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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欄一帶或圍封 商戶劈價求散貨
佐敦周六封區

後，市民紛紛關注
自己住處會否成為下
一個圍封強檢地區。政

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表示，油麻地果欄一帶
疫情同樣嚴峻，將密切留意大廈污
水樣本檢測結果。

有果欄商戶憂慮，一旦圍封將
無法做生意，生果減價求散貨，
兩盒日本進口士多啤梨，僅售70
元。在元朗，有居民指出，近
日多了南亞及非裔人士出
入，擔心是從佐敦過
來，讓該區成為另
一個爆疫區。

過去兩周23幢樓爆疫 密切監察污水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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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昌表示，除了佐敦一帶已封
鎖的受限區域，油麻地果欄一帶，即登
打士街至窩打老道，過去兩周最少23
幢大廈發現確診者，政府正密切留意該
區發展，及留意污水監測數據，一旦發
現呈陽性，將研究有否需要封區強檢。
環保署發言人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
政府已派員在果欄附近樓宇相關街區的
污水渠網絡，進行污水監測，但暫時未
有相關數據。

鮮果難久存 急急大平賣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果欄視察，發

現即便附近一帶爆疫，仍見有區外客前
來選購生果，市民歐陽小姐說： 「我們
專程過來買，盡快買完離開最好了，不
會逗留。」 此外，記者目睹部分販商，
在檔後拉下口罩吸煙。

昨日果欄內的水果售價非常便
宜，以日本空運士多啤梨為例，兩盒只
售70元，等同平日的半價；一大盒來
自澳洲塔斯曼尼亞的車厘子，也只售
310至540元。 「鮮果不能放久，唯有
劈價銷售！」 果商明哥表示，暫未收到
政府封區的消息，減價是由於人流減
少，擔心未能趕及鮮果變壞前賣出。

九龍果菜欄同業商會理事長張志
祥坦言，果商突然劈價，是因為擔心封
區，急於清貨，但他強調，果欄內環境
乾淨，而且不少檔販也有接受定期檢測
確保健康， 「就算之後要強檢，（果
欄）商戶也會配合，因為可以確保商客
安全！」

另外，深水埗指定檢測區包括欽
州街、大埔道、楓樹街、荔枝角道，暫

時已有12幢大廈被納入強檢。區內居
民陸先生表示，支持政府進一步加強防
疫措施，以達至清零， 「住在香港哪裏
也擔心，哪時傳染到自己都不知，應該
馬上封鎖，全面檢測！」

錦田八鄉 少數族裔人突增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何坤洲表

示，政府亦已派員到區內抽驗污水樣
本，有居民關注居住範圍，將成為下一
個圍封區，以蘇屋邨為例，區內多獨居
長者，一旦圍封，必須加強支援，不只
限於派發食物包，而是安排派飯，送到
獨居長者的單位外。

大公報記者亦到南亞及非裔人士
聚居的元朗錦田和八鄉了解情況。有住
在橫台山的長者村民鄧女士透露，近日
的確多了南亞及非裔人出入。 「星期五
晏晝最多人，真係行出行入都見到；我
個仔話嗰日夜晚仲多。唔知係咪怕我哋
報警定點，呢兩日唔係點出入，天黑先
見佢哋出嚟。」 另一名村民景叔則希望
當局 「圍封」 八鄉， 「最好圍
吓呢度，抽晒啲人出嚟。」

▲記者所見，有在果欄工作的
人休息時並沒有戴好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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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本港昨
日新增76宗確

診，72宗屬本地個案，六宗源頭不
明，另增初步確診約60宗。新增個
案中，四宗輸入個案，均為來港印
傭；四成本地個案來自油尖旺區及
深水埗區，包括15名居住在指定區
域的確診者。早前爆疫的金威廣場
逾共採集27個環境樣本，當中八個
驗出新冠病毒，包括抽氣扇、洗手
盆及地下的去水位等。

衞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指出，在72宗新增本地個案中，
23宗涉及油尖旺區，11宗為指定
範圍內，包括一宗屬油麻地德利
樓、一宗屬油麻地金田樓、一宗屬
新填地街45A號、兩宗屬油麻地仁
賢大廈、三宗屬油麻地吳松街5
號、三宗屬油麻地金威廣場。另有

六宗涉及深水埗區，當中四宗為指
定區域內，包括三宗屬深水埗桂林
街95號、一宗屬深水埗南昌街84
號。在四宗輸入個案中，患者均為
到港印傭，當中三人於本月10日到
港，其第12日的樣本呈陽性。

金威廣場八樣本有病毒
另外，疑因煙囱效應致垂直播

毒，其中一個座向的全棟單位要撤
離佐敦白加士街98號金威廣場，防
護中心早前亦共採集27個環境樣
本，當中八個樣本驗出新冠病毒，
位置包括抽氣扇、洗手盆及地下的
去水位，以及門框等。金威廣場昨
日亦再增三人確診，包括51歲女
（第10040宗）、41歲男（第
10062宗）及7歲女（第10085
宗），累計13宗確診個案。

大公報記者吳嘉鈴

增76確診 15宗來自兩小區

居住於佐敦新
填地街18號的尼泊
爾 裔 男 病 人 （ 第

9741宗），於本月15及18日分別在社區
檢測中心及設於流動採樣站檢測，結果
均為陰性。直至他因不適送院後，證實
確診。

食物及衞生局之後邀請袁國勇團隊
進行覆檢及分析，昨日公布跟進結果。
局方指，可能由於病人在病發後多天才
接受檢測，因此進行反覆檢測時，有機

會出現時陰時陽的情況，該類情況在分
子生物檢測的領域並非不尋常，與相關
化驗程序的檢測準確性無關。

涉事個案於本月十八日送院，院方
為他抽取鼻咽抽取液及咽喉拭子作檢
測，檢測結果呈陽性。

分析發現，病人病毒量偏低，病毒
值為33；二十日亦對血清抗體測試呈陽
性反應，顯示其傳播病毒風險較低。早
前病人於社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採樣站採
集的上呼吸道樣本，經覆檢後顯示有病

毒反應但病毒量極低，病毒值為39，超
出一般核酸檢測能準確穩定地驗出陽性
反應的水平。

至於該名男病人的兩名無症狀緊密
接觸者（第9811及9812號宗），兩人
亦於流動採樣站接受檢測後獲陰性結
果，其後於檢疫中心檢獲陽性，病毒量
同樣偏高，顯示檢測人士早前有可能處
於潛伏期的早期階段，因此依靠一次性
的陰性檢測結果不能完全排除受到感染
的可能性。 大公報記者吳嘉鈴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馮錫雄、
關據鈞（文）
凱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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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結果

▶大公報早前率先報道果欄防疫鬆懈，
存在極高風險。

最新疫情焦點

深水埗
「強制檢測小區」

其他大廈

深水埗南昌街84號

觀 塘 安 達 邨 智 達
樓、太古城寧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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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疫情最新數字
染疫總數*

單日新增*

累計死亡

10086人
76宗

（72宗本地個案，
4宗輸入個案）

169人

新增三幢強檢大廈

沙田醫院

明愛醫院

一名文職工作人員初步確診
一名保安在運送確診者時未
有穿適當防護裝備，需接受
隔離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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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圍封區居民鼓掌！從封區強檢走向全港清零之路

龍眠山

香港首次實施封區強檢，注定寫
入歷史。雖然區內居民及商戶受到影
響，不能返工、不能做生意、不能逛
街，但當區居民配合政府抗疫的積極
性之高超過想像，縱然攬炒派想 「抽
水」 甚至企圖煽風點火，也是徒勞無
功。

香港人，好樣的！且聽聽區內居
民是怎麼說的。有居民樂觀地表示，
強檢兩日之後 「這裏將是全港最安全
的區域 」 ；有菜販表示 「等咗好
耐」 ，即使賣不完的菜要丟掉也 「不
覺心痛，相信今次封區為全港檢測奠
定基礎」 。

市民困守愁城已整整一年，早已
明白 「長痛不如短痛」 的道理。不
錯，封區、禁足、強檢會為生活帶來
麻煩，甚至要作出一些犧牲，但這是
實現清零的必由之路，不走出這一
步，疫情沒完沒了，香港的損失只會
更大，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市
民更理解，封區強檢的出發點是為自
己的健康及生命着想，確診的可以及

時隔離治療，保護好身邊人，而檢測
結果呈陰性的則可以安心放心。

通過比較內地及外國在抗疫表現
上的差天共地，愈來愈多港人接受內
地的抗疫經驗。不少市民直言，在疫
情社區爆發、全面開花的情況下，封
圍指定小區只是第一步，香港最終還
是要走到全民強制檢疫的這一步，而
這一天愈早愈好。

過去，特區政府對市民是否配合
強檢總有一些顧忌，更擔心反對派的
抹黑及破壞，但經過今次實踐，有關
疑慮基本上可以消除。事實上，香港
人抗疫意識可以放下，這從自覺佩戴
口罩可見一斑。對於政府一再收緊限
聚令，不少人有怨言，但只要政府決
定了，大家都會配合。

說到底，疫情是人類公敵，抗疫
是 「頭等大事」 ，也只有全民積極參
與其中，才有打贏這場惡仗的希望。
市民樂意為抗疫出一分力，最期望的
不僅是禁足強檢，還有特
區政府對待清零的決心。

佐敦封區強檢今日凌晨結束，過
程大致順利，開啟了香港戰疫的新篇
章。特區政府在抗疫思維、手段上出
現重大調整，展現 「清零」 的決心，
市民有理由相信，香港戰勝疫情已有
了正確方向。

油尖旺一帶近日淪為疫情重災
區，不少確診個案源頭不明，而佐敦
劃定區域圍封檢測的結果，讓公眾了
解到隱形傳播鏈的破壞力。在完成檢
測的7000人中，檢出至少13個隱形患
者，比例約為0.17%，若以全港750萬
人口推算，隱形患者可能超過1萬人，
這比過去一年來累積確診個案還要
多，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真實地反
映疫情擴散蔓延的嚴重程度。

大家應該記得，去年9月份特區政
府在中央支持下實施普及社區檢測，
共有約180萬市民參與，才找出30多個
隱形患者。4個月之間，香港疫情已惡
化多倍。設想當初不是社區自願檢
測，而是全民強制檢測，一舉切斷了
傳播鏈，香港何至於落到今日田地？

封區強檢姍姍來遲，但亡羊補牢
永遠不晚。通過這次實踐，首先是證
明封區強檢有效，攬炒派所謂 「勞民
傷財」 根本是睜眼說瞎話；其次是強
檢得到居民配合，主流輿論一致支
持，解除了特區政府的顧慮；最後亦
最重要的是，封區強檢是系統工程，
需要跨部門配合，特區政府得以總結
經驗，查找不足，形成一套高效抗疫
模式。今後其他地區出現爆發時，就
可以照此辦理。而當全港市民親眼看
到封區禁足沒有想像中的 「可怕」 ，
費時不長且效率很高，積極配合的意
欲就會上升，為將來擴大檢測規模直
至全民檢測鋪路。

今次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小紕漏，
但不足為奇。包括計劃曝光得太早，
少數居民聞風先遁，影響了強檢的效
果；有的封鎖線短時間內無人看守，
留下漏洞；封鎖線內外，有人交換物
品及長時間對話，容易造成傳播；也
有 人 投 訴 政 府 提 供 的 食 品 不 夠 美
味……其實，沒有人指望首次封區強

檢就盡善盡美，正如日日向市民匯報
疫情的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指出： 「在抗疫中學習。」

抗疫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
程。對香港來說，既有內地抗疫的正
面經驗，也有西方抗疫的反面教訓。
內地一開始就高度重視疫情，以壯士
斷臂的勇氣，歷史性地實施武漢封
城、全面禁足，犧牲一時的經濟發
展，換來早日走出疫情傷害。西方
社會曾對中國抗疫進行冷嘲熱諷，
到頭來仍然要借鑒中國的做法。在本
港，也有不少人不認同內地抗疫模
式，或認為香港沒有內地的制度優
勢，不能強制，一切循 「自願」 原
則，結果是追着疫情尾巴走，一再錯
過清零時機。

兜兜轉轉了一年時間，香港終於
走上封區強檢之路，闖過那道心理關
口。小區強檢是在早前大廈強檢上的
推進，從 「大廈清零」 到 「小區清
零」 ，再到 「全港清零」 ，這就是香
港戰疫的清晰 「路線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