员工还能在工作时照常使用手
机，但隔着袋子就不会直接触碰
手机，更卫生清洁。
　　助理护士杨超萍（52岁）
说：“之前我会把手机放在自封
袋里，但现在有了手机袋就更方
便了，可以挂在身上。口罩夹也
很好用，因为是塑料材质，所以
能在清洗消毒后不断重用。”
　　除了照顾员工福利，院方也
细心照料病患，尽量满足他们的
需求，例如为住院的回教徒客工
准备祷告所需要的垫子。

体恤团队辛劳付出　陈笃生医院摆摊供员工任选八样赠品

陈笃生医院将所有赠品摆出，员工可在休息时间挑选八样物品。林志光
除了拿最爱喝的咖啡，也为太太选了一些化妆品。（陈笃生医院提供）

　　今年劳动假期属于长周末，
但随着病毒阻断措施近期进一步
收紧，国人都选择待在家中，长
周末的公园及巴刹人潮稀落。
　　记者昨日走访麦里芝蓄水
池、碧山公园及中峇鲁巴刹，发
现各个地点都显得冷清。受访公
众说，如今在家办公加上哪里都
不能去，公假与平日没有分别。
　　萧文冰（47岁，会计）昨早8
时30分与丈夫到麦里芝蓄水池晨
跑。他们平日会在傍晚到家附近
的碧山公园跑步，但因昨日是公
假，就决定到远一点的麦里芝蓄
水池换个风景。
　　她说：“虽然是假日，但对
我们来说就如同平日，跑完后就
立即回家，不在外逗留。我们也
缩短了跑步时间；疫情恶化前会
花约一个半小时暖身和跑步，但
近期也缩短至30分钟。”

　　67岁的沈爱贞（支援服务员
工）与丈夫昨日也到了麦里芝蓄
水池。虽然他们通常是在星期日
出来活动筋骨，但昨日趁着公
假，提早两天“例行运动”，并
把工作安排在星期日。
　　据沈爱贞的观察，自病毒阻
断措施生效后，到访麦里芝的人
数就渐渐往下跌。尽管昨日是公
假，她认为只要政府还未解除阻
断措施，应该只有一小部分人会
选择外出。
　　“毕竟大家都想尽早压平疫
情曲线，就算公假关在家里会闷，
但为了安全着想，还是得忍。”

中峇鲁巴刹人潮减半
　　另外，中峇鲁巴剎许多摊贩
反映，病毒阻断期间，年长者都
选择留在家里。昨天尽管是长周
末，人潮也与平日一般，与疫情

暴发前相比大跌五成。
　　在中峇鲁巴剎经营水果摊超
过25年、也是小贩联谊会总务的
赖荣周（62岁）说：“现在许多
人都居家办公，天天如假日。他
们知道巴刹天天照常营业后，也
不会像起初一样囤货。现在的顾
客都等食材吃完了才出来买，也
无须分日子。”
　　他也说：“中峇鲁属于老人
区，顾客群以年长者居多。但现
在老人都留在家里，巴刹人潮就
少了一半，年轻人也不在这里逗
留很久，巴刹显得格外冷清。”
　　在病毒阻断措施前，每日都
到中峇鲁巴刹买素料的冯春英
（65岁，清洁工人）说：“现在
巴刹人少；以前我从这里搭德士
回家还需要等一阵子，现在看看
巴刹外都是德士等人。”

“宅”家太久公假平日分不清　长周末外头冷清清

昨日劳动节长周末开始，但各个公共场所例如公园及巴刹显得空荡，丝毫没有假期休闲及热闹的气氛。
（李健玮摄）

　　本地目前累计的16起2019冠
状病毒疾病死亡病例中，男性占
了近七成；首1000名确诊冠病病
例的男性比率也较高，占了近六
成。
　　截至昨天，我国冠病死亡病
例年龄介于58岁至95岁，大多患
有慢性疾病。其中，至少七起病
例生前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
脏病等健康状况。
　　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锡威
副教授昨天在政府跨部门工作小
组记者会上透露，前天病逝的58
岁女病患也患有糖尿病，她虽是

迄今最年轻的死亡病例，但仍属
于50岁以上的冠病高风险群。
　　“我们留意到国家传染病中
心的病例中，年满50岁的病患需
要氧气补给和进入加护病房的风
险更高。”
　　另外，数据也显示，本地首
1000起冠病确诊病例中，分别有
577名男病患和423名女病患，最
小的只有六个月大，年龄最大为

102岁。
　　根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本月报道，超过20个国
家的冠病数据显示，男病患死于
冠病的比率比女性高出五至八
成。其中，意大利、中国、西班
牙、德国的男性冠病死亡病例占
全国总数的超过六成。
　 　 英 国 《 卫 报 》 （ T h e 
Guardian）也指出，对本来就有

健康状况的人，特别是有心血管
或肺部疾病的人而言，冠病病毒
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更大。一般来
说，男性更可能有吸烟、喝酒等
伤身的习惯，因此一般普遍认为
这可能是造成男性冠病死亡率高
于女性的原因。
　　以韩国为例，男性冠病死亡
病例是女性的两倍。而韩国男性
的吸烟率在所有世界贸易组织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中是最高的，女性吸烟率则
是最低的。
　　报道也说，男性的免疫系统
一般来说比较弱，更容易患上传
染病，包括由细菌传播的病症。

吸烟者死亡可能性较高
　　安微尼亚山医药中心呼吸道
及加护病学专科张耀光高级顾问
医生受访时说，本地男性病患所
占的冠病死例比例为何更高，这
其中是否与男女基因有别存在关
联，目前仍无法确定。

　　但张耀光指出，以吸烟者来
说，他们肺部表面受到的保护较
弱，因此染病后出现病情较为严
重或死亡的可能性确实较高。　
　　张耀光解释，本来就有慢
性呼吸道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哮喘等情况的病患肺
部较弱。
　　加上患者若是吸烟者，吸烟
会对肺部防御能力造成影响，肺
部结构会因此较弱，病毒也会更
快进入肺部，加大病患面对的风
险。

本地16起冠病死例　男性占近七成

　　疫情当前，各国采取“锁
国”措施，59岁本地商人航海探
险，却因边境管控无法靠岸，独
自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一个月，幸
得斐济当局出手相助，这才得以
上岸。
　　他的女儿说：“父亲这次把
我们急坏了！”　　　　
　　她昨天告诉《联合早报》，
半退休的父亲从小的梦想就是能
开着游艇环游世界，这次的三年
航程共花了三年筹备，今年的目
标是要到达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
地（Tahiti）。
　　“2月2日出发时，2019冠状
病毒疫情还没有恶化。因此，父

亲按原定计划启程。”
　　商人的女儿说，父亲先是和
两名朋友一同出发，第一个目的
地是印度尼西亚。

通过家人联系外交部求助
　　“父亲的朋友两周后回国，
父亲则继续航行。他的其他朋友
原本会在不同阶段和他同行，但
因疫情关系都无法成行。所以这
几个星期，父亲都是一个人在海
上，航程至今已途经巴布亚新几
内亚（Papua New Guinea）和所罗
门群岛（Solomon Islands）等。”
　　她提到，父亲经常和家人保
持联络，但约一个星期前，情况

出现变数。当时，商人要停靠南
太平洋的图瓦卢（Tuvalu），但
被拒绝。他已约一个月没有靠
岸，游艇也出现损坏，若要继续
航行，就会有危险。这时，父亲
请家人赶紧联系外交部。
　　“父亲求助说明情况很严
重，庆幸的是，图瓦卢的人员虽
无法让父亲靠岸，但还是帮了父
亲一把，给了他足够食物耐上一
段时间。”
　　家人联络外交部后，很快就
有结果。过去一个星期，斐济当
局和我国外交部一直向家人提供
信息，让他们放心许多。
　　“听到父亲上岸后，大家终
于放下心头大石。父亲目前情况
良好，正在斐济接受健康检查。
非常感谢各方的援助。”
　　对于父亲下来的计划，女儿

不太清楚，但肯定的是，游艇需
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好。据悉，黄
姓商人驾驶的是名为“喜慕乐
III”的Leopard 50双体帆艇。根据
斐济海军面簿，游艇的船舵、自
动辅助功能和船帆因受损，导致
游艇无法安全行驶。
　　黄姓女儿说：“相信父亲开
游艇环游世界的计划不变，只是
现在要稍微调整计划。”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前天发面
簿贴文透露，外交部接到领事援
助申请后，便寻求太平洋朋友帮
忙。
　　“今早（4月30日），他（黄
姓商人）已安全抵达距离我国超
过8000公里外的岛国——斐济。
非常感谢斐济政府听到情况后尽
力援助，尤其是获悉国人因大风
大浪，无法自行将游艇驶进海港

游艇因疫情无法靠岸

海上漂流一个月本地商人斐济获救
59岁本地商人今年2月初航海探险，没料到冠病疫情会
蔓延全球，因各国封锁边境导致他无法靠岸，独自在太
平洋上漂流了一个月，幸得斐济当局相助终得以上岸。

59岁本地商人（右）在我国外交部和斐济当局协助下，终于安全靠岸。
（斐济海事巡逻救援指挥中心提供）

时，斐济海军还出动巡逻艇协助
他安全靠岸。”
　　他说，在这艰巨时期，很欣

慰看到斐济朋友所给予陷入困难
的新加坡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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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

基督生命堂
感染群

入院前在碧山
12街住家

在加护病房26
天后不治

有慢性心脏疾
病和高血压

最年轻58岁

病例703

病例109 70岁

病例
128

近期没到受疫情影响国
家或地区

在加护病房27天后病逝

关联病例：病例126

入院前在西海岸广场

日本餐馆Fish Mart 
Sakuraya工作（但未参与
准备食物或服务顾客）

家住在艾弗顿园
（Everton Park）

患有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家人曾呼吁康复病患捐
赠血浆

裕廊战备军协
晚宴感染群

近期没到受疫
情影响国家或
地区

关联病例：病
例125的家人

入院前在裕廊
西72街住家

新加坡板球
俱乐部感染群

入院后即被送
入加护病房

五天后因严重
并发症不治

有心脏病、肾
脏病、癌症和
糖尿病

李亚妹安老院
感染群

住在汤申巷

李亚妹安老院

4月3日凌晨去
世

近期没出国

没接触确诊病
例

64岁病例212

输入病例

3月9日出现症状，
因肺炎在印尼住院

3月13日从印尼抵新

入院前住在新加坡
宜必思诺维娜酒店
（Ibis Hotel Novena）

在加护病房九天后
不治

有心脏疾病

68岁 病例476

输入病例

近期曾去印尼

持新加坡工作证件

3月22日在国家传
染病中心确诊

3月26日进加护病
房

七天后病逝

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88岁

病例
855

最年长95岁 病例
3145

82岁

病例
1595

65岁

病例
1836

输入病例

近期去过欧
洲

关联病例：
病例682，
病例702的
家人

有糖尿病

60岁

病例2728

4月13日
确诊

5月1日
出现并
发症不
治

有高血
压和高
脂血症

86岁

病例
918

84岁

病例
1071

81岁

病例
9682

4月13日
因冠病
并发症
不治

本地2019冠状病毒疾病死者
男11起 女 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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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妹
安老院
感染群

90岁 病例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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