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慮讓長者在家離世七件事

5.家庭經濟
•費用約二萬至三萬元，包括醫療儀
器運送、醫生診症費用（每14天上
門一次）、文件簽署；藥物及殯葬
等須另自費

6.服務支援
•聯繫醫生評估長者身體狀況及簽署
文件；支援家人情緒

•連結殯儀服務，處理移送遺體的安
排

7.彈性心理準備
•若長者嚴重不適或改變主意，或因
未及在離世前14日內得到醫生診症
，長者未必如願安排在家離世

2.長者意願

•有持續表達希望在家離世？

•有否簽署《不作心肺復甦法文件》和《
預設醫療指示》？

3.家人意願

•會否擔心嚇到小朋友？

•遺體有機會放在家中最多24小時，可
否應付？

•會否擔心街坊指責？

•會否擔心成為凶宅影響樓價？

4.家中環境

•有足夠空間放醫院床、維生儀器等設
備？

資料來源：聖雅各福群會

•可容納家人和醫護進出？
•有獨立空間？充足冷氣？有窗簾嗎？

1.長者身體狀況：
•病情是否不可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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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財赤近2900億 未來抗疫支援須調整
【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日發表網誌表示，疫情衝擊本港經濟，
過去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及財政預算案
的紓困措施，已令政府今年度的預算赤
字增加至近2900億元，財政儲備驟降至
8000多億元。他稱，未來的支援措施須
相應調整，將資源用得更精準。

陳茂波稱，8000多億元相當於約13
個月政府開支，儲備水平和2003年沙士
後差不多。他指出，從公共財政穩健及
維護市場信心的角度看，這樣的開支增
速顯然是不可持續。

他表示，政府需要預留力量，應付
日後疫情或有反覆，甚至可能出現冬季

反彈所帶來的財政需要。現時疫情重創
環球經濟、中美政經摩擦不斷升溫，外
圍經濟展望風險重重，政府需要有足夠
的資源和儲備，應付可能出現的挑戰，
並維持金融穩定。

他表示，隨着抗疫工作進入另一階
段，人類須與新冠病毒共存一段時間的

新常態，政府未來的支援措施亦須作相
適應的理順和調整，盡可能將資源用得
更精準到位。

慎用公帑助企業和個人渡難關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發表網誌稱，兩

輪防疫抗疫基金連同財政預算案的紓困

措施，政府已投入超過2800億元。截至
八月中，基金共批出73個項目，並發放
了約750億元的資助。張建宗稱，政府計
劃推出新一輪紓困措施，他和其他司局
長正聆聽不同人士的意見。政府會在審
慎運用公帑的大前提下，制訂適切的措
施，協助企業和個人渡過難關。

新冠肺炎疫情下，累計88名
患者離世，其中，外賣平台foodpanda
的確診外賣員的丈夫，上周在將軍澳醫
院急症室死亡後初步確診，其後確診，食
物環境衞生署俗稱 「執屍隊」 的屍體處理組
，在不知情下以普通裝備運送遺體，其後被
送往隔離檢疫中心。他們不滿太遲被告知，
而院方只說 「叫你同事小心啲就得」 ，無提
供防疫指示，結果回家過夜，擔心若中招
會傳染家人。協助他們的民建聯質疑，食
環署、衞生防護中心及醫院管理局溝通
有問題。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播 毒 驚 魂

創科局下月試行感染風險通知App
【大公報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昨表示，健康碼已準備就緒，
並與粵澳兩地健康碼作對接轉換，但

需待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穩
定後才能推出。

薛永恒稱，
粵港澳往來緊密

，港府早
於五、六
月疫情穩

定時，已準備推行健康碼，惟七月疫
情反彈需延遲。他稱近日疫情雖然趨
於緩和，但上周六仍有18宗確診個案
，他認為需待本港疫情穩定，例如 「
要（確診個案）單位數字，或無本地
感染的數字，再評估一段時間」 ，屆
時將會與廣東及澳門政府研究，盡快
恢復三地往來，幫助經濟恢復。

他又稱，市民申請健康碼時，需
在網上填寫個人資料、證件號碼、申
報病徵及病毒檢測資料，取得健康碼
後可選擇是否申請轉換為粵康碼或澳
康碼，用作入境廣東或澳門。不過，

普檢計劃未必能配合健康碼，市民屆
時應到獲認可的檢測中心進行核酸測
試。健康碼目的是防疫抗疫，市民若
前往廣東、澳門等地，便應當為該社
區的一分子，配合當地政府抗疫要求
和制度。局方下月試行 「感染風險通
知應用程式」 ，邀請的士、食肆等高
風險地方張貼二維碼，市民可用該手
機程式掃描作紀錄，當有人確診，程
式就會通知曾有掃二維碼的人，提醒
感染風險。所有紀錄只會儲存在市民
手機，政府不會掌握市民行蹤，整個
計劃亦是由市民自願參與。

在家離世會影響樓價嗎？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坊

間所謂凶宅，定義上是單位內曾經出現
不自然死亡，即例如自殺或謀殺案等，
地產代理業界人士表示，若然屬安詳離
世，定義上並不屬於凶宅，一般而言，
不會對樓價構成負面影響。

Q房網合夥人符曼表示，地產代理
監管局規定，代理若明知單位內曾有不
自然死亡，有責任告訴買方；如果蓄意
隱瞞，單位又完成買賣手續，買方可以
投訴。若合約內清楚列明單位不是凶宅
，但成交後才發現，買方有權委託律師
要求取消買賣合約。

凶宅價格究竟跌價多少，坊間眾說
紛紜。

符曼稱，一般而言，只會跌價10%
至15%。若是轟動一時的命案，地產
代理公司也不會接手，會建議交由專
責的公司公開拍賣，價格視乎情況，以
往曾有例子，拍賣價只及同區市價的
30%。

不過，符曼再三強調，有關為晚期
病人在家離世，對離世者與家屬是一種
福氣，因屬安詳離世，並不納入凶宅，
地產經紀無辦法知道情況。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
昇認為，歐美國家在家安詳離世的情況
十分普通，香港的文化跟外國或不同，
但他亦強調，有關單位不屬於坊間所謂
的凶宅。

抬疫者遺體 執屍隊恐中招
揭醫管局與政府部門欠溝通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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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
道：新冠肺炎疫情下，公立醫院
限制探訪，臨終患者彌留時，家
人未必能陪伴左右，有提供在家
離世服務的聖雅各福群會，近期
接獲查詢服務的數字急升，並錄
得首宗在家離世個案。90歲的林
伯今年三月病情惡化，女兒林小
姐憶述，父親在護士的益力多鼓
勵下，最終等到兒女趕回香港，
在家人陪伴下有尊嚴地離世。

林伯是晚期大腸癌患者，同
住的妻女分別是認知障礙症患者
及視障人士，另外三名子女居住
新加坡。去年10月他住院期間，
決定放棄化療，家人經醫生轉介
聖雅各福群會，提供支援服務。
他今年一月出院，兩個月後情況
轉差。

林小姐說，當日接到外傭通
知，爸爸上壓降至80， 「一世人
都未試過咁緊張」 ，立即聯絡聖
雅各團隊查詢在家離世服務。3月
7日，林伯家人在職員與護士協助
下開家庭會議，因應疫情決定讓
父親在家離世。

餵益力多 等愛女歸來
「醫護人員好忙，無辦法隨

時照顧爸爸，爸爸又好驚醫院環
境，不喜歡插喉，我們希望讓爸
爸留在家中，可隨時在床邊陪伴
。」 林小姐說。職員立刻安排醫
生上門評估，同日下午，送來冷
墊機等醫療儀器，講解如何應用
，並解釋殯儀程序。

林小姐的兩位哥哥已回到香
港，護士建議播放爸爸喜歡的音
樂，她說爸爸已無意識，但當她
為爸爸做香薰按摩時，其維生指
數上升，顯示他感受到子女在旁
。他們與爸爸回憶過去生活點滴
，向爸爸道謝、道愛、道歉、道
別。職員和護士了解林太的情緒
及看法，令她知悉丈夫狀況。

翌日中午，林伯彌留，但二

女仍在途中，護士為鼓勵他等到
女兒回家，用棉棒餵他最喜歡的
益力多。最後女兒趕及回來，林
太告訴他， 「兒女都在這裏了。
」 林伯在家人齊齊整整陪伴的溫
馨環境下，安詳離去。

林小姐哽咽說，爸爸工作能
力很強，近年卻要包尿片和坐輪
椅，自覺 「很無用」 ，經常說 「
想死都死不到」 。在家離世讓他
在人生最後日子，子女在身邊服
侍，父親遺體送上靈車時，家人
夾道送行，她深刻感受到 「離世
的尊嚴」 。

聖雅各福群會提供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安寧頌 「安．

好」 居家寧養服務計劃經理余樂
天稱，過去接獲的在家離世查詢
，一年只有一、兩宗，疫情下增
至15宗。他稱晚期照顧不只醫療
支援，希望顧及患者心靈，幫助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與焦慮。安寧
頌項目總監、港大社會工作及社
會行政學系教授周燕雯稱，疫情
下居家工作的人增加，可照顧在
家寧養的患者，若考慮在家離世
，需考慮開支較多，家居環境需
較大等因素（詳見表）。

▲全港執屍隊現只有72人，人手不足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劉昕報道：本
港昨日新增1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10宗為本地感染，當中5宗與其他個
案相關。

屯門醫院一名31歲懷孕39周的孕
婦初步確診，她前日報稱持續發燒到
急症室求診，醫護量度其體溫，發現
無發燒，其後送去內科病房，當晚初
步確診，同病格的10名女病人需檢疫
。醫管局承認做法不理想。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稱
，孕婦與胎兒現時情況穩定，在隔離
病房接受監察。醫院已為孕婦制定分

娩嬰兒處理方案。該孕婦曾被送去產
前病房單人診症間做檢查，無其他密
切接觸者，醫護有合適裝備。有15名
內科及老人科以及婦產科的員工，包
括兩名醫生、八名護士及五名病人服
務助理，需要接受28日醫學監察。

屯門醫院發言人稱，若孕婦的胎
兒已足月，又報稱曾經連日發燒，合
適做法是安排直接入住隔離病房接受
治療。何婉霞稱，此次安排去內科病
房，做法不理想。醫院正檢討孕婦入
院流程，為密切接觸者感到抱歉。

資料顯示，本港至今有七名孕婦

確診，三人已生產，包括伊利沙伯醫
院七月有一名懷孕近35周的孕婦確診
後，剖腹生產，嬰兒未足月，出世後
有呼吸困難需要插喉，病毒檢測呈陰
性。

昨日五宗無源頭確診個案，包括
灣仔警總投訴警察課一名29歲男警（
第4798宗），一名家住屯門翠寧花園
的73歲兼職男的士司機（第4788宗）
，一名家住元州邨元逸樓的57歲家庭
主婦（第4790宗），太古廣場一名53
歲女清潔工（第4800宗）；木球會一
名55歲男清潔工（第4801宗）。

39周孕婦初步確診 同格10病人檢疫

無防疫指引 稱「小心啲就得」
上周三下午約四時，執屍隊五名

成員到將軍澳醫院處理遺體，處理組
組長郭太（見圖）昨日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憶述，當日收到的是普通屍

體處理，於是只帶
備普通外科口罩及
手套。運送過程中
，她有接觸遺體，
包括拉出死者的手
登記手帶，為死者
蓋上裹屍布，她形
容當時 「佢（死者

）個頭好濕，可能死前
有嘔吐。」

他們其後返回值勤室， 「
好彩無其他任務安排，唔係又

要到處走，萬一中招，好大機會將病
毒四圍散播。」 郭太說，當晚十時多
從大埔分區同事獲悉，自己可能接觸
過染疫遺體，於是通報上司，上司
查詢醫院，對方竟只回覆一句， 「我
哋已經通報衞生署，叫你同事小心啲
就得。」

翌日才知曾接觸患者遺體
郭太說，當晚原想到酒店自我隔

離，但見衞生署與醫院都無防疫指示
，於是回家，當晚深夜收到上司通知
，該組員工翌日無需上班。翌日，衞
生署通知她曾接觸染疫患者遺體，上
周五，她與四名同事分別送往竹篙灣
及八鄉檢疫中心隔離。

郭太說，執屍隊經常處理現場屍
體，不時遇到死因不明或已死去多日

發臭的屍體， 「就算遇到肺炎死者，
我哋都唔會發覺，希望政府知道我哋
其實好高危。」

港九新界值勤室公會籌委會主席
郭色明稱，員工人心惶惶，擔心被傳
染，希望食環署重新定義屍體處理組
風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稱，事
件暴露部門間溝通有問題，全港執屍
隊現只有72人，人手不足，面對確診
高風險工作，政府必須提供相關培訓
、津貼及提升待遇。民建聯議員周浩
鼎稱，政府必須改善通報機制。

醫管局回應稱，該名患者於上周
三下午約三時送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
，搶救無效，下午3時45分離世，院
方於晚上10時許得知其新冠病毒測試
呈初步陽性，並通報衞生防護中心及
富山殮房。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
稱，日後醫院若評估死者有感染風險
，會先安排檢測，有結果再通知食環
署安排遺體並送往殮房。

▲護士餵林伯喝他最喜歡的益力
多，鼓勵他等到二女兒回家才離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