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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醫護願打針 對科興較有信心

醫護誠信同行、香港西醫工會、香港
牙醫學會、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及
香港女醫生協會在本月7日至14日期間，以
電子問卷訪問930名醫護人員。醫護誠信同
行主席林哲玄表示： 「調查顯示醫護人員
對疫苗的信心，希望這個正面消息令更多
市民支持疫苗接種。疫苗總體來講是安全
的，也是將疫情壓下去的重要手段。」

社區中心由護士注射
調查顯示，近八成人願意接種新冠疫

苗，5%不願意接種，17%懸而未決。在疫
苗類別選擇上，約六成受訪者表示選擇科
興滅活疫苗，兩成人選擇復星BioNTech疫
苗，一成人選擇阿斯利康疫苗。西醫工會
主席楊超發估計，較多醫護選擇科興疫
苗，是因技術較成熟，他表示： 「醫生看
例證實證的醫學，科興滅活疫苗用傳統做
法，信心比較大，平時注射的流感針都是
滅活疫苗。」

另外，調查顯示約六成醫護人員願意
在政府即將設立的18區社區疫苗中心提供
服務，只有少部分醫生願意免費服務，較
多醫生期待約1000元時薪，較多註冊護士
期待約300至600元時薪，登記護士期待約
300元時薪。調查亦顯示，約七成私家醫
生、兩成私家牙醫表示願意在其診所為市

民提供接種服務，當中逾八成人希望在診
所提供科興滅活疫苗。

楊超發透露，社區中心的注射將由護
士進行，另有醫生在場監察。工會計劃投
標兩個社區中心，另邀護士為市民接種疫
苗，具體招標會在這兩周內進行。林哲玄
說，美國近百萬人接種疫苗，僅10多人出
現過敏；呼籲市民無須太過擔心，比起接
種疫苗出現的副作用，感染新冠肺炎的後
果會更嚴重，希望市民盡快接種疫苗。

市民初期需網上預約
另外，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政府正與第四間疫苗供應
商商討採購事宜，目前正等對方提供數
據。由於已簽訂保密協議，因此未能透露
是哪間供應商，但就指不是內地的國藥疫
苗。疫苗接種計劃委員會成員曾浩輝表
示，市民初期要在網上預約接種疫苗；中
期則不排除可不用預約。

本港快將展開新冠疫
苗接種計劃，醫護誠信同
行、西醫工會等五個醫護
組織聯合進行的最新調查
結果顯示，近八成醫護願
意接種新冠疫苗，約六成
人表示會選擇科興滅活疫
苗。

醫生：染疫後果比疫苗副作用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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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跨境司機先接種 保供港物資穩定
疫情下為保證供港物資能保

持暢通，工聯會物流及交通行業
委員會希望所有交通運輸從業員

可以優先接種疫苗。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
手表示，由於跨境司機現時必須一日往返兩地，並

不准在內地過夜，令不少司機回港後要 「瞓車頭」 ，
措施苛刻令不少司機選擇辭職，恐怕持續下去會令
香港供貨受影響；的士及鐵路業界則認為行內人士
需接觸大量乘客，接種疫苗可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
員安全。

助兩地運輸恢復正常
陳迪手表示，疫情下本港跨境司機數量急劇下

跌，由原本的1.3萬人跌至現時不足1萬人。由於內
地對香港貨車司機的限制不斷加緊， 「幾乎日日都
變」 ，而且跨境司機必須一日往返兩地，又不可在
內地過夜，逾3000名長居內地、在港並無居所的香
港司機只能選擇在港 「瞓車頭」 甚或 「瞓街」 ，條
件苛刻令大量司機選擇家庭放棄工作。他擔心長久
下去，會影響香港貨物供應，希望跨境司機可以優
先接種疫苗，恢復正常兩地運輸。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
永富則指，現時在崗的機場員工共有六
萬人，由於空務員目前無須檢疫，外國
變種病毒亦相當驚人，機場無疑是香港
的防火牆，他希望機場員工可以優先接
種疫苗。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兆華及
鐵路專業人員工會主席林偉強都認為，業
界員工需要接觸大量乘客，而且工作地點移動
範圍廣，接種疫苗可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員安全。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主席蘇柏燦、物流從業員
工會理事長林錦儀、香港海員工會秘書長黎啟穗、
民航工會秘書長葉偉明表示，希望政府能夠為運輸
及物流業界制定一套優先而方便的疫苗接種策略，
令香港經濟快速重啟。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有調查發現，香港大部分醫護人
員對接種新冠疫苗有信心。圖為近
期內地醫護人員接種新冠疫苗。

新華社

18區社區疫苗中心
採用包場制營運

發起此次問卷調查的五個醫護組織接
受大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將以 「包場」 、
動員醫護人員等方式，參與協助特區政府

即將設立的18區社區疫苗中心。
楊超發透露，社區中心以 「包場制」 營運，計劃每個中

心有15個單位，每個單位有兩至三名護士，注射由護士進行，
每個中心亦有約兩個醫生在場監察情況。

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郭寶賢估計，復星BioNTech
疫苗會在社區中心提供，因該疫苗保存要求高，相較於私家
診所，集中在社區中心更易操作。

楊超發又表示，香港西醫工會將投標兩個社區中心，具
體招標則會在這兩星期內進行；香港牙醫學會會長曾憲紀透
露，學會有意投標一個社區中心；林哲玄稱醫護誠信同行將
尋求與慈善團體合作；郭寶賢、香港女醫生協會會長余詩思
均表示將動員會內醫護人員參與其中。

動員醫護

人手流失

▲工聯會希望交通運輸從業員可以優先接種新冠
疫苗，這有助解決人手流失問題。

▲約六成願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會
選擇科興滅活疫苗。

▲譚耀宗表示，希望國家考慮盡
早供應一些國藥疫苗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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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不知今夕何夕擊敗新冠疫情 唯有作戰模式

龍眠山

國安法鎮妖除魔，還香港以安
寧，讓唯恐香港不亂的外部勢力絕望
且抓狂。歐洲議會通過議案 「譴責中
國打壓香港社運人士」 ，無理要求釋
放黃之鋒、周庭等嫌犯，還威脅要制
裁內地及香港的官員云云。歐洲政客
不自量力、顛倒是非，彷彿活在另一
個時空，以為香港還是殖民地、中國
仍處在大清時代呢。

在一群懵懵懂懂、不知今夕何夕
的歐洲議員中，仍不乏清醒者。歐洲
聯合左翼議員皮內達對歐洲議會一再
藉香港問題干預中國內政大不以為
然，他指出： 「香港早在二十多年前
已不是歐洲的殖民地，但議會每次都
要討論中國，而香港成為討論的藉
口，這反映議會部分黨團的殖民主義
思維，以為歐洲可以強加決定在中國
身上。」

這一席話說得太好了，擊中反華
政客狂妄自大、不通時務的要害。如
今已是2021年，但那些人的思維還停
留在歐洲殖民全球的十八、十九世

紀，渾然不覺香港早已回歸中國，連
曾經殖民香港的英國也已脫歐，歐洲
議會憑什麼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正
當之舉說三道四？

然而，歐洲政客除了自欺欺人地
站在 「道德高地」 ，唾沫橫飛叫囂
「制裁」 ，逞口舌之利，還有其他的

什麼厲害招數嗎？還能組織八國聯
軍，將不平等條約強加在中國身上
嗎？還能向中國賣鴉片、將香港變回
自己的殖民地嗎？

歐洲議會吃飽了撐的慌，老拿香
港說事，說到底就是接受不了中國崛
起、香港回歸、歐洲衰落的事實，羨
慕嫉妒恨。所謂譴責決議案，也許可
以讓歐洲政客們回味早已逝去的美好
時代，就好像可憐的阿Q，以 「老子
祖上也闊過」 來自我安慰。

但過去的時光喚不回，回味永遠
替代不了現實，歐洲若敢對香港採取
制裁措施，就必然遭到中國的反擊，
讓 他 們 知 道 手 伸 得 太
長，隨時自取其辱。

美國改朝換代，在很多方面作出
重大調整。拜登上任首日就將抗疫當
成第一要務，推出多項抗疫政策，包
括全民戴口罩、強制檢疫、決心上任
百日實現一億人接種疫苗等，他向美
國人承諾以 「全面戰爭」 模式應對疫
情。美國覺今是而昨非，對病毒 「宣
戰」 ，對香港特區政府及市民可有一
些觸動？

美國是全球第一強國，科技實力
超班，然而自詡 「打遍全球無敵手」
的美國竟淪為小小新冠病毒的手下敗
將。美國殁於疫情者已達到42萬人，
超過二戰陣亡人數，足見新冠病毒猛
於法西斯及國際恐怖主義並非誇張。
特朗普競選連任失敗，黯然捲鋪蓋走
人，已為抗疫無能付出代價。如今，
美國政府換人也換了腦袋，以 「戰
爭」 模式抗疫，其實是學習了中國一
年前的 「戰疫」 思維。

美國調整抗疫策略堪稱一面鏡
子，映照出中國的成功、西方的失
敗，也讓香港人百般滋味在心頭。今

日是香港抗疫一周年，如果說有什麼
經驗教訓，那就是特區政府未能做到
料敵機先，而總是追着疫情的尾巴
跑，加上攬炒派的百般掣肘，一再錯
過 「清零」 良機。

香港抗疫失利源於兩種心態，一
種是抹黑及抗拒內地抗疫模式；另一
種是雖然承認內地抗疫成功，但又認
為香港沒有內地的制度優勢，無法採
取強制措施，甚至認為 「清零」 目標
「不科學」 。在這種情況下，抗疫來

來去去就是 「限聚令」 一道板斧，香
港為此付出沉重的社會、經濟及人命
代價。最新失業率創十六年新高，且
高處未算高，也意味着三千多億元抗
疫基金幾乎打水漂。

香港仍在第四波疫情中煎熬。昨
日新增確診個案61宗，雖較之前的
「破百」 有所回落，但仍然是一個可

怕的數字。鑒於疫情沒完沒了，民間
不滿情緒上升，特區政府近日加強抗
疫措施，只要有一宗確診個案就要求
大廈全體居民強檢，下一步很可能是

實 施 強 制 「小 區 封 鎖 」 及 「禁 足
令」 。然而，面對疫情四面開花、病
毒無處不在的現實，令人擔心封鎖個
別小區強檢也已是無濟於事。

為今之計，香港必須全面貫徹落
實中央提出的 「將抗疫當作頭等大
事」 ，不能將抗疫希望完全寄託於疫
苗，更不能有 「等運到」 心態。疫情
是人類的公敵，抗疫沒有制度之分，
歐洲也好，美國也罷，還不是要回歸
大規模強制檢測的基本點嗎？全球抗
疫殊途同歸，香港沒有理由繼續故步
自封，必須拿出決心、展示魄力，調
動一切資源，以 「戰時」 思維及手段
實現 「清零」 目標。

一言以蔽之，香港經濟再也經不
起無休無止的折騰了，盼清零、盼通
關已是人心所向，這為特區政府調整
抗疫策略提供了契機。有識之士建議
參考內地禁足措施，春節期間做大型
禁足強檢，並以健康碼取代效果不彰
的 「安心出行」 ，值得特區政府認真
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