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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韻樓強檢 居民抱怨排長龍
政府收緊強制檢測標準後、首兩批共

43幢強檢大廈的檢測限期，今晚屆滿，居
民若逾期未完成測試，可被罰款5000元。
不過，在強檢名單上的深水埗富昌邨富韻
樓，昨日在 「死線」 前一天才開設流動採
樣站，大批居民趕往檢測，有人抱怨安排
倉卒，現場一度 「打蛇餅」 。檢測承辦商
透露，前晚才接獲政府通知臨時補上。

有議員和專家建議政府，增聘人手協
助，並安排紀律部隊協助登記，由退休醫
護人員幫手抽檢等，並建議酌情將強檢期
延後一兩天，方便市民。

原有承辦商甩底最後一日才設採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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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近一年，政府每日舉行的疫情記
者會，今日起改為網上形式舉行，
參與的傳媒若要提問，暫時只能以

文字訊息發出問題。政府表示新安
排是出於防疫考慮。

衞生署昨日表示，為了在衞生
防護中心大樓有效落實社交距離措
施，盡量減低新冠肺炎傳播風險，
由今日起，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將
以視像會議軟件，在網上舉行簡報
會，交代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

網上簡報會維持於下午四時半
舉行，每家傳媒機構最多可派出一
名代表參與網上簡報會。為使簡報
會運作順暢，傳媒代表需以文字訊
息提問，暫未能接受語音訊息提
問，問題如有重複，會以綜合回應
的方式處理。政府新聞處會繼續在
網上直播簡報會。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元朗
錦田吉慶圍過去五日接連有七人確診，衞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
示，該七名患者屬同一家人。就圍村村民
希望強制檢測，張竹君稱村屋與屋邨不
同，需視乎房屋分散及共用設施程度，確
定需否強制檢測。

吉慶圍確診七人包括五男兩女，年齡
介乎4歲至74歲，最先中招的26歲男子
（第8711宗），屬無源頭個案。大公報
記者前日實地採訪，獲悉確診的是尼泊爾
家庭，住在吉慶圍外一間丁屋的兩層。

張竹君昨日稱，有關確診者是一家
人，計算為同一單位，相信在家傳播的機
會大，暫不納入強制檢測名單。她稱村屋

單位分布較散，與共用電梯及設施的屋邨
不同，村內若有多人確診，則要考慮患者
居住單位之間距離是否很緊密，不可一概
而論。

政府設網站供下載檢測紀錄
另外，市民接受衞生署、醫院管理

局、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服務後，於12月
31日下午二時半後起收到的陰性檢測結果
通知，可在電子檢測紀錄系統，輸入身份
證號碼及樣本瓶編號，下載自己的檢測紀
錄。政府稱，將向私家化驗機構簡介該系
統，讓市民可在私營機構檢測後也可下載
電子檢測紀錄。

相關網址：www.evt.gov.hk

吉慶圍七宗確診 屬同一尼泊爾家庭疫情記者會今起改網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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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檢測名單，今日檢測限期屆
滿，但供居民檢測的流動採樣
站昨日上午才開始運作，高峰
期有逾百人輪候採樣。有居民
不滿採樣站在強制檢測截止前
才增設，認為安排混亂。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下午
到富韻樓採樣站視察安排。

富韻樓流動採樣站設於
大廈對出的籃球場，設有六個
檢測點，昨、今兩日早上十時
至晚上八時運作。昨晨十時
前，已有近50人排隊等候，
採樣站開放後，趕往檢測的人
數不斷增加，人頭湧湧，逾百
人 「打蛇餅」 輪候，警員在現
場協調。

有富韻樓居民稱，趁昨
日假期趕往檢測，避免今日返
工要請假， 「你知道現在這環
境，有工開已經很好，還要請
假？」

檢測人潮於下午逐漸回
落，居民無需輪候，可直接進
入。居民曾太說，在強制檢測
公告發出當日，已立即到鄰近
西九龍的檢測站做檢測，因為
「驚多人做，趕唔切」 ，得悉
樓下開設流動採樣站後，又再
檢測一次。她認為 「安排好混
亂，呢度一早就應該要有得畀

人測，咁就
唔使去到咁
遠測啦」 。
大公報記者

吳嘉鈴

▲吉慶圍確診的七人，據悉是來自尼泊
爾的家庭，住在吉慶圍外一間丁屋的兩
層樓中。

▲由今日起，衞生署及醫管局將在網
上舉行簡報會。圖為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富昌邨富韻樓昨日在 「死線」 前一天才開設流動採樣站，大批居民趕往檢
測，現場一度排長龍。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吳嘉鈴

昨日再多兩幢大廈被列入強檢名
單，分別為深水埗元州邨元盛樓、將
軍澳翠林邨輝林樓，任何於上月21日
至本月3日期間曾逗留逾兩小時的人，
須於後日（6日）前接受檢測。而深水
埗華寶樓、元朗水邊圍邨泉水樓、將
軍澳日出康城領凱Almond Blossom
（9座─左翼），強檢限期明日（5
日）屆滿。

檢測量龐大 職員無假放
首兩批43幢今天強檢 「死線」 屆

滿的大廈中，深水埗富昌邨富韻樓附
近昨日才開設流動採樣站，大坑東邨
東海樓更要到今日才開設流動採樣
站。據了解，富昌邨原本涉及的承辦
商，人手嚴重不足，難在短時間內聘
請人手，政府臨時找來另一間承辦商
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協助。事件反
映現有檢測能力與安排未能跟上抗疫
需求。

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
寶昨日回覆《大公報》查詢，承認上
周六晚接獲政府求助後，立即調派人
手，迅速在翌日上午開設流動採樣
站，昨日運作大致順利，截至昨日傍
晚初步統計，已為1200多人完成測
試，佔富韻樓2000名居民的60%。

疫情持續，黃利寶坦言，面對龐
大又頻密的檢測量，部分職員自第四
波疫情於11月爆發以來，無放過一天
假期，他自己在冬至、聖誕節假期也
要上班，回家後匆忙吃飯，有時甚至
只吃即食麵，形容現階段 「抗疫為
先，不是慶祝節日的時候。」

43幢強檢大廈涉及居民估計逾五
萬人，政府前晚公布，截至前日下午
五時，累計超過35000人，即近60%
居民已經檢測。政府昨日未透露完成
檢測居民的最新人數。

根據法例，受強檢影響人士若在
限期前未遵從檢測，即屬犯罪，可被

處定額罰款5000元，並被發出強檢
令，若仍不遵從，可被處罰款25000元
及監禁六個月。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
帆認為，政府應給予酌情，延長多一
至兩日，根據實地觀察，部分時段大
排長龍，源於出現樽頸位，例如登記
需時，建議政府抽調紀律部隊人手協
助。

專家倡酌情延長限期
「強檢是好事，可找出隱形患

者，但時間太倉卒，並非人人不用返
工，小心演變成民怨！」 食物及衞生
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支持延長檢疫期
限至最多七日，檢測站若出現人手不
足，政府應提供協助，增撥人手。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
政府可向退休醫護人員招手，甚至培
訓增加檢測人手。他支持酌情延長限
期兩、三天，料對整體結果影響不

大。
食衞局昨晚回覆大公報查詢時，

並無回應會否延長強檢期，只稱現已
有多種免費檢測途徑，深水埗區有三
個採樣站，亦有白田社區檢測中心，
民政處有提供免費接駁巴士，接載部
分與採樣站距離較遠的大廈居民、長
者或特殊需要人士到白田社區檢測中
心。

▲長沙灣社區中心外，亦有不
少當區居民到場檢測。門外排
起了長長的人龍。 中新社

今年經濟復甦難樂觀春運潮響警鐘 盡快清零不能鬆

韋 金

在創新發展、擴大內需等國策利
好下，今年香港經濟有望出現轉機，
但疫情變化與外圍因素難測，隨時出
現變數。

財爺昨日在網誌指出，今年經濟
預期恢復正增長，扭轉過去兩年負增
長的局面，但復甦速度和力度取決於
多個內外因素，其中疫情是最關鍵的
變數。言下之意，今年香港經濟復甦
不確定性仍多。

事實上，為了嚴控新冠肺炎疫
情，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還需實施一
段時間，企業經營、就業市場都不可
能在短期內有明顯改善。在去年低基
數效應下，估計今年香港經濟可錄得
溫和增幅，但要返回疫前經濟總量水
平，可能性極小。

更重要的是，歐美等發達國瘋狂
放水應對疫情衝擊，已出現嚴重後遺
症，一方面導致債務迅速膨脹，危機
正在加劇；另一方面則衍生資產泡沫
處處，由此產生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對香港以至全球經濟復甦與金融穩定

構成嚴重威脅。
因此，財爺在網誌中直言： 「我

們都希望今年經濟可以從疫情中恢復
過來，但現實是仍然潛藏不少風險，
必須保持警惕。」

令人不安的是，發達國實施擴張
性財政政策，估計涉資超逾十萬億美
元，引發大量閒資湧向股市，結果造
成歐美股市在經濟嚴重衰退下仍迭創
新高的畸形現象，與實體經濟嚴重脫
節，正形成超級大泡沫。

事實上，全球資金氾濫，泡沫處
處，就連沒有政府機構作出信用保證
的虛擬貨幣比特幣，在過去一年暴漲
三倍多，從中反映市場瘋癲程度，看
來距離泡沫爆破日子不遠了。

踏進2021年僅數天，市場開始聞
到燶味，當心飛出黑天鵝，觸發資產
泡沫連環爆破，已受到疫情重擊的全
球經濟，恐怕難以承受另一場金融危
機。香港要如何自處，值得全社會深
思。

踏入新一年，抗疫難言放鬆。連
日來市民趁假期聚集，增加了病毒傳
播機會，恐再現新一波感染高峰。另
一方面，大批港人經深圳灣入境深
圳，出現罕見的 「春運潮」 ，為內地
抗疫增加沉重壓力。現實不容樂觀，
抗疫絕不能有絲毫放鬆，必須採取更
嚴密的防控措施，否則情況或會不斷
惡化。

本港昨日新增四十一宗感染，不
明源頭個案十六宗，兩個數字皆為近
期較低水平。但這並不意味着疫情會
按整體曲線而自動降至 「零」 。實際
上，聖誕節及新年期間，大批市民外
出，鬧市摩肩接踵、郊野公園人滿為
患，增加了感染機會。按以往經驗，
數字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周內得到體
現。香港似乎又將進入一個新的 「收
緊、放鬆」 疫情循環。

市 民 抗 疫 疲 勞 、 希 望 「 唞 啖
氣」 ，完全可以理解。但香港遠未到
可以真正 「唞氣」 的時候。不斷出現
的大型感染群組，以及大量源頭不明

的個案，說明社區傳染的危險性仍未
真正降低。僅以防疫措施而言，仍未
真正全面 「到位」 ，而自願檢測的數
字仍然處於極低的水平。按這種趨
勢，要想達到 「清零」 目標，很可能
是可望不可及之事。

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不少人都認
為，最快本月底就有疫苗運到，到時
「天就光晒」 、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

而解。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即便未
來疫苗全部到位，但要全體港人都接
種完畢，也需要最少半年時間。更重
要的是，許多人根本就不願意接種，
甚至對最安全有效的內地疫苗抱以排
斥態度。一旦做不了全民接種，就會
如同去年社區檢測計劃一樣，功敗垂
成。疫苗只能算是抗疫的一種手段，
關鍵還是要靠持之以恆的有效抗疫舉
措。做不到全民檢測、不願犧牲部分
私隱以配合抗疫，過去十一個月的努
力，恐將前功盡棄。

連日來，大批市民入境深圳，這
除了是要趕在農曆新年之前做好返鄉

隔離準備，同時也是對香港抗疫失效
的 焦 慮 回 應 。 罕 見 的 港 人 「春 運
潮」 ，折射出香港抗疫政策背後的連
串問題，但更令人憂慮的是，大量港
人回內地，不可避免增加了內地尤其
是深圳的抗疫負擔。就在兩日前，深
圳就驗出一宗香港輸入的無病徵感染
個案，其他城市也都有類似香港輸入
個案。將心比心，如果情況對調，香
港是否願意承擔這些額外的壓力？香
港只有做好防控，才不會拖累內地的
整體抗疫大局。

如果從去年一月底開始算起，抗
疫已近一整年時間。一波又一波的疫
情，一輪又一輪的抗疫措施，原本擁
有良好條件與基礎的香港，卻始終無
法控制住疫情，箇中問題，難道不值
得反思？疫苗固然是戰勝疫情的希
望，但絕不能將所有希望寄託於此，
政府的抗疫措施須更果斷堅決。按部
就班不可能迎來 「疫情拐點」 ，只會
出現更嚴重的疫情。

特 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