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組新增
萬華茶藝館 +105例

萬華活動史 +44例

五股獅子會 +5例

宜蘭遊藝場 +3例

文 匯 要 聞A2 ●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212021年年55月月171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

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

台灣新增病例
當日公布數據為過去24小時統計

增206本土確診 台多地齊爆疫
民眾批當局「鴕鳥心態」無普篩無封城致防線失守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16日新增
的206例本土個案為90男116女，其

中年齡最小的不滿5歲，年齡最長者超過80
歲。發病日/採檢日介於2021年4月6日至5
月15日，居住縣市分別為新北市97例、台
北市89例、彰化縣9例、宜蘭縣及新竹縣各
3例、桃園市及基隆市各2例、台中市1
例。病例中與台北萬華區茶藝館相關105
例、有萬華區活動史者44例、宜蘭遊藝場
相關3例、五股獅子會5例、南部進香團1
例。自5月11日以來，台灣本地確診病例已
達451例。截至目前，全台累計確診1,682
例。
指揮中心要求，為避免全台確診病人無病

床收治，全台醫療機構實施門診營運降載等
四項措施，暫停體檢、美容等非必

要醫療檢查、手術。對於輕症
患者，指揮中心希望

其待在家中、

等候衞生人員通知；在家時須維持一人一
室，不可離開房間。另為了有利傳染病防治
工作進行，指揮中心授權各縣市政府發布確
診病例公共場所活動史。

雙北地區初高三生線上上課
鑒於目前本地確診病例集中於台北、新北

地區，兩地市政府宣布17日起高中三年級、
初中三年級學生可採取遠程線上學習；兩地
公務人員採彈性時間上下班。此外，繼15日
台北、新北快餐業者暫停店內就餐服務後，
台灣快餐業者「頂呱呱」16日公布暫停全台
門店店內就餐服務，全部改為外賣。
「我現在很擔心台灣的疫情擴散速度和傳

染面會有多大。」因爺爺病重，林先生與父
親於4月趕回台灣探望，不料遇上台灣疫情
接連「爆雷」。「畢竟是親爺爺，不能不回
來。」但令林先生糾結的是，既放心不下被
疫情陰霾籠罩的台灣家人和病重的爺爺，也
放心不下在大陸的妻子和事業。

民眾：當局不願借鑒陸經驗
「我可能會提早回大陸，爸爸留在台灣保

護後方吧。我回大陸是安全了，但是很擔心

在台灣的家人。」林先生批評當局應早日學
大陸，普篩、封城、施打疫苗，雖然會付出
一定代價，但可以保護全台灣。「只是民進
黨政府，連封城都唯恐學大陸，怕跟大陸沾
上邊，不懂也不想懂。」而對於接種疫苗，
他表示早就放棄考慮施打台灣疫苗。「我已
經預約施打大陸疫苗，台灣的疫苗我信不
過。」
「病例已經在4月初就感染，那麼久了，
到現在該上班還是上班，中學生還是繼續會
考，很多學生確診，這樣的政府再繼續這
樣，早晚被民眾推翻。」台灣民眾蘇小姐認
為，大陸政府做事果斷，但民進黨則不僅騙
自己還戕害台灣民眾，反對普篩，不知道還
藏着多少病例沒有爆出來。
針對島內民眾詢問何時「封城」以堵住防
疫漏洞，甚至有人「跪求封城」，台灣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負責人陳時中起先稱要連續7
天日均增百例才有可能，後來又改口，「放
寬至」連續14天日增百例。「陳時中和民
進黨是瘋了還是來搞笑，這麼嚴謹的事竟然
說是口誤。我估計他們是在硬撐，之前他們
取笑大陸封城，如果台灣也封城，是自己打
臉。」蘇小姐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蔣煌基福建報道）
「現在疫情這樣的狀況，待在台灣我害怕。」
台灣疫情再「爆雷」，引陸生驚慌。有陸生決
定盡早撤離台灣，亦有學生因為學業未結束而
無法離開，內心驚恐。「媽媽打電話給我，跟
我說，學位什麼的都可以不要，人一定要平安
回家。」陸生陳同學表示。
「從小對台灣有好感，而且離大陸也近，
家人放心，就到台灣讀書。」陳同學本科在
台灣就讀，原本讀完本科想赴歐洲讀研，但
2020年疫情爆發等原因，她的讀研申請就
被耽擱，之後她決定回到熟悉的台灣繼續完
成研究生學業。「現在到處在傳台灣疫情爆
發了，大家心慌慌。而且據我所知台灣沒有

普篩，醫療物資儲備也不足，更可能存在隱
瞞疫情的現象。這幾天民眾都在商超排隊搶
購物資。」她說。
據陳同學表示，已有不少陸生買好了最近

幾天撤離台灣的機票，其他則因上課、寫論
文等原因，暫時未有離開計劃，僅各自儲備
好物資和消毒用品，減少非必要出門。「但
是機票也漲價了。現在從台灣返回大陸，比
如台北飛上海，原本價格都在1,000元（人
民幣，下同）以內，現在都漲到1,700元，
台北飛廈門更是漲到了3,000多元。但是大
家都已經不看價格，不管怎麼樣都要回
家。」她說。
在台北就學的林同學則面臨着尷尬。「我

的學業還沒完成，但是宿舍租住年限這學期
結束就到期。現在學校停課，如果我離開台
灣，再回來就是下學期。為了避免超出宿舍
租住年限，我現在就要搬離現在的住所，重
新找住地。但是在目前的疫情大爆發情況
下，還是宜靜不宜動。」他說。
「我有同學（陸生）準備先回大陸打疫

苗，雖然不知道民進黨政府願不願意承認大
陸的疫苗。但是不管怎麼樣，下學期如果要
繼續回台灣讀書，還是要隔離。還會繼續留
下來的同學，相信大部分都是因為往返都要
隔離，太麻煩。與其這樣折騰，我也不回去
了，這幾天都有跟家人報平安。」張同學
說。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蔣煌基報道，鑒於島內疫
情不斷擴大，台灣社會呼籲當局擴大篩檢。
《聯合報》16日社論指出，這次本地確診大爆發，除疫調匡
列，主要是擴大篩檢的結果。但近期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多次提
議針對高風險區域進行普篩，卻屢被當局以「不要做沒目的性
的普篩」回絕。該社論還指出，台灣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卻又以台北萬華區人員出入複雜為
由，發送60萬條短信提醒有疑慮的民眾
到篩檢站做篩檢，等於還是採取了
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區域普
篩。可這期間噴灑了多少政治
口水，又浪費了多少防疫時
間。
據台媒報道，當前全台
僅有台北萬華設社區篩
檢站，每天大批民眾
前往、站前大排長
龍，也有其他縣市
民眾前往，增加群聚
風險。有醫生呼籲在
社區廣設篩檢站以避
免民眾跨區移動和
群聚。對此，指揮
中心稱正在研議。
捲土重來的疫情也讓
原本備受打擊的台灣觀
光業雪上加霜。「台灣
沒有觀光業了。疫情一開
始，境外遊停掉，做出境
遊的旅行社死一批。現在疫情
大爆發，做台灣境內遊的旅行社也

停了。」曾經是導遊的張先生，改行開出租
車，「現在台灣街頭空蕩蕩，餐廳也是門可羅
雀。大旱災又遇上大停電，加上現在疫情大爆發，民進
黨真的是把台灣帶到天怒人怨境地了。」

觀光業雪上加霜 恐全線崩盤
台灣觀光旅遊產業協會理事長葉正時也表示，原本疫情爆發後，觀光業

界都在硬撐。「大家早已『不務正業』，減薪裁員、販賣東西，大家苦熬
苦業保命。」
葉正時說，原本做境外遊的群體，因為疫情，要麼倒閉要麼轉做台灣境
內遊。「去年疫情發生以來，業內都在自救，有一頓沒一頓的。」葉正時
擔憂，當前台灣疫情大爆發，如果民進黨當局未能在短期內控制住疫情，
台灣觀光業恐怕將全線崩盤。
「民進黨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騙。我們一直沒有普篩，因為這樣會讓外
界，還有台灣老百姓認為，台灣防疫確實做得不錯。但是只要一普篩，問
題就會暴露，民進黨『防疫模範生』就要跌落神壇。」葉正時批評當局不
顧民眾安危，坑蒙拐騙，才令台灣陷入疫情大爆發境地，更讓台灣觀光業
雪上加霜。

缺德藥店趁疫加價
口罩秒漲50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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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新聞網消息，台灣疫情大爆發，有網友發
文表示，15日到藥局買口罩，瞬間漲價50元（新台幣，下同），引
起不少討論。
該網友15日在facebook社團《爆怨2公社》發文，指出自己去藥局買

紗布，順便問問口罩，原本店員跟他說一盒249元，結果條碼刷下去
後，見對方又面露尷尬：「呃……剛剛漲價變299了」、「抱歉，電腦
上都有時間，剛好幾分鐘前調漲的」。
該網友聽到後相當錯愕，店員續指：「之前還219，249也是昨天
才調整的。」無奈之下他最後只買紗布，並對商人趁着疫情升溫
漲價的行為，感到相當傻眼。
對此，其他網友紛紛表示：「口罩並沒有缺貨，但缺德的
是商人」、「股票如果能這樣漲就好了」、「直接檢
舉打擊奸商」、「消基會無法可罰嗎？這種坐

地起價的可以檢舉吧」。

寧捱貴價機票回陸 陸生：待在台灣害怕

●5月16日的台北捷運站內空蕩蕩。 中通社

●高雄市環保局16日到高雄左營高中校園內進行消毒。 中通社

●往日人潮絡繹不絕的新竹縣北埔老街遊客減少，只剩下零星幾人。中通社

●高雄
市民搶
購日用
品。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台灣

新冠肺炎疫情再擴大。

「206例本土病例，我說的真的應驗了，台灣疫情爆發了，

台灣要淪陷了。」回到台灣嘉義家裏的台青林先生驚慌

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5月16日宣布，新增206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最早4月6日發病。新增感染病例包括90名

男性和116名女性，其中年齡最小的不滿5

歲，年齡最長者超過80歲。「如果學大

陸，早封城，做普篩，公布感染病

例足跡找到感染源，台灣不致於

現在這樣。大陸讓民進黨照抄

都抄不會。」林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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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新增207例

本土206例 境外輸入1例

·90男 116女

·年齡最小未滿5歲最大80多歲

·發病日/採檢日介於4月6日至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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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進香團 +1例

數據來源：台灣衞生部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