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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內地新冠疫苗接種加速推進，正
式突破6億劑次大關。國家衞健委昨日
表示，截至5月28日，內地累計報告
接種新冠病毒疫苗60,299.1萬劑次。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接種數量從5億劑
次到6億劑次僅用了5天時間，日均接
種量已2,000萬劑次，速度遠遠快過此
前。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表示，預
計在7月初，內地的新冠疫苗覆蓋率應
可達到 40%，今年年底能夠達到
80%。

本土疫情反覆 刺激接種熱情
內地啟動新冠疫苗大規模接種後，

自3月27日超過1億劑次以來，每億
劑次所需時間為25天、16天、9天、
7天、5天，間隔不斷縮短，堪稱疫苗
接種的「中國速度」。近期以來，廣
東等地出現本土疫情反覆，這一定程

度刺激了公眾的接種熱情。無論是坊
間還是網絡社交媒體上，人們接種疫
苗的意願不斷增強。
正在北京出席兩院院士大會的鍾南

山院士在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
按照疫苗保護率達到70%計算，中國
的新冠疫苗覆蓋率需要達到近80%，
才有可能形成群體免疫。在7月初，全
國新冠疫苗的覆蓋率應可達到40%，
今年年底能夠達到80%。

國內外需求大 產能仍需提升
鍾南山表示，一方面國內對新冠疫

苗的需求強烈，另一方面，世界衞生
組織的疫苗需求同樣迫切，很多國家
希望中國能夠提供疫苗。中國的新冠
病毒疫苗產能仍需要提升。
在談及科技抗疫時，鍾南山表示，

與沙士時期相比，中國的科技能力有
了飛躍提升。沙士時期，經過兩三個

月才找到病原，新冠疫情在很短時間
找到病原，並完成測序、分離，第一
時間將試劑盒檢測推廣至全國，動物
模型也很多推廣到世界，治療上也取
得了進展。「中國疫苗不比國外
差，」鍾南山表示，中國新冠疫苗進
入臨床三期階段比國外還快，「現
在，中國的疫苗在90多個國家使用，
處處都是靠科技。」他說。

加強基礎科研 以臨床為導向
今年的兩院院士大會上，加強基礎科

學研究是備受關注的問題。鍾南山表
示，SARS、MERS和新冠肺炎都沒有
特效藥，就是因為基礎研究太少或者不
連續。他表示，沙士之後自己團隊也做
過一些研究，做到其機制和干預的靶
點，但發點文章就完了，實際上應該轉
化。在針對冠狀病毒的疫情方面，國
內外都沒有突破。「基礎研究應該以

臨床遇到的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文
獻上找的問題為導向」，鍾南山說，
現在很明確，應以診、治、防急需的
為導向加強基礎研究。

內地接種超6億劑次 鍾南山料年底前覆蓋八成人口

穗四地升至中風險 五條街封區
均涉荔灣區 每戶日限一人外出 地鐵只許下車不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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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為擴大疫情排查
範圍，5月29日，深圳市鹽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29
日表示，啟動全區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和疫苗接種「雙百行
動」，即實現全區全員核酸檢測和目標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種兩個100%覆蓋。鹽田區將在前期已基本完成全員核酸檢
測的基礎上，對重點人群實行「七天三檢」並陸續開展第二
輪、第三輪核酸檢測。此前因出差、外出等原因未接受核酸
檢測的市民，可盡快前往就近的核酸檢測點主動進行採樣，
確保應檢盡檢、不漏一人。

醫護人均日採樣逾500人
29日下午，在鹽田區海山街道海濤社區現場，前來做核

酸檢測的居民排着長隊，身着防護服的醫務人員頂着炎熱的
天氣，正緊鑼密鼓地做着核酸採樣。「我們這些同事，從早
上8點多就在這裏了，一直連續工作到現在。」工作人員表
示，海山街道此次核酸檢測任務是33,000人，醫務人員每人
每天要做近500人次的採樣，忙起來基本顧不上吃飯和休
息，經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
根據安排，鹽田區在大梅沙社康中心、鹽田區人民醫院鹽
田院區核酸採樣帳篷處、鹽田區人民醫院本部門診核酸採樣
帳篷處設立了三個臨時採樣點，每天工作時間為8時至12
時、14時至22時。指揮部呼籲，符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條
件的市民朋友，盡快預約及前往就近的疫苗接種點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
協調中心29日表示，近期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及中國台灣地
區等疫情急劇加重。受外圍因素影響，中國遼寧、安徽、廣東
多地出現疫情中風險地區。尤其是和澳門有密切聯繫的廣東，
每天有大量人員往返兩地，對澳門防疫工作影響甚大。
為防範新冠病毒傳播，應變協調中心再次呼籲市民、各部

門、機構、團體和企業加強防範，另外要及早接種新冠疫
苗。自29日中午12時起，所有入境澳門前14天內，曾經到
過廣州市荔灣區白鶴洞街道、中南街道、東街道、沖口街
道指定區域的入境人士，須按照衞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地
點接受14天醫學觀察。

深圳鹽田全區強檢
促目標人群全打針

近期曾到荔灣涉疫區者
入境澳門須隔離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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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
個臨時疫苗

接種點在上海
虹橋火車站亮相。據現

場觀察，除去留觀時
間，一名旅客從登記到
完成單劑疫苗接種僅
需15分鐘。

圖文：新華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
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揮部29日通報，28日
零時至24時，該區在對廣州通報的
核酸初篩陽性人員排查中，發現1
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例本
土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三人為
祖孫三代一家人的關係，其中確診
病例是一名年僅1歲1個月的女嬰。
56歲的女性無症狀感染者陳某
某，現住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華福
御水岸小區。28日凌晨，接廣州市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通報，陳某某在新
冠病毒大規模核酸篩查中初篩陽性。
南海區立即對陳某某實施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經檢測新冠病毒核酸結果均
為陽性。即轉佛山市第四人民醫院隔
離治療，經CT檢查和專家會診，判

定為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居住小區調整為中風險
另一31歲的無症狀感染者梁某某

是陳某某的兒子，1歲1個月的確診
病例梁某某是陳某某的孫女，兩人均
於28日凌晨被甄別為密切接觸者。
陳某某一家即被閉環轉運至佛山市第
四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同時南海區開
展了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共排查
到密切接觸者123人、次密切接觸者
78人，已追蹤到位並落實集中隔離
管理的有121人，核查在外市的有72
人，正在核查的有8人。
目前，華福御水岸小區風險等級

由低風險調整為中風險，實行封閉
管理，該管理區域的1間學校和3家
幼兒園已全部停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疫情再次升級，廣州正在與病

毒賽跑！29日，廣州市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即日起將荔灣區白鶴洞街、中南街、東漖

街、沖口街，由低風險地區提高為中風險地區。廣州實行分級分類防控應對

新冠疫情。上述荔灣區四街道加上同區海龍街區域範圍內的所有人員納入此

次最嚴管控區域，每戶每天限1人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涉上述區域的7

個地鐵站、83條公交線只下不上，區域內暫停出租車、網約車服務。

佛山祖孫三人感染
包括1歲女嬰

根據廣州市政府的13號通告，
荔灣區海龍街、白鶴洞街、中

南街、東街、沖口街區域範圍
內：所有人員以居家為主，停止非
日常生活必須的一切活動，除每戶
每天限 1人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
外，其他人員不得外出。

周末廣佛線頓變空蕩蕩
在交通方面，本次涉及進入防控

區域的地鐵線路共兩條，包括地鐵
一號線和地鐵廣佛線。廣佛線和一
號線是廣佛是兩個城市最主力的交
通出行線，一般周末單日客運量數
次突破千萬大關。29日，香港文匯
報記者乘搭一號線和廣佛線時發
現，車廂內空空蕩蕩，乘坐率不到
三成。坑口站屬於此次「只出不
進」的7個地鐵站之一，在出閘處有
指示牌告知「只進不出」政策和疫情
相關措施。在地鐵站與室外的出入口
處，也拉起鐵馬，僅保留一窄小的空
間供出站，禁止外面人員進入。
儘管被嚴格管控，香港文匯報記
者看到東小區內不斷有居民到小
區門口，透過無接觸配送的方式收
取快遞小哥送來的生鮮蔬菜。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儘管區域內將
暫停相關快件攬收業務，廣州市商
務局副局長魏敏表示，廣州相應設
立社區應急生活物資供應點，同時
設置網購貨物線下集中配送點。現
場指揮部組織人員將快遞或外賣從
臨時寄存點配送給購買者。
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周斌指

出， 5月21日到目前，廣州市荔
灣、海珠兩區共報告了5例確診病
例和9例無症狀感染者，這提示病
毒傳播速度快、傳染能力強。

針對重點街道跨區域防控
他指出，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本

輪疫情有三大特點。一是當前感染
個案存在一定程度的區域聚集；二
是密切接觸者以及密切接觸者的密
切接觸者（次密）涉及廣州和佛山
多個區域；三是續發病例涉及的人
群結構和活動場所類型複雜。「這
些都是疫情擴散的危險因素。」
張周斌表示，廣州針對疫情三個

層級的分類防控方案，最核心的層
級是當前病例較多且出現聚集性疫
情的街道，是防控的核心圈，傳播
風險高。因此，實行「內防擴散、
外防輸出、嚴格防控」的剿滅策
略，「重點在於排查，確保早發現
和防外溢。」

臨
街
商
舖
拉
大
閘
「
快
遞
哥
」冒
黃
雨
送
菜

29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被升級
為中風險區域的廣州東漖街，這裏臨街商舖
大多數都已經拉閘關門，街上行人很少，安
靜得只聽見暴雨劈哩啪啦往下砸的聲音。雨
幕中，只有穿着綠色、黃色雨衣的快遞小哥

忙碌地穿梭着。偶爾一輛車駛過，濺起半米高的水花。

警察把守門外 仔細詢問身份
在這條街上的大型住宅小區東漖新村，出入口有四五個警

察及居委會工作人員把守。進門處放着路障，拉起警戒線。
小區連停車場進入口也拉起一條紅線，用以阻撓車輛進入。
每當有人要進入，警察便會仔細詢問是否小區內居民，並提
醒一旦進入便要留守家中，無法再外出。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該小區門外站了大約40分鐘，其間已經有六、七個快遞小
哥來到門口，為該小區住戶送菜、油糧等食物。

「今天配送站收到幾千張訂單，訂單量暴增，是平時的好幾
倍。」一位社區送菜的小哥小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騎着
電動車來往折返於這條被封鎖的街道，為不同小區的市民配送
蔬菜。「因為通知來得挺突然，不少市民都沒有準備，在這個
時刻能夠配送他們所需的物資，也是盡自己職責，雖然今天雨
很大，送貨得累一些，但沒關係。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疫情衝擊心情 高考生稱緊張
正在就讀高三學生鄭同學，正是在最嚴管控區域內一所名

校真光中學讀書。其班級已經停止線下授課。「有問題無法
當面問老師，只能線上問答，這點比較鬱悶。」鄭同學說，
作為高三考生，下月便面臨決定人生去向的高考，心情有些
緊張。加上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讓他也有
點小慌張。「但總體來說我是安心的，因為
看到政府的防控措施非常嚴格，相信只要做
好個人消毒防護，應該不會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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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學生鄭同學
記者盧靜怡攝

●●快遞小哥不斷穿梭在雨快遞小哥不斷穿梭在雨
中中，，為居民配送物資為居民配送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多個小區門口貼
上「只准入、不准
出」的告示，並有工
作人員看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攝

●● 東漖新村小區東漖新村小區
門口拉起了警戒門口拉起了警戒
線線，，並有警員和警並有警員和警
車把守車把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盧靜怡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