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一間醫院近日貼出檢測滿額的告示。 網絡圖片

3月3日：11.7萬劑AZ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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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近日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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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
防疫亂象

各縣市缺少快篩站1
台灣這波疫情在5月中旬開始

爆發，但台當局沒有在第一時間
廣設快篩站，直至兩周後才開始增

加快篩站，但已錯過了查找傳染者的
最佳時機。目前重災區台北只有3個社

區快篩站，新北也只有10個社區快篩站。

未及時尋找接觸者2
台北醫護人士反映，有護理師照護的

病患確診，但護理師竟然7天後才得知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接獲通知時已為 「應」 隔離

期滿日，而過去這7天他都照常在醫院上班，
增加了傳染給他人的機率。

拒大陸疫苗激民怨3
台當局至今只買到87萬劑疫苗，離台灣2300萬

人所需要的疫苗相差甚遠。而民進黨蔡當局出於
「逢中必反」 ，一直拒絕大陸提供疫苗，根本就是
罔顧台灣民眾性命。

缺少病床安置病患4
台灣半個月確診病例高達7000多例，由於短時

間內有大量確診者湧現，島內醫院嚴重超負荷，病
床不足，許多確診者不得不在家中等候入院，甚
至有確診者無法及時得到治療而在家中死亡。

檢測能力嚴重不足5
台當局搞所謂 「校正回歸」 ，

把當天公布的部分確診數字分攤到
過去幾天。這固然是做假賬，也
反映了台灣檢測速度過慢，
未能在第一時間呈報檢
測結果，而是在幾天後

才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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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等不到救護車、等不到病床，非常煎熬。台灣疫
情才剛爆發，就已經要把病患放在家裏，那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怎麼辦？都等死嗎？」台灣新北市居民陳小姐
向大公報表示，由於疫情大爆發，台北地區醫療資源緊
張，她的父親確診後一度要在家隔離等候病床。據台媒
報道，台當局不肯設置方艙醫院，大量確診者擠
爆醫院，甚至有病人只能躺在走廊。此外，島內
快篩站不足，有民眾為了進行檢測，不得不
半夜去排隊拿檢測號碼。兩岸專家表
示，民進黨當局搞 「政治防疫」，導
致防疫亂象頻生，無法迅速阻止
疫情擴散，引發巨大民怨。

抗

疫

亂

象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何德花報道

台灣新冠肺炎病人暴增，醫療
系統不勝負荷。台北市內湖區中學
老師陳彥梅30日向大公報表示，上
周一她的一個朋友確診，當局衞生
部門叫她朋友回家等候入住防疫酒
店，等到周六才通知她收拾東西去
防疫酒店，其間已經隔了五天。而
確診當日，她朋友也看到護士叫另
一個確診者回家等通知。

陳彥梅說，蔡當局真的很沒有
腦子，讓這些輕症或無症狀患者確
診後可以像一顆顆定時炸彈一樣在
街上四處逛，行動非常自由，殊不
知這會讓社區增加感染風險。這種
防疫，豈能沒有破口？

此外，據聯合報報道，台灣本
地病例大增，讓台北地區醫療量能
緊繃。一名消防員表示，台北市的
醫院幾乎無法再收治病患了。負責

載送病患的消防人員，兩度試圖要
將病患送往台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卻遭拒收，繞了台北整整一圈，
其間消防人員全程均須着裝無法吃
飯、上廁所。

廈門大學台研院副院長張文生

教授向大公報表示，
現在台灣每日增加幾百個
新的確診病例，可見台灣疫情
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使台灣醫護準
備不足的問題越來越明顯，將很有
可能壓垮台灣的醫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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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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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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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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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二
十
日
體
溫
也
正
常
，

但
心
裏
依
然
忐
忑
不
安
，
因
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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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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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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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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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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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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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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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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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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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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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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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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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局
的
信
心
大
崩
潰
。

87萬劑疫苗
嚴重不足

「雙北」 （台北市、新北市）是
台灣這波疫情的 「重災區」 。台北市
30日上午舉辦防疫第四級警戒擴大管
制兵棋推演，內容包括民生物資採購、
交通管制等。

新北市長侯友宜日前也表示，新
北也進入防疫升級前的實戰演練，包括
全面停班停課、停止所有聚會等6大措
施。

台北市內湖區中學老師陳彥梅30

日向大公報表示，她支持台北市演練
「封城」 。如今台灣防疫失守，醫療資

源不堪負荷，當局已經完全不把民眾的
死活當回事了，作為普通民眾現在沒有
疫苗可打，個人只好盡力做好防護措
施，盡量少出門。

陳彥梅表示，自從疫情爆發以
來，她就做好了 「封城」 的準備， 「家
裏泡麵、大米、衞生紙、口罩、酒精等
都囤了非常多，怕萬一 『封城』 限制民

生物資採購。」 由於台北演練 「封
城」 ，擔心 「封城」 在即，陳彥梅30
日一早又去市場採購了一些生活必備
品，現在家裏有80多包泡麵、30多個
罐頭、3袋大米，就算一個月不出門，
也不會餓死。

新北市民徐小姐表示，新北市被
視為這波疫情的 「重災區」 ，如今走在
街上隨處可見店面高掛大大的 「租」 或
「售」 字，很是淒涼。

民眾憂封城：囤了一個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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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載病患繞台北一圈 屢遭拒收

缺病床缺疫苗 台當局抗疫不力激民怨

當天上午10時多，韓國大韓航空
載運11.7萬劑阿斯利康（AZ）疫苗來
台，當時外界一度以為是世衞COVAX
撥給台灣的20萬劑AZ疫苗到貨，沒想
到卻是台灣向英國公司直購1000萬劑
中的一部分，台當局當天上午9時才
臨時接到通知疫苗將到貨，不符合一
般商業慣例。由於台灣拿到的這批AZ
疫苗有效期限僅剩3個月，外界認為
應該本來不是要給台灣的，可能因為
之前歐洲已有多國傳出接種AZ疫苗後
死亡的個案，所以預料可能是某國不
要，才轉給了台灣地區。

▲

台
灣
周
日
再
現
搶
購
潮
。
新

竹
市
一
間
超
市
的
即
食
麵
被
搶

購
一
空
。

中
央
社

▲台灣居民劉女士隔離
期間的伙食。受訪者提供

華航當天自荷蘭阿姆斯特丹運送
19.92萬劑阿斯利康（AZ）疫苗抵達
台灣。

首批15萬劑莫德納疫苗當天下午
抵台

台灣透過世衞COVAX平台取得的
41.04萬劑阿斯利康（AZ）疫苗，當
天下午由長榮班機從荷蘭阿姆斯特丹
運抵桃園機場。這批疫苗有效期到8
月31日。

4月4日：19.92萬劑AZ疫苗

5月19日：41.04萬劑AZ疫苗

5月28日：15萬劑莫德納疫苗

▼台灣民眾表示願
意接種大陸疫苗。

路透社

▲台北市30日舉行 「封城」 演練。馬路上幾
乎看不到車輛。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