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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精神健康問題不容輕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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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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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長者
和慢性病患者曾因出現嚴重的肺
炎、急性呼吸系統疾病，以及隨後出

現的多器官功能障礙而死亡。因此，當時
不少人對於肺炎的嚴重性和對死亡的恐懼產生
了焦慮和恐懼。這些焦慮不僅出於對自己健康
的擔憂，同時也害怕失去親人和對生活不同層
面的憂慮。筆者認為，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
了大家的心理健康，給人們留下了永久的印
記。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數據，從2020年

初到 2022年 4月，全球有逾620萬人死於疫
情。醫護人員在面對精神壓力方面首當其衝，
基於工作性質，他們無可避免地要接觸病人，
面對有可能把感染傳染給家人的可能性，再加
上長時間值班的壓力和經常面對住院病人的死
亡，都加劇了他們的焦慮。
醫護人員以外，一般市民的日子也不好

過。曾出現個人防護裝備供應短缺，讓不少人
為了口罩而疲於奔命。為了減低感染的機會，
各國政府又實施了嚴厲的隔離措施。普羅大眾
要面對的精神壓力有多大，可以想像。
現在香港生活雖復常，但疫後焦慮、情緒

低落的問題卻少有人提及，僅去年就發生了多
宗跟精神健康有關的不幸事件。這個問題必須
解決，因為光是生活日程回復正常並不足夠，
如果大家都帶着精神困擾重投生活，那猶如一
個巨大的定時炸彈。港人必須擁有健康的精神
面貌，才能全力投入重建疫後生活的工作。
最近，特區政府綜合了20多條熱線，推出

政府全資的「情緒通」18111支援熱線，為不同
年齡、背景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支援服務，筆者
對此非常贊同。精神壓力不容忽視，在精神不穩
定的時候找人傾談非常重要，能讓情緒受困的市
民即時獲得情緒方面的紓緩。情緒穩定下來，自
然能避免不幸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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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環球網、《聯合報》
報道，「打詐不力，去年詐騙
金額件數新高」，台灣《聯合
報》2日以此為題報道稱，詐騙
引發民怨，民進黨當局為此成
立打詐隊，但詐騙案件仍層出
不窮。報道引述台「刑事警察
局」數據稱，台灣近年來的詐
騙金額及件數從2020年起逐年
攀升，2023年統計到11月底，
詐騙件數已超過35,000件、金
額超過79億元新台幣，「雙創
新高」。
台「刑事警察局」統計，

台灣 2020 年全年詐騙案件共
23,000多件、金額42.5億元新
台幣；2022年已增至29,000多
件、69.6億元新台幣。去年僅
統計到11月底，詐騙件數及金
額再創新高，其中件數的增幅

更為近7年最大，「可見詐騙案
正加速氾濫，造成更多無辜民
眾受害」。
此外，《聯合報》還援引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的統計，去年 4 月至 11 月，
「非法投資」的詐騙廣告共有
15,511 件，其中僅 11 月就有
4,491 件，創統計以來單月新
高。
有金融業者表示，這與

「刑事警察局」的統計不謀而
合，尤其「刑事警察局」也提
供去年前三大詐騙案及詐騙金
額供金融業者參考，名列第一
的就是投資詐騙。去年前11月
「刑事警察局」已列案10,359
件，佔比30.17%，投資詐騙金
額更高達47.49億元新台幣，佔
比高達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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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相關搜索驟增 民眾赴泰遊意願再受提振
泰宣布3月起對華永久免簽

泰國總理賽塔 2日在曼谷表
示，泰國將從3月1日起對中國公
民實施永久免簽政策。該消息公
布後，攜程平台上，泰國關鍵詞
搜索量環比一小時前增長超
90%，上海至曼谷，北京至曼谷等
航班搜索量瞬時驟增40%以上。
攜程集團國際版Trip.com泰國站
點上，中國關鍵詞的搜索熱度環
比一小時前增長超80%，廣州、
上海、北京、昆明等城市搜索熱
度較高。

2023年9月13日，泰國政府曾宣布於當年9月25日起面向中
國遊客實施階段性免簽政策，為期5個
月，時間上剛好將與新政策「無縫銜
接」。從過往幾個月的情況來看，此前的
階段性免簽政策已對中國遊客赴泰旅遊熱
情起到非常積極的帶動效應。
攜程數據顯示，自2023年9月25日

至2023年12月31日期間，中國旅客預訂
到泰國旅行的訂單量同比增長近五倍。春
秋旅遊方面也上線了諸多赴泰產品，出行
的方式有自由行、跟團、小包團、二人成
行等多種方式可選，受到了不同客群的青
睞。
另據記者從春秋航空方面獲悉，自泰

國對中國遊客實施階段性免簽政策後，春
秋航空的中泰航班量就出現了明顯的上揚
趨勢，僅2023年12月春秋航空中泰航班
量就環比2023年11月增幅達40%，並新
增了廈門、揭陽至曼谷等地航線，加密了
上海至普吉、曼谷等地航線。

元旦至春節赴泰遊訂單增逾十倍

春秋旅遊方面表示，在剛剛過去的
2024年元旦假期期間，曼谷、芭提雅、
普吉島等地，都成為上海市民選擇前往的
度假休閒地。而即將開始的寒假期間，赴
泰國斯米蘭的旅遊產品深受親子家庭喜
愛。此外，泰國也依舊是春節期間出境遊
熱度最高的目的地之一。截至目前，春節
期間，曼谷、芭提雅、普吉島、清邁等地
的自由行更受市民遊客青睞。
另一邊，攜程數據顯示，截至1月1

日，從1月2日至春節期間，中國前往泰
國的旅遊訂單量同比 2023 年增長超十
倍。從泰國前往中國的旅遊預訂量也同比

2023年增長779%。上海、廣州、北京、
哈爾濱、成都、昆明、深圳、杭州、重
慶、長沙是泰國遊客最愛前往的中國城
市。
泰國總理府發言人猜．瓦差隆在去年

9月份時曾表示，旅遊業是泰國經濟的重
要引擎， 2024年，泰政府將促使旅遊業
全面恢復至疫前水平，吸引4,000萬外國
遊客。
春秋旅遊方面認為，是次泰國總理賽

塔表示3月起對中國公民實施永久免簽安
排的消息，將進一步提振市民赴泰旅遊的
意願。特別是，4月就將迎來泰國宋干
節，即大眾所熟知的潑水節，必將熱鬧非
凡。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報道，記者2日
從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獲悉，據該局統
計，今年元旦假期中國邊檢機關共查驗出
入境人員517.9萬人次，日均172.6萬人
次，較2023年元旦假期增長4.7倍，已恢
復至2019年同期水平。
其中，入境251萬人次，出境266.9

萬人次；查驗出入境交通運輸工具20.3萬
架（艘、列、輛）次，較2023年元旦假期
增長1.5倍。
多家在線旅遊平台發布的報告均顯

示，港澳位列元旦期間出境遊熱門目的地
前五，其中香港均位列第一。攜程發布報
告顯示，元旦前往香港的訂單量同比增長
603%。
此外，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

國、新加坡、美國、澳洲、英國等也是元
旦假期海外旅行熱門目的地。

國內出遊達1.35億人次

另悉，元旦假期3天，國內旅遊出遊
人數達1.35億人次，同比增長155.3%。
經文旅部數據中心測算，元旦假期3天，
國內旅遊收入達797.3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200.7%，較2019年同期增長5.6%。
多家在線旅遊平台披露數據顯示，元

旦假期國內出遊預訂量同比增長超1倍。
攜程數據顯示，國內跨年旅遊訂單量同比
增長168%，出境遊訂單量同比增長388%，
在高端度假酒店、定製遊等旅遊消費方
面，遊客的人均花銷均有不同程度上漲。
冰雪遊熱度持續攀升。哈爾濱、長

春、烏魯木齊等是冰雪遊熱門目的地。

元
旦
假
內
地
出
入
境
人
次
復
疫
前
水
平

■出境旅客有序辦理邊防
檢查手續。 新華社

■1月1日晚，位於泰國曼谷的網紅打卡
點喬德夜市熱鬧非凡。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