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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內地居民或在內地的香港
市民若要來港，需分別透過 「來港
易」 及 「回港易」 登記預約名額，
「來港易」 每日2500個名額，
「回港易」 則有6000個。成功登

記者需遞交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並到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

的電子健康申報系統申報，才可入境。
不少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總因開學季搶
不到名額而感徬徨。

抵港第二天須接受核酸檢測
在現行安排下，由於 「來港易」 名額

只開放予廣東地區居民，其他省份者若要
使用，必須先到廣東地區完成檢疫，才可
完成申請程序。有商人認為名額及地區限
制帶來不便。

政府昨日宣布理順從內地或澳門抵
港、並在抵港前七天內沒有海外地區或台
灣外遊紀錄者的抵港檢疫安排。從下周一
起， 「回港易」 及 「來港易」 計劃擴至適
用於內地所有地區及澳門，同時不設限
額，毋須事先申請，亦毌須於抵港前進行
核酸檢測。

新措施下，內地及澳門居民毋須在抵
港後進行居家檢疫，但仍須在抵港第二天
接受核酸檢測，並在抵港三天內作自行監
察。早前已抵港並正進行居家檢疫者，下
周一起將毋須繼續居家檢疫，並可移除電

子手環。
不過，為繼續嚴防感染個案輸出和配

合國家的抗疫工作，受 「黃碼」 限制者，
即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者，在抵港第三
天內不能經香港轉往內地或澳門。從香
港前往內地或澳門者，仍需在香港離
境前，於陸路出入境管制站或機場進
行額外的免費快速核酸檢測，並須取
得陰性檢測結果，才可繼續行程。

幫助來港商人及學生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新措

施令人鼓舞，她昨日已收到來自各
界的讚好聲，尤其是有意從廣東以
外省份來港經商的人，以及來港探
親的內地居民。

本港今年有逾四萬名來自海外
和內地的新生，部分新生受制於檢
疫措施，來港面臨困難。葛珮帆認
為，新措施同樣能夠幫助這些內地
學生來港，尤其是在長假期後及新
學期後，為回港的內地學生減省搶
名額困難。

鳳溪第一小學有四成學生是跨境
學生，校長朱偉林認為，放寬 「來港
易」 名額未能幫助需要每日往返兩地的
學童， 「始終他們需要每日往返，若不是
正式通關，他們都只能繼續用網課形式上
課」 。

來港易回港易下周一起不設限額
擴至內地所有地區 抵港免居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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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歡迎0＋3有助經濟復常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商界和立法會議

員普遍歡迎政府放寬抵港檢疫安排為 「0＋3」 ，相信
有利於本港與國際逐步恢復正常往來，有助經濟及社
會復常。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認為，香港屬於開放型
經濟，必須與世界和內地保持暢通便捷聯繫。放寬入
境檢疫至 「0＋3」 ，有助香港盡快回復與海外人流往
來；而登機前以快測取代核酸測試，亦切合實際需
要，減少旅客不便。

預期訪港人數將顯著增加
香港總商會表示，新措施有助減少本地居民和海

外旅客來港的障礙，希望政府同時放寬社交距離限
制，讓餐飲、零售、會議和服務業回復正常運作。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一定要與時間
競賽。今次安排可大大減低入境者來港或返港的不
便，有助香港早日恢復國際聯繫及旅遊業復甦，預期
訪港人數將顯著增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
表示，新安排是工商界的止血藥，有助吸引海外商務
客回流香港，提振營商投資信心。他建議政府進一步
提出清晰的通關路線圖，盡快放寬至今年內達至
「0＋0」 。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譚岳衡表示，新措施對本

港商貿發展和文體、學術交流都是好消息。此次調整
可積累經驗，為未來推動調整香港與內地的通關措施
做準備。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
民建聯歡迎新措施，認為有關安排超乎社會預期，期
望政府繼續創造條件，適時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安
排，最終達至 「0＋0」 目標，同時加緊與內地商討通
關的工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新措施對本地經
濟有提振作用，尤其有助會展旅遊業。政府必須與內
地做好溝通對接，為港人更便利進入內地帶來好消
息。

新冠患者累計死亡病例破萬
【大公報訊】本港新冠疫情漸趨穩

定，昨日新增5387宗確診，包括5231宗
本地感染個案，再多12名患者離世。衞生
防護中心核對確診個案更新名單並調整
後，發現在第五波疫情期間，經醫院管理
局呈報的死亡個案淨增加153宗，全部是2
月至4月疫情高峰期間死亡的確診患者，
令本港累計死亡病例突破一萬宗，共有
10099宗。

四普通科門診恢復服務
衞生防護中心宣布，調整風險傳達策

略，由明日（25日）起，每日下午4時半
舉行的疫情記者會將暫停，並繼
續以新聞稿公布每日陽性個案數
字，定期更新專題網站資料，及
透過社交媒體等發放相關資訊。

被問到確診數字在什麼水平
才算疫情受控，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沒有具
體什麼數字才算疫情受控，主要
是看趨勢，現時疫情已由高峰開

始回落，已是疫情受控中。
醫院管理局由今日起，恢復四間普通

科門診診所部分早前暫停的服務，包括星
期六門診和夜間門診。八間指定診所及遙
距診症服務仍會維持。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示，醫
管局會很快回復到第二階段的應變措施，
即是收治病人數目會減至2500名以下，並
恢復八成以上的非緊急服務，減少影響市
民接受公營醫療服務。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醫療職系）關慧敏指出，醫管局正逐步
恢復非新冠病人的非緊急手術及檢查，目
標可恢復八成醫療服務。

回港易及來港易新措施
•由9月26日起， 「回港易」及 「來港易」計劃擴展至適用於內地所有地區及

澳門。

• 「回港易」及 「來港易」計劃將不再設限額，毋須事先申請。

•內地及澳門來港人士毋須於抵港前進行核酸檢測。

•內地及澳門人士須在抵港第二天接受核酸檢測，並在抵港三天
內作自行監察。

•早前已抵港並正進行居家檢疫的相關人士，由9
月26日起毋須繼續居家檢疫，並可移除

電子手環。

來源：美聯社、《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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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放寬抵港檢疫安排，有利本港與國際恢復正常
往來，有助經濟及社會復常。

▶本港昨新增5387宗新冠確診個
案，疫情漸趨穩定。

讓欺凌者付出代價

龍眠山

疫情之下，口罩成為生活必
需品。口罩分很多種，有一般口
罩，醫用口罩，也有為管樂吹奏
者提供的專業口罩。本港傳媒兩
年前已有相關報道，而在Amazon
等外國網站，可以訂購這種專業
口罩。外國人佩戴專業口罩演奏
樂器的視頻，充斥油管等網站。

如此看來，一些網民對本港
學生吹奏管樂時戴着專業口罩而
冷嘲熱諷，不僅暴露自己無知，
更可能是政治上腦，別有用心。

教育局日前發布由40多間學校
參與拍攝的賀國慶MV 「少年中國
說」 ，逾400名中小學生表演音
樂、朗誦和武術等，其中有同學
們戴着口罩吹奏笛子的片段，引
起網民熱議。有不懷好意者借題
發揮，醜化學生，進而抹黑香港
抗疫措施。

教育局發表聲明，批評部分
人士無視學生在疫情下佩戴專業
口罩演奏是為了保護自己及工作
人員健康的事實，在網上發表不
負責任言論，肆意嘲笑及醜化，

甚至以極度滋擾和冒犯的言辭欺
凌熱心的同學，此舉已超越社會
道德底線，亦無關言論自由。教

育局直斥針對學生的言論令人齒
冷，予以強烈譴責。

教育局又指出，音樂錄像推
出以來，社會各界反應正面，普
遍讚揚學生多才多藝，充滿朝氣
和活力，反映學生 「敢於擔當，
奮發向上，心繫國家」 的精神，
充分體現 「少年強則國強」 的MV
創作主旨。局方將一如既往，鼓
勵學生抱持正面價值觀，培養家
國情懷和國民身份認同，自強不
息，盡責興國。

有關聲明義正辭嚴，擊中了
少數網民的黑暗扭曲心理。修例
風波過後，一些人不敢再搞硬對
抗，轉而潛入地下搞形形色色的
軟對抗，利用網絡含沙射影更是
常見招數。對於這等行為，特區
政府除了口頭譴責，亮明立場，
更要依法懲處。讓欺凌者付出代
價，是提升阻嚇力的
最佳方式。

放寬限制受歡迎 結束疫情須努力
下周一開始，本港將落實五大抗疫

新措施，包括機場入境 「0＋3」 、登機
前檢測由快測取代核酸、取消未打齊疫
苗不准登機限制、來港易和回港易不設
限額。這是特區政府根據本港疫情實際
情況作出的重大政策調整，有充分科學
基礎。當然，疫情並未結束，香港需要
繼續精準抗疫及 「谷針」 ，築牢抗疫屏
障生活復常的步伐才能邁得穩健。

在新冠全球大流行兩年多後的今
天，防疫和抗疫形勢出現了變化。這種
變化得益於大規模接種疫苗，加上病毒
本身多次變異後呈弱化之勢，絕大多數
確診者已沒有病徵，入院率、重症率隨
之下降。鑒於全球染疫死亡數字已降至
2020年3月以來新低，世衞組織認為，
結束這場大流行，現在處於前所未有的
有利位置，雖然還未走到那一步，但終
點已在視線之內。世衞組織同時也提
醒，疫情並未結束，未來或會有反覆，
要抓緊時間為高危人士打疫苗，持續監
督病毒變異，並將防治新冠的有效方法
納入基礎治療保健體系之中。

就本港情況而言，與全球形勢基本
上是一致的。六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一

度升至每日確診逾萬宗個案，但經歷一
段平台期後，確診數字已下跌一半。污
水監測顯示病毒量在減少，疫情即時傳
播率也在下降，顯示本港疫情有望進一
步緩和。最重要的指標是，相對第五波
疫情整體高達0.6%的死亡率，5月之後
的死亡率跌至0.1%，這是由於第五波
疫情的慘況推高了香港接種率，防疫屏
障基本上建成。特區政府基於這一系列
的新變化，順勢而為，及時調整香港抗
疫措施，擴大對外開放，提升經濟動
能，符合民意所向。

另一方面，香港需要擴大對外開放
的壓力越來越大。本港經濟遭受疫情重
創，全球利息上升、滯脹重臨，令本港
經濟雪上加霜。股市波動，樓市下跌，
商舖相繼關門，影響人們對未來的信
心。近來，多項大型體育賽事被取消或
移師他國，一些國際展覽活動被別地搶
走，本來以香港為母港的國際郵輪離港
而去，令人關注香港競爭力如何持續的
問題。

特區政府庫房也因為推出多輪逆周
期措施而萎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
表示，香港財政儲備已跌至8000億元邊

緣。這意味着，在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
中，特區政府未必有能力繼續大手筆以
公帑提振經濟，開放、通關、復常，成
為現實下搞活經濟的必然選擇。

但擴大開放、提振經濟，不代表放
鬆抗疫。沒有人知道病毒將如何演變，
沒有人願意疫情爆發第六波、第七波，
沒有人希望抗疫走回頭路，要做到抗疫
和發展經濟兩不誤，就必須維持疫苗通
行證、安心出行等舉措，盡快提高長者
和兒童的接種率，市民需要繼續戴口
罩，政府更要繼續打擊破壞抗疫的行
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日本、新加
坡等推動復常走在香港前面的地方，至
今沒有放棄對密接者的高效追蹤，值得
香港借鑒。

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曾形容，一個馬
拉松跑手不會因為看到終點而停下來，
而是用剩下的全部精力跑得更加努力。
抗疫亦作如是觀。抗疫和發展經濟並不
矛盾，而是可以做到統籌兼顧，特區政
府需要加倍努力，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密
切配合政府的抗疫措施。唯有眾志成
城，同舟共濟，我們才能迎着曙光走向
天明，徹底戰勝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