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責任編輯：安十六 美術編輯：徐樹雅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要聞

張竹君：節日多群聚 疫情恐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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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增42宗確診中，36宗是
本地個案，包括聯合醫院2D病房一
名38歲女病人服務助理（第8848
宗），她早前曾照顧確診患者，昨
日在檢疫中心確診，目前情況穩
定。該病房累計12名病人、9名醫護
確診。佛教醫院A5N病房早前初步
確診的83歲男患者（第8852宗）昨
日轉為確診，病房累計兩名病人、
一名醫護確診，院方近日抽取了14
個環境樣本，並為同病格病人做檢
測，結果均呈陰性，會繼續追蹤傳
染源頭。

部分患者潛伏期較長
元朗錦田吉慶圍昨日新增4宗確

診（第8869、8886至8888宗），
患者年齡由28歲至74歲，連同早前
確診的26歲男患者（第8711宗），
累計五宗確診。

本港對上一次同日新增少於50
宗確診是11月21日，當日錄得43宗
確診。對於新增確診宗數回落，張
竹君昨日表示，回落速度較慢，假
期聚會、街上仍有很多人，由於很
多患者的潛伏期較長，不只七日，
相信確診宗數未反映聖誕假期的所
有情況。如果其中有超級傳播者，
可能造成大量感染，令確診數字隨
時反彈；而本港昨日錄得30多宗初
步確診個案；一名59歲男確診者昨
日下午1時57分於瑪麗醫院離世。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

主席曾祈殷稱，除夕夜街上人頭湧
湧，聖誕聚會和跨年活動的傳播風
險，料會在本月首周的確診數字反
映出來。但節日期間接受檢測的市
民或不多，結果或會滯後。

研追蹤次密切接觸者
政府抗疫專家顧問梁卓偉近日

表示，疫情要清零需徹底追蹤接觸
者，甚至要追蹤接觸者的接觸者。
張竹君回應表示，再追一層可能會
更快抑制個案的擴散，但社區很多
不明源頭個案，未必有這種聯繫，
當局會再研究此做法的可行性。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
為，香港現已出現社區爆發，檢測
工作持續緊張，次密切接觸者追蹤
工作僅適合在清零後的社區，出現
偶發性確診或輸入個案時，凍結大
規模爆發的機率，維持清零效果。
內地疫情已受控，甚少社區爆發，
追蹤起來不用耗費大量資源及時
間。若香港追蹤次密切接觸者，需
追蹤範圍將相當驚人，提高人手及
檢測工作壓力。

新冠肺炎昨日新增42宗確診，是第四波疫情爆發後，六
星期以來首次回落至50宗以下。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表示，數字回落是好事，但未必全面反映聖誕期間人
群聚集的傳染情況，加上正值新年長假期，擔心確診數字稍
後會反彈。就有專家建議本港效法內地追蹤兩層密切接觸者，
以加快清零，衞生防護中心稱會研究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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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陳詠韶、伍軒沛

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 栢 良 昨 日 表

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一年要
以作戰心態抗疫，落實問責制，否
則本港短期內個案清零機會不大。

何栢良稱政府在抗疫的指揮及
部署上出現嚴重落差，政府各部門
需就抗疫工作面對公眾，包括紀律
部隊、食環署、民政事務總署等，
必須清楚交代抗疫資訊，才能有效

問責，否則本港今年疫情只會和去
年一樣。

對於香港出現南非變種病毒，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
主席曾祈殷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英
國及南非變種病毒絕對有機會流入
香港社區，單憑特區政府的實驗室
未必可以及時追蹤到相關個案，特
區政府應和香港各大學合作，追蹤
本地個案中是否存在相關個案。

大公報記者陳詠韶

專家籲政府作戰心態抗疫

新增42宗確診 包括聯合醫院病人服務助理

落實問責

疫情嚴峻，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政
府在防疫對外方面已經

做到滴水不漏，對內亦加強檢測，希望
達至清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
示，過去十天香港國際機場由專人採樣
的核酸檢測共發現了16宗陽性個案，而
酒店檢疫期間進行的檢測也找到了15
宗，可見加強外防輸入的防疫措施至為
重要。

「市民自律性仍有不足」
林鄭月娥在社交網頁上載她與行政

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對談的短片，她在短

片內表示，特區政府在外防輸入方面，
已做到滴水不漏，有不少市民甚至覺得
政府已製造好多麻煩；而對內也不斷加
強檢測工作，希望達至清零。但她認
為，無論是什麼措施，都需要市民的參
與，但現時市民的參與度及自律性仍有
不足。

聶德權昨日在社交網頁發帖指，政
府最近實施了一系列加強外防輸入的防
疫措施，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自12月22日
全面實施以來，過去10日內，共有約
3300人入住36間指定檢疫酒店，15名入
住者在檢疫期間進行檢測而發現確診，
反映加強外防輸入的防疫措施至為重

要。
聶德權又稱，由12月22日至31日，

香港國際機場有約3300人是從中國以外
地方來港，經機場由專人採樣的核酸檢
測，共發現了16宗陽性個案，佔檢測總
數的0.19%。

他稱機場早前改用PCR快速檢測方
法，旅客在機場等候檢測結果的時間，
大大縮短為約四小時，旅客得知陰性結
果後，由專車送往預訂的指定酒店進行
21日檢疫，其間第12日及第19日，旅客
需要進行咽喉及鼻腔合併拭子檢測，結
果呈陰性才可離開。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林鄭：外防輸入已做到滴水不漏
加強檢測

▲元旦日社區檢測中心繼續運作，鰂魚涌社區檢測中心門口有不少市
民排隊等候檢測。

▲昨日元旦假期雖然天氣寒冷，但仍有市民外出歡度新年，尖沙咀海
傍出現人潮，增加播疫風險。

*截至今日凌晨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染疫總數*

單日新增*

累計死亡

*8889人
*42宗

（36宗本地個案，6宗
輸入個案）

149人

本港疫情
最新數字

部分新增確診個案
聯合醫院2D病房群組：累計21宗確診

•38歲女（第8848宗），居深水埗大南街
184號，上月28日發病

佛教醫院A5N病房群組：累計3宗確診

•83歲男（第8852宗），居黃大仙香港聖
公會護養院，上月30日發病

元朗錦田吉慶圍：累計5宗確診

•74歲男（第8869宗），上月31日發病
•39歲女（第8886宗），上月31日發
病

•32歲男（第8887宗），無病徵
•28歲男（第8888宗），

上月29日發病

資料來源：
衞生防護中心

新年香港需要做好的三件大事
告別了2020年，揮一揮衣袖，不

帶走一絲眷念。過去的一年，香港好
不容易走出黑暴陰霾，世紀疫情又不
期而至，至今仍在疫情第四波中掙
扎。毫無疑問，抗疫、振興經濟、維
護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寧，成為未來一
年香港社會必須做好的三件大事。

新年元旦，香港錄得42宗新增確
診個案，有關數字較早前明顯減少，
但仍然維持雙位數，情況未許樂觀。
好在全球開始有疫苗供應，特區政府
訂購了足夠的疫苗供市民免費接種，
而首批100萬劑疫苗月內抵港，香港抗
疫已現曙光。

疫苗被視為克制新冠病毒的最後
武器，但也要看到，接種工作無法一
蹴而就，要完成全港市民接種，最快
是暑假期間，這意味未來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內，抗疫仍然是香港的頭等大
事，決不能因為即將有疫苗而產生絲
毫懈怠心理。特區政府需要繼續努力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市民也要

全力配合政府抗疫，做到不留死角，

堵塞漏洞，唯有眾志成城，才能早日
實現 「清零」 目標。

另一方面，有疫苗不等於萬事大
吉。首先，疫苗運輸、保存及安排市
民接種的優先次序，都需要細緻的工
作；其次，並非人人願意接種。香港
社會存在相當濃厚的崇洋媚外心態，
以為外國月亮一定圓，對國產疫苗則
抱有偏見，所謂 「成效低、風險高、
不可靠」 的說法儘管毫無科學根據，
但仍有一定的市場，攬炒派也會添油
撥火。針對疫苗被 「政治化」 的問
題，特區政府需要多加解釋，必要的
時候官員更要以身作則。事實上，各
國都是領導人及衞生官員率先接種疫
苗，儼然成為 「國際標準」 。

疫情之下，香港鬧市吉舖處處，
而每一個關閉的舖頭，都意味着有人
失業甚至破產。香港經濟已連續5季負
增長，失業率攀升至十年高位，若非
有抗疫基金 「吊鹽水」 ，失業問題只
會更嚴重。疫情也加劇了貧窮問題，
最新數據顯示香港有近149萬人生活在

貧 窮 線 下 ， 真 正 是 「5 個 港 人 1 個
窮」 。疫情不僅是公共衞生危機，也
是深刻的社會危機，處理得不好，可
能演變成政治危機。

一言以蔽之，振興經濟、改善民
生也是香港的當務之急。香港的幸運
是，內地成為全球唯一錄得經濟正增
長的大型經濟體，香港只要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契機，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加入兩個 「循環」 ，香港
經濟一定能從谷底回升。

隨着香港國安法在去年落實，街
頭暴力、議會暴力不復見，但撥亂反
正的工作千頭萬緒，任重道遠，包括
教育改革、司法改革、審判黑暴分子
等。除夕這天，終審法院作出裁決，
剛獲保釋九天的黎智英重新被鎖上手
銬，以國安法重犯身份被送回羈押
所，這被視為送給香港的新年禮物。
回歸二十多年的事實證明，全面準確
理解國安法，嚴格落實國安法，才能
為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奠定堅實的基礎。

天下圍中？別作夢了！

龍眠山

中歐簽定全面投資協定，互相開
放投資市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女士在推特寫道： 「後疫情時代，
世界需要一個強大的歐中關係，以建
立美好的未來。」 然而，這個 「美好
未來」 不關美國人的事。

被中歐撇到一邊的美國氣壞了。
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表示，美國兩黨
和美國政府都對歐洲在美國新政府上
台前夕，就着手制定新的投資協定
「感到困惑和震驚」 。他批評歐盟無

視大西洋關係，急於與中國合作。
美國對中歐合作惱羞成怒，原因

不難理解。在狂妄自大的美國人眼
中，歐洲只是美國的小跟班，沒有美
國的認可，歐洲人絕對不能自作主
張。再說，美國正全力推行與中國
「脫鈎」 政策，也要求歐洲一道與中

國 「脫鈎」 。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拜登
日前也出聲，要求與歐洲協調對華立
場，實際上是企圖阻止中歐簽訂協
議。然而，這次歐洲表現出勇氣，堅
決與中國簽約，表現出很強的自主傾

向，打破了美國的 「圍中」 及 「脫
鈎」 計劃，難怪美國反華政客氣急敗
壞、恨恨連聲了。

其實，歐洲人很清楚，不管美國
如何阻撓中國崛起，終將徒勞無功，
因此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掀起的瘋狂反
華浪潮中，歐洲明智地與美國保持距
離。尤其是後疫情時代，歐洲百廢待
興，要恢復經濟，不靠全球大型經濟
體中唯一正增長的中國，難道靠深陷
疫情泥沼的美國嗎？用句廣東話來
說，歐洲人將來 「食粥還是食飯，靠
晒中國」 了，默克爾大媽相約靚仔總
統馬克龍今年訪問中國，足見對歐中
關係的重視。

一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美國反華是為
了保住自己的老大地位，歐洲聯華則
是為了振興自己的經濟。這個世界是
現實的，香港攬炒派至今認為美歐一
體，幻想 「天下圍中」 ，該醒醒了！

#10 加在何柏良稿後

▲一名59歲男確診者元旦下午1時57
分於瑪麗醫院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