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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加拿大接種率逾九成
羅致光昨日於網誌表示，截至上月31日，本港安老院及殘

疾人士院舍住客中，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的僅有2261人，約
佔全港院舍住客的3%；員工方面，只有9368名接種最少一
劑，佔整體約23%。反觀英國和加拿大，英國的院友、員工
接種比率分別達94.1%及78.9%；加拿大安大略省當局估
計，當地97%院友已完成疫苗注射，89%員工已打針。

羅致光指出，香港長者入住安老院的比例，遠高於英
國、加拿大，沒理由相信香港院友身體狀況會比較英加的
差，以至絕大部分不適合注射疫苗；反之英加的安老院院
友則除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適合注射疫苗。他認為，香
港院舍接種率 「非常之低」 ，目前沒有考慮強制院舍員工
注射疫苗，政府應於短期內檢視問題所在，調整策略以增
加院友及員工疫苗注射率，否則院舍的探訪安排、出外活
動等或放寬無期。

研究疫苗假期及大抽獎
目前院舍員工要每月接受強制檢測，並會獲政府二百

元津貼。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認為，政府要調整政
策，把津貼放到給已經完成接種的職員作津貼。他又指，業界

正研究不同方法鼓勵員工接種，例如設立 「疫苗假期」 及舉辦大
抽獎，供已接種員工參加。他又建議政府向院舍長者及其家人，

提供更多有關疫苗安全性的資料。
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謝偉鴻則指，業界整體的低接種率

「令人頭痛」 ，但亦有會員院舍接種率高達80%。他認為本港疫苗接
種情況會因媒體報道、疫情走勢及市民社交圈接種狀況有所波動，普遍的

疫苗猶豫是因不少人對疫苗與死亡個案進行關聯性猜測。
在未有 「強制打針」 的政策下，謝偉鴻認為，自願性接種策略下，院舍可提

供的誘因有限， 「唔係院舍個個有能力可以做到抽樓及大抽獎」 。他認為，政府
應 「用好數據」 ，及時更新數據並做好分類對比，供市民參考以釋除疑慮，並增

加科學化的講解配套，如邀請專家及醫生用簡單易明的說話對市民進行針對性的解說
及答疑。

本港疫苗接種計劃開展已逾百日，院舍長者及職員是最優先接
種群組，政府亦有安排醫護外展隊 「上門打針」 ，惟截至上月底僅
得3%的院友及約兩成員工接種疫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指出，政府短期內須檢視院舍低接種率的問題，否則探訪安排或放
寬無期。有安老院舍業界人士認為，政府應向接種疫苗的院舍職員
發放現金津貼作鼓勵，以及用好疫苗接種數據助市民釋除疑慮，並
邀請更多專家及醫護加強解說。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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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零確診斷纜恐影響通關 復必泰將到期 研捐有需要地區
【大公報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表示，本港目前庫存的復必泰疫苗的使
用期限將於八月中屆滿，為免浪費疫苗，
政府會與藥廠商討如何處理，或通過世界
衞生組織將之捐予其他有需要疫苗的地方。
即使稍後市民對疫苗需求增加，今年內亦
無法補充相關疫苗，因此陳肇始呼籲市民
要把握時間，盡早接種新冠疫苗。

陳肇始表示，現時已運抵香港的疫苗，
科興及復必泰疫苗各有約200萬劑，其中復
必泰必須在超低溫下儲存，使用期限相對
短，大概是抵港後三至四個月。目前庫存
的復必泰，其使用期限將於八月中屆滿，
政府會先估算過剩疫苗的劑量，再與藥廠
商討如何處理，包括延遲付運、不予付運
部分批次疫苗，或通過世界衞生組織疫苗
全球獲取機制，將之捐予其他有需要疫苗
的地方。她指出由於生產、品質控制、運
輸等需時，即使市民對疫苗需求增加，有
關疫苗亦無法在今年內補充。

另外，陳肇始表示，在疫苗接種率偏
低時，一刀切全面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容
易導致疫情反彈。變種病毒株有更強的傳
染力，可能引致更嚴重的情況，一旦出現
新一波疫情，將有機會於短時間內急劇擴
散。政府會以 「疫苗氣泡」 為基礎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恢復更多社交及經濟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本
港社區首現源頭不明的變種病毒個案，
令42日零本地不明源頭個案紀錄 「斷
纜」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只要
本港疫情得以控制，相信仍可與內地商
討逐步通關。他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
疫苗，如果接種率高及起到群體免疫效
果，對再向中央及廣東省反映希望早日
通關，一定有很大幫助。

譚耀宗昨日前往北京參加人大常委
會會議前見傳媒時表示，社區再出現變
種病毒個案，對爭取與內地通關有影響，
但只要香港及廣東疫情都緩和及受控，
通關就有希望，認為通關可逐步落實，
例如先設立配額，以及要求有關人士接
受抗體測試等。

被問到 「回港易」 計劃是否要收緊
時說，譚耀宗認為，要先研究及調查個

案，如果涉及外來因素，就要小心檢視
有沒有漏洞，不是隨便採取措施。

「回港易」細分至「小區」
另外，政府宣布調整 「回港易」 計

劃風險地區名單準則，更新名單時，除
包括國家衞健委列的中、高風險地區外，
亦會參考內地及澳門衞生部門通報的確
診及感染個案等。為確保在香港的入境
口岸能順暢執行風險地區名單，相關地
區所列範圍將以 「小區」 為最小單位，
而不會細分 「小區」 內個別樓數或期數。

按回港易計劃要求，在抵港當天或
之前14天，曾逗留風險地區名單上所列
地區的香港居民，將不可按 「回港易」
計劃獲豁免接受強制檢疫入境香港，而
須接受14天家居檢疫。

政府發言人表示，留意到廣州市已

宣布嚴格落實管控要求，確保中、高風
險地區內人員不能離開區域，並呼籲市
內民眾非必要不離開廣州市。如須離開
廣州市，今日中午起須持有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政府提醒，有意使用
「回港易」 計劃的香港居民，須預先查
看載於政府特設網頁的風險地區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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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接種率低 探訪放寬無期
業界籲提供更多誘因業界籲提供更多誘因 鼓勵打針鼓勵打針

▲政府宣布調整 「回港易」 計劃風險
地區名單準則。

▲本港科興及復必泰疫苗各有約200萬
劑，圖為市民排隊接種。

法援制度亟需改革教職員工接種是全面復課的關鍵

龍眠山

香港法援制度備受詬病，近年問
題愈演愈烈。面對批評如潮，相關人
等日前聲稱 「依法辦事」 ，一副很委
屈的姿態。但不論如何解釋，從維護
公義及善用公帑的角度，法援制度已
到了不改不可的地步。

法援制度被濫用，是無法否認的
事實。現時司法覆核個案比回歸前激
增數倍，其中不少是利用法援進行，
公帑支出激增。譬如去年整體法援支
出就高達11億元。大量法援個案瑣碎
無聊，但即使沒有勝算機會，法援署
依然大筆一揮，照批可也。這何止浪
費錢財，也浪費司法資源，造成不少
亟待處理的其他官司被押後，損害了
司法公義。

審視這些法援個案，不難發現大
部分由攬炒派提出，單是 「長洲覆核
王」 郭卓堅就提出三十多宗。正如公
眾所質疑的，提出覆核者不過是前台
傀儡，背後扯線的另有其人，露面者
為了出名，幕後人士則為了反政府及
將公帑納入私囊。

所謂 「人權大狀」 的現任大律師
公會主席夏博義就是法援制度的 「受
益者」 之一， 「爆眼女」 案由他負
責，回歸以來法輪功打的多宗官司同
樣由他代理。難怪有人寧願放棄在英
國做議員也要留在香港，除了帶有反
對國安法的政治目的，也因為香港納
稅人的錢太容易賺了。

法援制度本意是支持基層市民，
避免他們因為沒錢打不起官司而遭到
不公平對待。但很明顯，這一制度的
漏洞被放大利用，淪為攬炒派的 「提
款機」 及阻礙特區政府施政、資助黑
暴的工具，成為香港的深層次社會問
題之一。

香港已進入 「愛國者治港」 的新
時代，選舉制度已經完善，教育等方
面的改革正在推動，司法改革也要跟
上。行政長官日前表示需要檢視法援
制度，並點名政務司司長負責，市民
希望盡快看到實質性的措施出台，將
「法援黑洞」 補上。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下，香港是
停課時間最長的地區之一，學生受害
最大。特區政府力推 「全城起動 快
打疫苗」 運動，以期九月份新學年開
始可實現恢復面對面上課。但目前全
港教職員的整體接種率（包括打了一
針及打齊兩針者）只有約一成八，低
於香港整體二成一的接種率，令全面
復課面臨相當大的變數。想方設法提
高教職員工接種率，這是特區政府尤
其教育部門的當務之急。

為了讓香港早日形成疫苗保護屏
障，每位市民都有接種疫苗的責任，
而教職員工的責任較一般市民更大。
首先，學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教室
則基本上處於封閉狀態，傳播病毒風
險較高是常識，一個人染疫，就可能
影響一大片。老師上課面對大量學
生，每日接觸學生數以百計，老師必
須保障個人安全，才能保障學生及校
園安全，否則隨時連累學校停課21日
及導致社區爆發。其次，為人師表理
當以身作則，否則如何能說服學生接

種？如果師生接種率都不高，結果就
是隨時走回網絡上課的老路。

特區政府現時是鼓勵市民接種，
然而事實告訴人們，光是鼓勵、呼籲
是不夠的，需要有新思維、新做法，
在這方面，不妨採用西方國家的經
驗。以加拿大為例，鑒於 「鼓勵」 難
以達到校園推廣接種的目標，有六成
六的教育界受訪者轉而支持強制教職
員接種；美國的做法更進一步，有學
校的教職員4月份已接獲通知，他們被
強制要求在返校前接種疫苗，效果立
竿見影，目前已有七成教職員接種。
也有學校在鼓勵教職員接種時使用了
「強硬」 措辭，類似 「這是你保住飯

碗的方式」 。
自3月份以來，美國已有超過400

所大學要求師生員工新學年開始前接
種疫苗，其中賓夕法尼亞大學日前明
確宣布，大學所有僱員必須在8月1日
前完成接種，並將接種證明上傳至學
校網絡。拒絕接種者，必須每日自我
篩查新冠症狀，每周進行一次檢測，

及在室內不可脫口罩。美國整體接種
率超過五成，並力求七月初達至七成
接種率，顯然不是完全依賴國民的
「自覺」 配合。

回想疫情爆發之初，西方國家連
推廣戴口罩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
到，但新冠疫情為他們上了一課，那
就是：過分強調 「人權」 、 「自由」
無異於自殺，因此才有了後來的改弦
更張，以鼓勵為主，必要時採取強制
性措施。但在香港，仍然有不少人抱
殘守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令特
區政府在抗疫方面阻力重重，疫苗接
種率一直不理想。如今，西方國家在
提升接種率方面走在全球的前列，難
道不值得香港反思、借鑒嗎？

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世界，過去
一些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做法需要與時
俱進調整。為保障校園安全及學生利
益，政府除了將疫苗接種年齡放寬至
12歲以上，還需要有更多配套的針對
性措施，如此才能確保新學年全面復
課不至於淪為一句空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