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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中考延至7月 學子盼早定日期
教育局指大部分學校無封閉管理條件 市第八醫院兩醫護確珍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

高考剛剛結束，內地又將陸續迎來初三學生中

考。14日，廣州市教育局負責人在廣州市政府新

聞發布會上通報稱，出於疫情防控需要，原定於

6月20日至22日舉行的廣州中考，延至7月舉

行。由於廣州2021年中考不納入省考，由廣州

自主命題、單獨考試，此次調整不會影響9萬考

生的升學考試和錄取。

●責任編輯：楊家鈺

據悉，連日來，廣州新增感染個案區域有擴散趨勢，不僅
荔灣區新增東沙街道，廣州人口第一大區白雲區亦出現

多例感染個案，其中，位於白雲區的新冠病例收治醫院廣州市
第八人民醫院，出現醫院感染事件，2名醫務人員確診。

非全省統考不影響穗考生升學
據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谷忠鵬介紹，廣州共有491所初中學
校共90,544名考生參加2021年中考，無論是考生數量、考點
數、考務人員數，都遠超剛剛過去的高考。對於為何延期中
考，谷忠鵬解釋，統計數據顯示，9萬考生中，走讀生佔據
63%。同時，大部分初中學校沒有住校集中管理的條件，難以
達到考生、考務人員在校封閉管理和集體用餐的要求。因此，
適當延遲中考時間，有利於降低因考試導致的疫情傳播風險。
谷忠鵬指，廣州2021年中考不納入全省統考，由廣州自主
命題、單獨考試、自主組織，調整考試時間不會影響招錄，亦
不會影響其他地市中考。

家長考生：憂打亂備考節奏
中考延期決定公布後，在廣大學生和家長中引起較大反響，
不少學生擔心備考節奏打亂，而家長則擔心孩子在等待考試中
心理發生變化。來自封閉區、封控區域的中考家庭，「反彈」
最大。
「中考前的模擬考試已經差不多結束了，在延期的日子，我
們怎麼備考？特別是我們封控區學生仔只能上網課，與非封控
區課堂上課，效果肯定有區別。」來自廣州荔灣區花地街道花
地中學的學生家長王女士說，另外，如果7月份疫情有更大反
彈，組織中考將會難上加難。
同屬荔灣區封控區域的汾水中學初三學生小梁說，本來備考
進入最後一周，已經準備好最好的狀態迎接中考，現在突然延
期，心理上多少會有壓力。不過，他能夠理解政府部門作出的
決定，畢竟萬一出現交叉感染，對全市學生造成的影響更大。
他們表示，期待教育部門盡快公布延期考試的具體時間，以
便廣大師生調整備考節奏，緩解心理壓力。

疫情呈擴散趨勢 白雲區現感染者
廣州作出中考延期的決定，與時下全市疫情進展密不可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官方疫情發布消息發現，近3日，廣州疫
情呈現擴散趨勢，其中，荔灣區除白鶴洞街道、中南街道外，
東沙街道亦出現感染個案，相關區域已實行風險等級上調。6
月13日至14日，廣州白雲區連續發現感染個案，風險等級上
調，這是白雲區本輪疫情中首次發現感染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白雲區作為廣州外來人口大區，最
新人口普查顯示常住人口達到374.2萬人，比位居第二的番禺
區多出近100萬人。
特別注意的是，白雲區新增感染者中，包括2名醫務人員。
據廣州衞健委14日通報，負責本輪疫情全部感染者收治的廣
州醫科大學附屬市八醫院（下稱「市八醫院」），病理科一名
技師和急診科一名醫師被診斷為確診病例。初步推斷，兩名醫
護人員意外暴露造成感染的可能性較大。目前，該院已採取嚴
格管控措施，醫院職工在集中居住酒店封閉管理，廣州市已從
其他醫院抽調醫務人員支援該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自去年12月開始，廣州就已組織
醫護人員接種新冠疫苗，作為新冠病例收治醫院，市八醫院更
是重點接種醫院。根據該院4月19日發布的消息，截至當天，
該院96%的職工已接種疫苗。
業界指，技師崗位負責病例樣本檢測，而急診科面對的是各
類發熱等病人，屬於重點接種人群中的「重點」，此次2名確診
者基本可以確定已接種新冠疫苗。不過按照相關部門公布的信
息，目前兩人病情穩定。其中1人為輕型，另1人為普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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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無視風險仍允許機組人員居家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消息，台灣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14日宣布，將收緊航空公司機組員返台
檢疫措施，從高風險國家和地區返台的機組員需
檢疫14天，另針對已接種疫苗者，則採「5+9」
「3+11」不等的檢疫措施。但是，對於非高風險
區域返回機組人員居家隔離，可能仍然會造成檢
疫漏洞。
台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爆發，機組員檢疫期限
放寬為3天居家檢疫加11天自主健康管理的「3+
11」政策被視為防疫破口。指揮中心當天宣布更
改機組員的檢疫措施，並要求航空公司落實外站
「零接觸」、機組員「機上全程防護」管理。其
中，曾入境當局劃定的疫情第三級地區的長程航
班分為兩階段，尚未接種疫苗及接種1劑疫苗未
達兩周者，6月12日起，採5天居家檢疫加9天加
強版自主健康管理；7月1日起，改採7天居家檢

疫加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台灣媒體報道指出，台灣這一輪的疫情，除了
機組人員在諾富特飯店內隔離期間造成的感染，
亦有個案是居家檢疫期間與家人交叉感染，質疑
相關措施仍有可見的漏洞。

台媒質疑：台將成疫苗孤兒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4日通報，新增185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均為本土病例，確診個案中
新增15例死亡。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於此前聲
稱「今年台灣疫苗的採購量已經夠了」，台灣聯
合新聞網14日在報道中質疑：台灣明年、後年的
疫苗在哪裏？沒有人知道。
報道指出，放眼國際，歐美連2022年、2023年
都已布局採購BNT疫苗，訂單動輒上千萬、上億
劑，韓國已取得美國疫苗代工地位，新加坡將成

為BNT在亞洲的生產基地。專家擔心，台灣再不
行動，恐不只明年買不到，未來幾年內都將成為
疫苗孤兒。
陽明交大公衞所兼任教授、首任疾管局局長張

鴻仁表示，韓國和新加坡取得歐美疫苗代工，台灣
已經不可能，因為以前就沒投資。至於對外採購，
張鴻仁說，不覺得台灣有訂明後年採購計劃，只聽
說明年好像編列了100多億疫苗採購預算，但只是
粗略從劑量和金額去預估，沒有完整規劃。
張鴻仁又提到，變異株橫行是個大問題，目前
世界各國都認為明年勢必得繼續打疫苗。各大藥
廠都在研發追加劑量，希望追加一劑就可以把中
和抗體拉上來，所以明年的疫苗打法會與今年不
同，今年打兩劑，明年很可能只需要一劑。但這
些新一代疫苗，是否一劑就夠有效，科學上也還
不夠清楚，需要更多實證。

感染63例 小區整體轉移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根據
廣州市衞健委14日通報的數據，截至目前，廣州
本輪疫情本土感染者已達到146例。香港文匯報
記者梳理發現，高風險區荔灣區白鶴洞街道，出
現的感染者佔據全市感染總量的大部分，其中，
轄區內鶴園小區單個小區便達到63例，成為本輪
疫情的重災區。目前，廣州市已成立「荔灣區白
鶴洞街鶴園小區疫情防控攻堅領導工作組」，指
導組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廣東工作組成員、省
衞健委二級巡視員余德文，總指揮為廣州市委書
記張碩輔、市長溫國輝，成員單位包括廣州市政

府辦公廳等17個單位。
14日，廣州宣布11個社區、單位解封，此為疫

情以來首次。目前，荔灣區封控區芳村片區已經
開展了5次核酸大篩查，端午節後，將進行第六
次篩查，若無陽性個案，該地區多個街道或將迎
來解封。
然而，荔灣區白鶴洞街道的解封或有待時日，

進入6月以來，廣州新增感染個案多數來自該街
道。以6月11日至13日為例，11日，廣州新增8
例境內確診病例，7例來自白鶴洞街道，6例來自
鶴園小區；6月12日，廣州新增境內6例確診病

例，其中4例來自鶴園小區；6月13日，廣州新
增境內4例確診病例，其中3例來自白鶴洞街，2
例來自鶴園小區。至13日，僅鶴園小區感染者已
增至63例。

涉逾3000戶6000多人
為做好重點地區防控，廣州正在對鶴園小區實

施整體轉移隔離措施，涉及3,000餘戶6,000多
人。香港文匯報記者14日獲悉，目前，轄區內過
半住戶已完成轉移隔離，分別轉移至白雲區、花
都區等地酒店。

餐飲業陷苦撐 盼政策扶持
從5月29日至今，除天河區以

外，廣州各區都陸續發出禁止堂
食的通知。端午佳節當日，香港
文匯報記者前往天河區熱門商圈
掃街發現，雖然天河區開放50%

的堂食，不少購物中心、商場都打出折扣大優
惠，但前來購物及用餐的市民三三兩兩，冷冷清
清。商圈內不少網紅美食店，往日門口用來排隊
就餐的凳子，如今要麼整齊擺放一旁，要麼堆疊
在側，食客只需掃碼測溫進店即可落座點餐。

眼下，希望疫情早點結束已成為每一個深陷「苦
撐狀態」的餐飲人最大的期盼，「相信政府會盡快
解決我們的困境，希望月底疫情就會過去。」在天
河區經營東南亞餐廳的港人何女士表示，目前廣州
抗疫已初見成效，希望就在不遠處。

餐飲店日虧5000元
何女士在廣州天河區經營的東南亞餐廳，疫情

之前每天進店用餐的客人在150人左右，如今堂
食開放受限，工作日最多也僅20人前來用餐。在
端午節前一日，何女士的店裏久違地迎來八桌客
人同時用餐。當時正在門口把守測溫掃碼的她，
轉身看到這個畫面，眼淚都流出來了。「其實現
在開源節流也並沒有實質作用」。何女士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即便有客人，店裏每天收支賬戶
仍要虧損5,000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雖然現在正處於端午小長假，何女士還是決

定，給自己和員工放個假。「餐飲配合防疫也是
必須的。每一家餐廳都有自己的艱難要克服。」

連鎖餐飲店主動停業
相比何女士，北上從事餐飲行業至今已有 8

年、在廣東地區共有5家連鎖店的香港皇上皇集
團的執行董事劉東明就有更大苦衷了。受這波疫
情影響，「皇室宴會」的營業額從每日六七萬元
銳減到不到三千。眼見「開店就是更大損失」的
慘狀，劉東明在當地政府出台禁止堂食政策之
前，就果斷關閉了在廣州天河區和海珠區的兩家
餐廳。6月份，佛山也爆發疫情，他又陸續關閉了

佛山南海店和禪城店，目前僅中山的店面仍正常
營業。劉東明估算，這一輪疫情，他每月起碼損
失230多萬元。

但他亦表示，理解且支持政府出台政策禁止堂
食，如果不通過這樣的手段進行大規模排查，把
所有的感染個案盡快找出來，疫情就會沒完沒
了。「雖然現在很困難，也想過放棄，但我對政
府的處置能力還是很有信心的，希望這一波過去
以後，政府可以考慮對遭受重創的餐飲業給予支
持，比如提供一些特殊貸款政策和稅收政策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胡若璋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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