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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舉行記者會，以
「疫情愈趨嚴峻 爭分奪秒抗疫」 為題。她形
容今波疫情是過去兩年多以來最惡劣，宣布推
出多項新措施，包括在廣東省協助下，在馬鞍
山體育館重設 「火眼實驗室」 ，令本港每日總
檢測量增至30萬次。她表示，中央多次傳達
對香港的關懷。特區政府已向廣東省提出協助
要求，增加檢測人員來港支援，部分農曆新年
前已抵港，在檢測承辦商的實驗室提供協助，
支出由政府負責。

已採購千萬套測試包
政府同時會擴大自我快速抗原檢測，政

府已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快速測試包，預計下周
陸續到達，屆時會推出一次自願全民快速檢
測。被問到為何不推行全民檢測，林鄭月娥強
調新措施是讓市民求安心，不能取代核酸檢
測；又重申現時綜合多類檢測的做法更為有
效。

隔離病床需求愈來愈大，林鄭月娥宣
布，竹篙灣檢疫中心將逐步改為接收無病徵的
新冠確診者，為醫療系統紓壓，至於需要檢疫
的密切接觸者，或者次密切接觸者，衞生署和
醫管局已經制訂相關詳情指引，會以風險為
本，以檢疫人士的年齡和居住環境，決定是否
安排他們居家檢疫，其間要佩戴電子手環。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此次政
府提出的措施方向正確但不夠全面，例如快速
測試敏感度只能做第一層篩檢，政府要做好後

續配套。他認為，現時最重
要是暫停所有不

必要的活動，包括宗教活動等，讓市民留在家
中，減低病毒傳播速度與風險。他強調，病毒
存在潛伏期，密切及次密切接觸者應盡量做到
更頻密的日日檢測，愈早發現確診個案，病毒
傳播風險越低。

議員：何不全民檢測？
立法會議員、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

凱欣質疑，在廣東省提供幫助、火眼實驗室重
新啟動、每日檢測量可達30萬的良好條件
下，為何不啟動覆蓋全港的全民檢測？她認為
只有快速找到隱形患者、全面切斷社區傳播
鏈，才能 「快過」 Omicron病毒傳播速度。她
又建議可採取 「20合1」 的方式進一步提高採
樣與檢測效率， 「點解可以攞上次全民檢測成
效低做託詞？今日疫情嚴峻，相信市民一定會
積極配合。」

她又建議，如果無法做到全港統一檢
測，也需要逐步進行 「分區」 檢測，既然目標
是動態清零，根本無需採取禁足令，只需以檢
疫手環相配合即可。她對於政府耗費大量資金
購買快速抗原檢測包亦感到不滿， 「市民自己
採樣未必準確，既然要推行全民自願快速檢
測，為何不直接推行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指出，居
家檢疫必然不如檢疫中心安全，香港居住環境
狹窄，人與人接觸密切，傳染極易發生，政府
在實施時需考慮環境， 「一家幾口住劏房就未
必適合」 ，屋內空氣流動性、接觸密切程度亦
須納入考量範圍。至於全民自願快速檢測，他
認為政府要考慮周全，包括自願性質市民是否
配合、自行採樣是否準確、檢測出陽性會否存
在隱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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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出現多宗不明源頭個案，石硤尾街11-17號昨晚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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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開火眼

抗疫基金6.0 注資至少200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將以第五
輪為藍本，申請注資將不少於
200億元，爭取本月中向立法

會提出申請。
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防疫

抗疫基金6.0」 將以5.0為藍本，但會盡可能
涵蓋上一輪措施未惠及的行業及個人。她表
示，前幾輪基金包括政府及醫管局均會受
惠，但此次不少於200億元的資金將全部用
於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及個人，爭取本月中提
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

為紓緩疫情對民生及經濟的影響，政府
在2020年推出第一輪基金，至今年1月14日
宣布推出第五輪基金，合共已推出大約超過
30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

▲現時晚市已禁堂食，社交距離措施或將會進一步收
緊。

重設火眼實驗
室

劏房戶：居家隔離好危險
政府擬推行全民自我檢測，

並預告將擴大居家檢疫適用範
圍。有市民認為現時推行全民自
我檢測，能提高檢測效率，但要

密切或次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恐怕並非所有
住宅環境都適合，甚至增加社區播疫風險。

程小姐最近曾義務幫助包裝快速檢測包，
她認為，香港抗疫已經超過兩年，相較兩年
前，市民更齊心抗疫，若政府派發檢測包，料
檢測率能夠貼近甚至超過疫苗接種率。她又認
為，自我檢測的成本遠比人手檢測低，政府有
需要增加派發量，以應對疫情來襲。

不過，劏房戶陳女士認為，在香港要做到
居家隔離並不容易， 「香港的樓宇結構太複雜
了，而且劏房戶的實際人數官方一直難以計
算，一些老舊的屋邨又有隱患。」 她認為這個
是一個極高風險的考慮，一旦失算或評估錯
誤，分分鐘會造成更大大規模的社區 「攬
炒」 。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大公報》早前曾報道疫情已失控，呼籲政
府變招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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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通行證逐步擴至三針
第五波疫情瀕臨失控，本

地源頭不明個案幾乎每日倍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下周二
的行政會議將討論是否進一步收

緊社交距離；政府亦正研究將更多處所納入本
月24日後推行的 「疫苗通行證」 中，而進入
所述處所的條件可能會逐步增至打齊三針。

消息指出，收緊措施將會研究針對兩方
面，包括一些在今波疫情曾爆疫，但未列入第
599F章的處所，包括髮型屋、位於私人樓宇
內的寺院、佛堂、拳館、教育中心等；限聚令
及食肆堂食亦正研究會否再收緊至只限2人。

院舍住客須接種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本月24日之

後推行的 「疫苗通行證」 將擴大規管範圍，所

有市民及顧客進入規定處所必須接種一針疫
苗，而對於員工早有規定，故員工屆時應已打
兩針，過一段時間後，對所有人的要求亦會逐
步提升至兩針，直至打齊三針才可進入。

林鄭月娥形容本港現時疫情嚴峻，應大
幅減少人流量，但自政府上次公布收緊社交距
離措施後，本港公共交通出行量僅跌兩至三
成，想截斷病毒傳播鏈仍較困難，她呼籲市民
減少出行與聚集，宗教活動亦需暫停。

另外，社會福利署宣布，自下月14日
起，「疫苗通行證」涵蓋範圍將擴展至所有新入
住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的長期住客，除非持
有醫生簽發的因健康狀況不適合接種疫苗的證
明書外，所有涉及住客必須最少接種一劑新冠
疫苗方可入住院舍。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意見

加強檢測

•下周起向市民派快速檢測包，自願檢
測

自行採樣恐影響準確率，是否檢
測、陽性會否上報全憑自願

意見

•月內重設 「火眼實驗室」 ，每日提供
10萬次檢測量

有援助、有檢測力，為何不做全民
檢測？

應對疫情最新措施
與各界反應

意見

香港家居環境狹窄，會否加劇社區
傳播風險？如何確保檢疫人士唔會周圍
走？

•竹篙灣檢疫中心逐步改為接收無病徵
確診者，密切或次密切接觸者將安排
居家檢疫

加強隔離檢疫

•已培養一萬個追蹤人員，正尋找地方
增設第三個追蹤辦

加強追蹤

•檢測點由目前每日約70個增加至100
個

加強污水監測

加強
保障

大公報記者整理大公報記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