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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研准部分內地人士來港易

作為逐步有序恢復跨境人員正常往
來的第一步，特區政府去年11月推出
「回港易」 計劃，讓身處廣東省或澳門

的香港居民，只要取得 「回港易」 計劃
的配額和符合指明條件，可以返港免除
14天的強制檢疫安排。

重啟與新加坡商「旅遊氣泡」
林鄭月娥表示，她已親自向廣東省

領導提及跨境人員往來事宜，兩地正商
討如何有序容許人民在豁免14天強制檢
疫的情況下往來。如內地其他地方同屬
低風險，沒有理由區別對待，因此當局
正籌備將 「回港易」 計劃擴至廣東省以
外，同時應令部分內地人 「來港易」 ，
獲豁免強制檢疫。至於海外，香港已重
新啟動與新加坡商討 「旅遊氣泡」 。

答問會上，有議員關注香港的新冠
疫苗接種情況。林鄭月娥表示，2019冠
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展開至今超過一
個月，已接種第一劑疫苗者逾50萬人，
接種率僅約7.5%，情況不算理想。她
指出，本港有足夠疫苗供應，加上
有完善配套，但仍未能鼓勵和
吸引更多市民接種疫苗，她對
此亦 「很疑惑」 。

林鄭月娥說，政府在能
力範圍內提供誘因推廣疫
苗接種，例如指定行業員
工接種疫苗後可豁免每
14天接受病毒檢測、學
校所有教職員接種疫
苗後可全校恢復半天
面授課堂，惟未能發
揮效用。她就此再次
呼籲，市民應踴躍接
種疫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
「政府永遠都可以再做多啲」 ，提供更

多疫苗相關資訊與誘因，比如承諾市民
當接種人數達到某個百分比時，即可適
當放寬隔離措施。

議員促提供誘因鼓勵接種
麥美娟續指出，工聯會持續接到福

建、湖北等地的市民求助，抱怨當地與
廣東省一樣疫情 「控制得好好」 ，卻不
能免隔離，因此她十分支持將 「回港
易」 計劃擴至更大範圍。

她又表示，香港與內地聯
繫十分緊密，若能盡快
恢復人員往來，對大
灣區經濟發展、
民生建設都
十分有利。

上月底《大公報》專題報道，提出非住在廣東省的港人回港
難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回應議員有關
提問時表示，政府正籌備將豁免香港居民回港檢疫安排的 「回港
易」 計劃，擴展至廣東省之外的內地其他地區，並讓部分內地人士
「來港易」 ，即來港時可獲豁免強制檢疫。她亦指出，目前接種第
一劑疫苗者逾50萬人，接種率僅約7.5%，情況不算理想，呼籲市
民踴躍接種疫苗。

有議員指出，內地對疫情的控制很成功，不少廣東省外的內地
港人都希望盡快享受到 「回港易」 計劃帶來的便利，這對港有利。

政府擬擴大回港易涵蓋廣東省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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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優先放寬大城市居民來港

▲政府計劃擴大 「回港易」 涵蓋範圍至廣東省以外地區，同時推出 「來港
易」 ，讓部分內地人士來港時可獲豁免強制檢疫。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正在籌備將
「回港易」 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地區，合資

格港人來港後可豁免14日強制檢疫，同時部
分內地人如果拿到配額，也可以 「來港
易」 。有專家建議，在研究放寬 「回港易」
或 「來港易」 計劃時，應優先集中於人口
或商貿往來頻繁的大城市。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內地
仍然有個別省市偶然局部地爆發疫情，
舉例近日雲南省接連錄得確診個案，
但其餘大部分省市傳播風險和變種

病毒風險較香港低，可以適度放
寬，建議當局在研究放寬
「回港易」 或 「來港易」
計劃時，應優先集中於

人口或商貿往來
頻繁的大城

市，切勿

全面擴闊至所有地區，否則在防控工作上有
困難。至於應否為參與計劃的人士加設疫苗
接種等條件，他認為，疫苗並非可提供百分
百保護，接種與否只可作為輔助考慮，應集
中參考當地疫情風險，才決定放寬。

倘北上要隔離 難刺激旅業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據他初

步了解，在 「來港易」 安排下，非香港居民
的內地人抵港後，毋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安
排，至於北上返回內地時，是否要接受隔離
檢疫，有待商討。他認為，如果北上時仍要
接受隔離檢疫，相信對刺激本港旅遊幫助不
大，認為有關安排較適用於商務及緊急用
途。他說，目前香港疫情可控，希望盡快可
以恢復本地遊，並推出郵輪遊。若沒有出現
交叉感染，可讓內地安心恢復通關，亦有助
建立海外 「旅遊氣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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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內地的
疫情已持續平

穩向好，聽聞
政府準備籌備將

「回港易 」 計劃
擴展至廣東以外地

區，同時令部分內地人
「來港易」 ，內心非常期

待。另外，4月6日國家發布通
知，在內地港澳同胞在知情自願的前

提下參加接種疫苗，但現時在內地打完
後回港照樣要隔離，而回港打疫苗和內地

又無法互認，回來還要21天的隔離。所以希望
特區政府能進一步完善，港人返港應一視同仁。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我認為 「回港易」 計劃對於在廣東的香港人十
分便利，但對廣東外其他地區的同胞們而言，確實尷

尬與無奈。實際上， 「回港易」 名額基本上每天都剩
很多，現時內地防疫是全球最好，隨着內地疫情已經動

態清零，跨省交通早已恢復正常，而本港近日疫情受控，不
少急需來往的港人都希望特區政府可落實或推動更多便利兩地
的政策。我希望特區政府可加快將此計劃推動擴展至廣東以外地區，方
便在各省市工作的港人。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我已很久沒有回港，因為返回內地，要在廣東隔離 「7＋7」 ，然後到
西安還要再隔離28日，無論是家裏有事或者有公務來往都沒辦法做到。但
其實我們在內地生活，天天都會需要和綠碼打交道，可以證明我們的健康沒
有問題。在全國都已經開始普遍有序打疫苗的情況下，希望 「回港易」 政策可
以有對應的調整，能夠讓我們來往兩地更加便利。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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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閩港商、利盈集
團（香港）有限公
司總裁 吳祝支：

在閩港商、傑泰發展公司董事長 陳忠治：

居西安港人 潘文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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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回港易抵讚！為港未來發展，沙嶺工程必須停止

龍眠山

民意強烈要求為 「回港易」 政策
鬆綁，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值得點
讚。特首林鄭昨日表示正籌備擴大
「回港易」 對象至廣東省以外的港

人，亦研究 「來港易」 ，讓內地人以
同樣的方式來港。這是疫情爆發一年
多來，特區政府首度披露準備擴大與
內地邊境開放措施。

去年十一月，特區政府推出 「回
港易」 政策，允許廣東境內的港人返
港可豁免14天檢疫。這個政策有一個
明顯的缺陷，就是將廣東省與其他省
份人為割裂，區別對待，因此備受爭
議。其實，內地早已實現 「動態清
零」 ，廣東省如此，其他省市也如
此，僅為廣東境內的港人提供免檢安
排，對其他省市的港人繼續設限，既
不公平，更不科學。

特區政府積極回應民意，林鄭指
出： 「因為（內地）都係同一個地
方，都係低風險，有乜理由區別對
待」 ？

事實上，內地早已控制疫情，省

市之間早已暢通無阻。在本港輸入個
案中，從內地來的是零，因此不應該
對內地人來港設限。更何況內地人來
港將帶來 「北水南灌」 效應。從小處
看，對刺激本港零售、旅遊、餐飲等
行業復甦有立竿見影之效；從大處
看，這是香港參與內地兩個經濟 「循
環」 的應有之義。

或有人認為，香港進一步開放，
內地也應該向香港開放。然而，這種
強行要求 「公平」 的做法似是而非。
不是內地刻意限制港人入境，而是香
港一直沒有 「清零」 ，不具備開放的
條件。特區政府應該更加努力地抗
疫，更加努力地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只要早日實現集體免疫效應，相信內
地會毫不猶豫地放寬有關入境檢疫安
排。但在目前仍有本地個案且有源頭
不明的情況下，貿然要求內地 「同等
對待」 ，未免強人所難。

總之，抗疫是科學，檢疫及通關
安排必須建基在科學之
上。

位於港深邊境的沙嶺 「超級殯葬
城」 項目備受非議，各界強烈要求停
止工程。但特首在昨日答問大會上拒
絕重新規劃，僅稱會 「從設計上改
善」，社會反應一片失望。應當看到，
在未來發展的 「黃金帶」 上設 「殯葬
城」 ，不符合大灣區發展需要，也不
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香港固然有內
部的規劃，但 「小規劃」 必須服從
「大規劃」 ，現在改還來得及。

土地發展規劃需要長遠眼光，需
要大局觀，小利益應服從大利益、小
格局應服從大格局、小道理應服從大
道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就是大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關乎香港的前途，
別看港深邊境地區現在是偏僻的鄉
郊，未來肯定是投資熱土，在這個地
方建造 「超級殯葬城」 是不合適的，
也不符合發展大局。早改早好，若待
到木已成舟才去改，成本只會更高，
怨聲只會更大。

重新評估 「超級殯葬城」 項目當
然有多種考慮，附近居民的反應是其

中之一，但並非重點，重點是香港發
展規劃必須合理科學，必須將土地價
值最大化。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藍圖下，
凡是中心城市之間的交匯地帶都會被
打通，發展為商業、科技重地或住宅
區。深圳與惠州之間，過去是一片荒
地及山林，城鄉分際明顯，現在已是
連片發展；深圳與廣州之間相隔百公
里，隨着深中通道等基建的推進，也
出現 「同城化」 趨勢。香港與深圳之
間的北區， 「冷寂」 是暫時的，未來
必然在城際交通帶動下，成為熱鬧繁
華新市區。

有本港學者指出，國家力推大灣
區建設，香港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
宜，好好利用與深圳接壤的地區，配
合灣區打造口岸經濟，重新規劃沙嶺
的發展。民意調查則顯示，超過九成
八市民認為 「超級殯葬城」 選址不
當，認為妥當的只有百分之一。調查
還顯示，六成市民支持在原址建設創
科中心。

立法會議員則批評現時北區的規
劃出現嚴重錯誤，該區現在不但有堆
填區、焚化爐及廚餘設施，亦包括20
萬個骨灰龕位、10個焚化爐及30個殯
儀館，如今又要加碼建造 「超級殯葬
城」 ，絕對不合理，希望暫緩項目，
重新檢視。

特區政府已注意到項目引起極大
爭議，但不願放棄計劃，理由是如果
叫停，之前的平整土地等投資就會浪
費，也擔心無法提供中長期的殯葬服
務等等。這樣的顧慮或許有一定道
理，但並非沒有解決方法。有關土地
將來改劃用途，平整土地等投資不會
浪費；而提供殯葬服務其實有多種選
擇，包括另擇地點甚至選址離島等，
長遠而言則依靠推廣綠色殯葬，移風
易俗。時間緊迫，宜盡早籌劃。

總之，為了抓住大灣區機遇，為
了港深兩地融合發展，也為了香港的
長遠利益，沙嶺的用途理應重新評
估。改錯不是懦弱，而是有勇氣、負
責任的表現，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