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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除罩食飯一傳四 瑪嘉烈爆疫

瑪嘉烈醫院爆發源頭是一名66歲患骨
髓瘤的女病人（第8937宗），本身住在深
水埗一幢被列入強制檢測的大廈。她12月
28日到病房做化療，逗留五個半小時。她
曾經發燒，但檢查發現無其他病徵，之後退
燒，病人元旦不適，最後確診。當局發現患
者有家人之前確診。

袁國勇昨日到瑪嘉烈醫院日間中心內
科病房視察。與醫院所有感染控制人員見
面，並走入病房了解如確診者坐過位置，進
食安排等；又向工程師查問病房換氣速度，
以及觀察空氣流動情況等。他認為，今次很
大機會是病人在病房內脫下口罩約半小時用
膳期間，將病毒經空氣短距離傳播予附近兩
名病人及兩名醫護，而確診女子相信是將病
毒由社區帶到醫院， 「醫院附近有九幢疫
廈，社區疫症壓力非常大。」

專家倡求醫者須先檢測
事件導致兩名同房病人、一名醫生及

一名護士初步確診，27名醫護及55名病人
需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當中八名醫護及23
名病人被列緊密接觸者，需接受檢疫，連同
兩名陪同病人入病房的市民，以及與初步確
診醫生及護士有接觸的七名員工，亦需一併
安排檢疫。

袁國勇稱，由於女病人CT值為17，代
表病毒量甚高，不排除更多人染疫。為免事
件重演，袁國勇建議，醫管局規定所有到日
間內科病房求醫病人，須接受病毒測試，證
實無感染才能進入病房。如病人求診時出現
發燒等徵狀，應安排到監察或負壓病房接受
治療。另外，盡量縮短病人在病房逗留時
間，如診症時間改為上午或下午，讓病人在
家用膳，避免在醫院除下口罩；若真有進食
需要，建議為病人提供如三文治或餅乾等輕
食，縮短除下口罩進食時間。

增三人不治 累計153死
另外，將藍隧道群組昨日新增11宗確

診，累計12人確診。張竹君表示，確診人
士涉及的工種包括搭棚、防水、雜工、釘
板，他們來自三個不同公司，不是共用一個
更衣室，故不同組之間可能有隱形傳播鏈，
已建議地盤全體停工並接受強制檢測。

本港昨日亦再多三名確診者離世，累
計153名患者離世。患者包括瑪嘉烈醫院一
名75歲女病人，住在深水埗秀怡閣，上月
20日開始發病，四日後因發燒入院確診，
延至周日晚上離世。另外屯門醫院，兩名分
別79歲及81歲男病人，上月初入院後確
診，延至昨晚離世，其中一人屬跳舞群組。

本港昨日新增53宗新冠肺炎確診，
43宗屬本地個案，其中六宗源頭不明。
瑪嘉烈醫院出現小型爆發，一名到過
內科日間病房治療的病人日前確診，
四名醫護人員及病人昨日亦初步確診，
30多人要隔離檢疫。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估計，病毒
是由社區傳入醫院，相信確診者是在
病房除下口罩進食時播疫，不排除更
多人受感染。政府刊憲，要求上月28
日至昨日，曾在瑪嘉烈醫院E座地下內
科日間病房逗留的人，周四（7日）前
須接受強制檢測。

兩醫護兩病人中招 逾30人須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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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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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8人
53宗

（45宗本地個案，10宗輸入個案）

153人

本港疫情最新數字

美式民主 天下笑話

龍眠山

美國大選早已塵埃落定，根據程
序，1月6日美國國會確認拜登當選，
1月20日拜登入主白宮。然而，特朗
普至今不認輸，也不打算捲鋪蓋走
人，他還在為 「翻盤」 作最後努力。
如何 「翻盤」 ？就是 「製造」 選票，
助其自圓 「贏了選舉」 的夢。

美國傳媒公布一段錄音，上周六
特朗普致電佐治亞州共和黨籍的州務
卿，告訴對方 「我只是需要搞到
11780張選票」 。為此他軟硬兼施，
一方面乞求對方 「開啟重新點票」 ，
另一方面威脅若不從命，將面對 「法
律後果」 。事實上，在特朗普的要求
下，佐治亞州選票共點了三次，結果
都是拜登贏。特朗普如今要求州務卿
幫他搞到11780票，即是比拜登多1張
選票，以求推翻選舉結果。如何才能
搞到這1萬多張 「額外」 的選票，特
朗普沒有明說，但除了作弊，還會有
其他的方法嗎？

特朗普大聲抱怨美國大選存在
「大規模舞弊」 ，拜登 「竊取」 勝

利，然而，他本人不也企圖 「舞弊」
及 「竊取勝利」 嗎？由於多個州的重
新點票均告徒勞，60多場司法訴訟也
全部失敗，黔驢技窮的特朗普除了繼
續鼓動支持者於1月6日上街遊行，亦
支持共和黨議員阻止認證拜登當選的
程序。特朗普決心折騰到底，大家且
「剝花生」 看好戲。

在香港攬炒派眼中，美式民主是
所謂 「普世標準」 ，特朗普則是 「救
世主」 。然而，今次大選剝下美式民
主的華麗外衣，將其最醜陋最不堪的
一面暴露於人前。所謂民主是假的，
為爭權奪利而玩弄民粹及耍盡陰謀詭
計才是真的。香港攬炒派在這場鬧劇
中也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幾乎害
拜登落選的所謂 「醜聞」 ，就是肥佬
黎出資、由其洋助手MARK SIMON
親手炮製。

不管拜登最終能否順利入主白
宮，這場大選已深度撕裂美國社會，
並讓美式民主淪為全球
笑柄。

疫情焦點
•瑪嘉烈醫院EG病房群組：新增四宗初步確
診，累計五人染疫

•藍田隧道地盤（第二）群組：新增11宗確
診，累計12人確診

•葵涌華豐園取消強制檢測
•有30多宗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大公報訊】記者關據鈞報道：
疫情打殘零售業。政府統計處昨日發
表最新零售銷貨數字，去年11月的臨
時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287億元，按
年下跌4.0%，連續第22個月錄得下
跌。其中酒類飲品及煙草下跌幅度最
大，按年跌近七成。有酒類貿易業界
指出，銷售下跌主要受餐廳及酒吧禁
晚市等措施影響。零售業界調查則顯
示，近六成受訪商戶將於今年首季租
約期滿後結束店舖。

統計處數據顯示，去年首11個月
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下跌
25.3%。若單計11月份的銷貨價值，
跌幅最大的是酒類飲品及煙草，較去
年同期跌66.4%；其次為藥物及化妝

品，跌34.8%。但亦有貨品銷售逆市
上升，其中升幅最大的是新鮮蔬果，
升28.4%；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
升22.2%。

耐用消費品整體升幅達21.3%，
包括汽車及汽車零件分類、傢具及固
定裝置、電器分類及其他未分類耐用
消費品，都錄得升幅。

調查：58%商戶首季後結業
政府發言人表示，11月零售銷售

的按年跌幅進一步收窄，主要因為耐
用消費品零售商的銷售明顯上升。展
望未來，由於訪港旅遊業仍然冰封，
以及本地第四波疫情自11月後期起影
響本地消費氣氛，零售業的經營環境

在短期內仍然充滿挑戰。
有酒類貿易業界指出，由前年黑

暴起，加上去年疫情爆發，夜生活市
道極差，大幅影響酒類生意， 「做批
發的，全部都在等死；現時零售業的
問題就是市道雖然好了一點，但都沒
有辦法推到個大數，因為在家飲，飲
來飲去都係一枝起兩枝止。」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
表示，根據協會的最新調查結果，有
58%受訪會員，預計會在今年首季租
約期滿後結束店舖。

會員普遍較悲觀，認為往後的數
字仍然會相若，甚至農曆年辦年貨亦
會因為疫情下減少拜年而令生意跌最
少兩成。

零售連跌22個月 酒類煙草勁插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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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陳詠韶（文）

賀仁（圖）

看清世界大勢 把握機會成就未來
人們常用 「一元伊始，萬象更

新」 來形容新年。踏入2021年，世界
局勢 「新」 在哪裏？最近發生的幾件
大事反映了國際政治重大變化，深刻
地影響着世界的發展。香港市民需要
認清大勢所趨，主動應變，才能找準
自己的定位，掌握自己的未來。

去年12月30日，中歐達成具里程
碑意義的全面投資協定。雙方七年前
着手談判，但遲遲未有重大進展，直
至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有關談判提
速。美國全力推動與中國 「脫鈎」 ，
並脅迫歐洲跟隨，企圖營造 「天下圍
中」 的氛圍，但歐洲人有自己的利益
思考。事實上，中國僅中產就有4億人
口，超過美國總人口；新冠疫情爆發
後，中國最快走出疫情，經濟發展一
枝獨秀，趕超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
體的時間提前。歐洲要振興經濟，不
可能指望深陷疫情泥潭、自顧不暇的
美國，只能靠中國。

不少人注意到，在中歐領導人視
像會議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女士笑容滿面，協議簽定後她指出：
「在後疫情時代，世界需要一個強大

的中歐關係，以建立美好的未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歐構建的 「美好
未來」 中，美國是 「局外人」 。更令
美國人惱火的是，拜登團隊曾要求與
歐洲 「協調」 對華立場，企圖阻止中
歐靠近，但最終是適得其反，中歐趕
在拜登履新前達成協議。

去年底中國與日本、韓國、澳州
等十四國簽訂的RCEP協定，美國同
樣被排除在外，堪稱中國外交的另一
場重大勝利。中國與亞洲及歐洲在互
相開放市場方面取得突破，建成經濟
共同體，有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
將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體
系，並為國際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
慧、中國方案。美國千方百計 「孤
立」 中國，到頭來被孤立的正是其自
身，實在是諷刺之極。

中國的發展勢不可當，但沒有多
少人能想到，中國發展會如此之快。
去年初，新冠疫情爆發，武漢封城、

全國禁足，中國的抗疫模式曾遭到美
國等西方國家的嘲笑，中國外交環境
一度相當惡劣。但時間已經證明了一
切，西方國家如今也走上封城、禁足
之路，證明中國抗疫最成功。最近，
中國不少地方 「缺電」 ，不是因為所
謂 「減少進口澳州煤炭」 ，而是因為
經濟強勁復甦、接到的全球訂單太多
之故。通過這場史詩般的抗疫之戰，
中國展現了制度優勢及制度自信，世
界則通過這場疫情，重新認識中國、
重新認識世界的未來。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其重要組成部
分。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
年，在這具有非凡意義的歷史時期，
中國透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得一個
又一個勝利，重新掌握主動權，站在
了歷史的新起點。

「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
港更好！」 在變動不居的世界，香港
這艘小船只要依靠祖國，就一定能劈
波斬浪，駛向更美好的未來。

【大公報訊】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近一年，政府幾乎每日
下午均舉行 「430」 記者會，
交代疫情最新情況。政府周日
（3日）曾宣布記者會要改為
網上進行，但計劃未實行，昨
日再宣布改回實體記者會。衞
生署署長陳漢儀解釋，衞生署
一直有網上舉行記者會的計
劃，由於語音系統未能處理，
加上聽到各界的關注，決定回
復舉行實體記者會。

疫情記者會昨日改於場地
較寬敞的政府總部地下演講廳
舉行。陳漢儀表示，政府重視
發放疫情信息，一直透過每日
下午四時半記者會介紹情況。

而當局一直有研究採用網上直
播，以落實社交距離措施，特
別是衞生防護中心大樓上月出
現四名人員確診，當局因此想
盡快加強社交距離措施，參考
其他公營機構的網上發布方法
後，將疫情記者會改為網上舉
行，但聽到外界的關注，遂
「即時再研究過，回應大家的

要求，立即改回」 。
根據原本的網上疫情記者

會安排，傳媒只可用文字提
問。

陳漢儀稱，網上記者會語
音系統在即時傳譯的聲頻處理
未如理想，會在有關系統處理
好後再評估疫情記者會安排。

衞生署續辦實體記者會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韶報道：再有
寵物確診！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日表示，一隻
居於藍田的混種短毛貓，其主人早前確診，
貓隻於12月27日被送到漁護署接受檢疫，
署方為其抽取的樣本對新冠肺炎病毒測試呈
陽性反應，但該貓隻沒有任何相關病徵。

漁護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貓隻，並反覆
測試。漁護署強調，現時未有證據表明寵物
會在人類中傳播病毒，不論任何情況，都不

應棄養寵物。目前，本港共有八隻狗隻、八
隻貓隻的樣本對新冠病毒測試曾呈陽性反
應。

漁護署提醒，畜養寵物的人士需保持
良好衞生習慣，包括與動物及其物品接觸前
後需洗手、避免親吻動物，並保持家居環境
清潔衞生。如感身體不適，應避免接觸動
物。若發現寵物的健康狀況有變，應盡快諮
詢獸醫。

再有寵物中招 藍田短毛貓確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