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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多三無大廈 須劃核心疫區

佐敦 「強檢小區」 18000名已接受檢測的居民
中，2220人是強檢大廈居民，超過16430人是小區
內居民自願檢測。油尖旺區內31名確診患者中，21
宗在臨時檢測中心找出，10人屬無源頭個案。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近期較多南亞
裔人士確診，昨日有17名尼泊爾人、兩名印度人、
三名孟加拉人，多為建築工人、保安員、清潔工、
餐廳員工等。至於前日失聯的五名確診患者，昨日
已聯絡到。

徐德義：聚焦式找隱形病人
昨日初步確診個案中，一人是油麻地普通科門

診的收銀處文員。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
稱，該文員居住油麻地，工作沒接觸確診病人，有
戴口罩，暫沒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該文員於1月
17日在該普通科門診檢測，初步結果陽性，當日最
後返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
會議前會見傳媒時稱，為盡快加大強
制檢測力度，食衞局實施三項新措施，包
括在油麻地和佐敦小區劃出核心區，涉及大
廈的居民都要檢測；在小區內，核心區以外的大
廈，若污水病毒監察結果呈陽性，就算無確診個
案，也要全幢檢測。

食衞局副局長徐德義昨午在疫情記者會補充，
油麻地的區域特色、居民的職業特點有較高風險，
樓宇殘舊擠迫及管理欠佳，居民喜歡社交，加上私
樓多，很難得知大廈有多少住戶，所以希望通過這
種聚焦式普查，找出更多個案。香港大學跨學科團
隊在政府資助下，會繼續在區內監測污水病毒量研
究。

至於將深水埗區列為第二個 「強檢小區」 ，徐
德義稱，因為區內大廈環境較差、屬 「三無大
廈」 ，樓宇密集殘舊及管理差，有很多潛在的環境

高危因素，而且確診個案較多。

陳凱欣：點樣先算完成檢測？
連日到 「強檢小區」 觀察強檢措施執行情況的

前立法會議員陳凱欣稱，政府在佐敦 「核心區域」
無封樓，也無封鎖高危區域，人流自出自入，更無
派專家落區視察評估風險，甚至連檢測大廈、人數
的名單都沒有，質疑政府 「點樣先算完成檢測？」
她建議先對有確診個案的大廈發出隔離令封樓，再
制定檢疫名單，確保住戶都完成檢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深水埗與佐敦
爆疫區同樣是 「三無大廈」 密集，人流高，屬高風
險傳播樞紐。他建議當局須實行 「以快打慢」 方
法，盡快安排快速而重複的檢測、盡
快追蹤個案，才能趁帶病毒的人未
發病前 「撈到」 ，將之送往隔離檢
疫，否則疫情仍很有機會反彈。

油尖旺區繼續是全港
爆疫重災區，本港昨日新
增5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中，油尖旺區佔31宗，
當中15宗來自佐敦 「強檢
小區」 ，6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也有逾半與油尖旺區相關。政
府昨晚表示，佐敦 「強檢小區」
內有超過18000名居民已接受
檢測，但無交代已檢測人數佔
居民總數比率。針對區內三無
大廈問題，政府在 「強檢小區」
再劃出 「核心區」 ，希望加大
強制檢測力度。

全港增56確診 油尖旺佔逾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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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立法會今日起一連
三天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林鄭月
娥昨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交代施政
進展。她提到，由國家一力承擔興
建、位於亞洲博覽館的臨時醫院今日
（20日）正式竣工，預計啟用後可提
供能容納820張病床的負壓病房。她
表示，全力抗疫仍是特區政府目前的
首要工作。在中央支持下，本港已大
幅增加檢疫和治療設施。政府會加倍
努力爭取早日達至清零的最終目標。

林鄭月娥說，自新一波疫情在去
年11月下旬開始，已採取多項嚴厲
措施應對。在 「外防輸入」 方面，對

經香港國際機場抵港人士的管制已大
大加強，以阻截病毒進入社區。在
「內防擴散」 方面，特區政府維持嚴
厲的社交距離措施；果斷地就特定群
組或小區或樓宇進行強制檢測；與香
港大學合作進行污水病毒監察；設立
個案追蹤辦公室加強接觸者追蹤工
作；加強執法和檢控行動等。

鼓勵更多組群應檢盡檢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表

示，特區政府已在各方面加大防疫工
作的力度，將整幢樓宇或在樓宇內有
特定風險的單位的居民撤離到檢疫中

心；重複強制檢測可疑樓宇或組群；
定期檢測如安老院舍的護理人員等較
高危群組；加強執法行動等。此外，
政府已降低需接受強制檢測樓宇的門
檻，由以往要求的找到該座大廈裏出
現四個沒有關連確診個案下降至兩
個。近日針對油麻地和佐敦一帶的強
制檢測，更下降至如果檢疫小區內有
任何一幢樓宇有一個確診個案，整幢
樓的住戶均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除強制檢測外，政府亦鼓勵更多
組群應檢盡檢，目前涵蓋的範圍已包
括30多萬名外籍家庭傭工、50多萬
名建造業界工人，以及一些速遞員。

疫情焦點
•中九龍幹線群組：新增一宗確診，累
計37宗確診

•油麻地普通科門診：一名收銀處文員
初步確診

•沙田醫院：一名從事人力資源的文職
員工初步確診

•柴灣峰華邨曉峰樓：再多一宗確診，
一宗13室單位初步確診，全幢13室
住戶須撤離

•衞生署大埔王少清牙科診所因為有一
名確診患者於1月15日應診接受治
療，今日關閉，診所職員聯絡已預約
人士另作安排

•東區醫院兩名確診患者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本港疫情最新數字
染疫總數*

單日新增*

累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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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人人
56宗

（55宗本地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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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成黎智英會客室？擴大強檢是抗疫根本之策

龍眠山

壹傳媒老闆肥佬黎，真箇威風！
儘管涉違反國安法重罪而還柙待審，
但監獄高牆似乎擋不住其呼風喚雨，
幾乎日日有攬炒派政客以 「探監」 名
接 「聖旨」 ，作派令人吃驚。

昨日是黎智英第二度還柙的第20
天， 「佔中三丑」 之一陳健民及民主
黨前議員尹兆堅聯袂到赤柱探望肥佬
黎，兩人事後拒絕回答記者提問，相
信他們 「密密斟」 決非什麼好事。
陳、尹數日前曾去荔枝角羈押所探
監，未料當天肥佬黎已被送至赤柱監
獄，撲了個空。當時兩人顯得相當失
落，亦因此有了昨日的再探望之舉，
補上 「忠心」 。

自去年除夕黎智英被法庭裁決再
度羈押以來，攬炒派政客爭先恐後前
往監獄 「朝聖」 ，林卓廷、黃浩銘、
李柱銘、何俊仁、李永達、劉慧
卿……走馬燈似的。早前肥佬黎獲准
保釋的日子裏，黎府更是門庭若市，
根本不把抗疫 「限聚」 放在眼內。

肥佬黎日前放言，他視羈押為

「度假」 ，這並非故作瀟灑，而是真
情流露。不論是自由身，還是身繫囹
圄，肥佬黎作為攬炒派總舵主的江湖
地位都堅如頑石，令馬仔們唯唯諾
諾，其頤指氣使，其威風顯赫，唯
「教父」 才可比擬。

肥佬黎在攬炒派中享有至高無上
的地位，既是用黑金堆砌出來，也是
外部勢力加持的結果。在香港，有哪
位攬炒派政客敢說沒有收過肥佬黎的
好處？又有哪一位政客能像肥佬黎那
樣，竟能被美國副總統彭斯稱為 「英
雄」 ，被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點名」
要求釋放，而英國外相拉布為了他更
不惜冒着干預香港司法之名，大放厥
詞。

事實證明，肥佬黎是外國勢力在
港利益總代言人，也是香港亂象之源
頭，至於那些心甘情願聽命於他、將
羈押所當成 「朝聖」 地的攬炒派，也
決非什麼好貨色。這些人沆瀣一氣，
狼狽為奸，也只有香港
國安法才能斬妖除魔。

香港爆發疫情就快一周年之際，
特區政府公布最新失業率為百分之六
點七，創十六年新高。若疫情無法得
到遏制，失業率勢必高處未算高，超
過當年 「沙士」 的最困難時期並非不
可能。特區政府是時候審時度勢，拿
出魄力，痛下決心，真正將抗疫當成
「頭等大事」 來抓，當成 「戰爭」 來

打，否則，香港無休止消耗下去，將
是攬炒派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第四波疫情特別漫長，市民盼
「清 零 」 、 「通 關 」 盼 到 「頸 都

長」 ，到頭來一次比一次失望。鑒於
確診個案近日再度 「破百」 ，特區政
府加強抗疫措施，實施 「小區封鎖」
及擴大強檢，繼油麻地後，深水埗昨
日成為第二個強制檢疫區。擴大強測
完全有必要，但從落實情況看，似乎
仍有不少漏洞。

例如所涉大廈的居民需要強檢，
但樓下商舖工作人員則不必，如此做
法令人費解：這些人員與周邊人群接
觸更多，憑什麼認為他們沒有被感染

的風險？如果並非區內所有人都納入
檢測範圍，強檢還有什麼意義？

同樣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說是
「封 鎖 小 區 」 ， 其 實 未 見 「封 鎖

線」 ，街頭只有少數警員駐守。現場
所見，有關大廈內仍然有人進進出
出，同平時沒有多少分別，隨時有感
染者走出區外傳播疫情，哪怕一個漏
網之魚，也足以造成幾何級的效應。
這樣的 「封鎖」 ，與市民想像中的大
相徑庭，與內地小區檢測的嚴格相比
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正是由於過去一年來香港在抗疫
方面的漏洞，造成疫情社區爆發，如
今已是遍地開花，也遍及各行各業，
僅在個別小區推行強制檢測明顯不足
夠，難以阻止疫情惡化。正如輿論一
再指出，要切斷傳播鏈，唯有推動全
民檢測一途，這也是中央當初支持香
港擴大檢測的初衷，可惜，全民檢測
最終 「縮水」 為社區檢測，遺下後
患。

有人擔心全民檢測耗時長，還需

要禁足令配合，香港經濟承受不了。
這其實是誤解。內地多個城市已實施
全民檢測，譬如石家莊市只用四天完
成，個別城區更檢測了多次，以香港
的人口規模計，全檢最多一周時間。
雖然說，全民檢測期間，商業活動基
本停止，但長痛不如短痛，相比疫情
無休無止，拖足整整一年都無法控
制，哪一個損失更大？

好消息是香港春節後將有疫苗供
應，這被視為 「清零」 的最後希望。
但令人憂慮的是，香港人接種疫苗的
意願不高，有調查顯示目前僅四成市
民願意接種，這與必須七成接種才能
達成集體免疫效果存在巨大差距。香
港抗疫面對嚴峻局面，如果既不能推
動全民檢測，又無法說服大多數市民
接種疫苗，結果是兩頭不到岸，看不
到戰勝疫情的曙光。

市民坐困愁城已一年，耐性已幾
乎消磨殆盡，而以香港目前的經濟衰
退、民生困苦，也不能繼續這麼折騰
下去了。

佐敦疫區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