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本港疫情穩
定，港澳通關漸露曙光，澳門特區政府日前表
示，如果香港連續14天沒有本地感染個案，兩地
有條件研究通關安排。有外媒則引述消息人士
指，兩地擬容許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入境者縮短檢
疫期至最少7天，並要出示抗體陽性證明，惟細
節仍在磋商中。

香港昨日連續11天沒有本地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新增的3宗病例均屬輸入個案，患者分別是

日前抵港的一名海員及兩名印傭，其中海員被驗
出帶有N501Y變種病毒。
據澳門傳媒報道，當地衞生部門日前透露若香

港保持連續14天本地零確診，兩地就能商討放
寬通關限制。換言之，下周一香港本地零確診無
「斷纜」，港澳有望通關。有消息透露，兩地通
關安排需按部就班，初期可能只是縮短完成接種
疫苗人士的檢疫天數，人數亦有限制，而最終安
排細節仍有待兩地政府商討，暫時未有定案。

專家：恢復往來風險可控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港澳兩地目前疫情都較輕微，恢
復往來的風險可控，是適當時間商討恢復通關，
以推動經濟復甦。香港特區政府亦可以從中汲取
經驗，為日後廣東省疫情穩定時擴大恢復通關地
區作準備。
但他同時指出，暑假即將來臨，港澳兩地均面對

海外留學生回家度假所帶來的輸入個案風險，特區
政府必須要求入境人士接受檢測，作雙重保障。
梁子超認為，已經完成接種疫苗應該是享受港澳

兩地放寬檢疫安排的條件之一，「除了他們打完針
本身受感染的風險較低外，安排亦可以鼓勵市民
盡快打針，加快建立保護屏障。」他補充，
醫學上沒有太多人因為身體情況一定不
能夠打針，除了兒童外，其他人
都應完成接種疫苗。

港澳通關在望 擬打針減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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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與父永隔 公僕籲關心家人
未能探病最後兩個月相聚僅數分鐘 盼更多人接種疫苗不留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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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疫情
下，智障人士的家居及日間服務暫停，甚至連
庇護工場也關閉，要求院友回家暫住，令家居
照顧者變成「24/7」（即一周7日、每日24小
時）的保姆。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昨日公布
的調查顯示，本港智障人士在疫情下遭到環境
約束、被剝削、疏忽照顧等情況均較國際水平
嚴重。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崔佳良表
示，政府應就特殊需要人士提供無障礙發放資
訊，並制定替代社區支援服務。
是次調查共收集269份問卷，有58.4%照

顧者反映疫情期間受到環境約束，高於國

際平均水平的21.2%。其中，有78.2%照顧
者因疫情選擇避免讓智障人士前往醫療服
務，較全球平均比例高35.5%；逾74%及
79.2%智障人士的體力活動及暴露在陽光底
下時間減少，分別較全球平均水平高
10.9%及30.7%。

帶智障家屬外出受歧視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黎沛薇表示，

有家長反映帶同智障家屬外出受盡歧視目
光，甚至被拒絕接待，覆診時更要把智障人
士的手部綁在輪椅上，避免扯掉口罩。

卓新力量主席、40多歲的譚嘉敏居住宿舍6
年，疫情下宿舍要求她暫停到工場工作，最終
只能每天以看電視、拼拼圖打發時間，亦無法
外出活動。73歲的譚母形容，女兒「慘過坐
監」，故將女兒帶返家住，但每天與女兒相處
如「困獸鬥」，導致家人之間爭執增加。
崔佳良建議政府加強針對特殊需要人士

的無障礙發放防疫資訊和防疫政策，與不
同持份者加強交流，並着重公眾健康教
育，在鼓勵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運動，
及制定在突發危機下的替代服務，維持緊
急社區支援服務。

疫下工場關閉 智障人士「慘過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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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進展得如
火如荼，目前每日均有數萬名市
民接種疫苗及透過網上系統登記預
約接種，背後實有賴一班政府「IT
人」的努力。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總系統經理（共用服務）張宜
偉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預約
系統經過多次改良，如今既讓市民可
對不同中心的預約情況一目了然，又
為色弱人士提供方便，且預約過程十
分簡單快捷。回想當初設計這系統
時，張宜偉說：「明白有市民對接種

疫苗感到擔心，尤其早期害怕一窩蜂湧至
接種中心會容易受感染，這讓我有一個使命

感，希望能設計出讓市民安全且方便的預約系統，
如今算是成功了。」

系統改良有效杜絕「白撞」者
張宜偉指出，去年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設計預約系

統，成為今次疫苗預約系統的基礎，但今次面對的最
大困難，是上次普檢計劃每人只預約一天、一間中
心，今次卻是一次過預約兩劑的時間，且兩款疫苗接
種第一二劑相隔的時間並不相同。同時，普檢計劃時
有人亂填資料登記，因此今次也作出改良，將預約者
填寫的身份證號碼和出生日期，比對入境處的資料
庫，杜絕「白撞」者，故用了六星期建立系統。
張宜偉表示，網上預約系統於今年2月23日開始運
作，當天凌晨他已與同事去辦公室視察運作，至早上
9時開始多人預約，反應比想像中熱烈，下午4時許已
爆滿，但有人花了一小時才完成預約。他說：「預約
名額接近爆滿時系統仍然『塞車』，是因為很多人仍
在不斷尋找哪個中心、哪個時段尚有名

額。」
他續說，由於設計系統時已預留了有機會要擴展系
統，故即時透過雲端平台去做，到3月1日系統再次接
受預約時已大大得到改善，即使其後復必泰疫苗開始接
受預約的首天，曾有逾10萬人輪候，大部分人也於半小
時內完成預約。
除了減省輪候時間外，他指系統也經過多次改

良，例如增加一個頁面讓市民清楚知道不同中心於
不同日子的預約情況，也用上了不同顏色去顯示接
種中心於不同日子的尚餘預約名額，及是否即將
額滿等，其後又考慮到色弱人士單看顏色未必
能將之區分，便將顯示圖形改為以圓形、
三角形及長方形等區別，方便用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網約打針簡單快捷 有賴幕後「IT人」

▶張宜偉表示，目前的預約系統經過多次改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宜偉辦公桌上放有與兩女兒及太太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宜偉1993年加入政府任二級系統分
析及程序編製主任，至今已任職公

務員28年。過去一年多，他協助建立了
1萬元現金派發計劃的系統、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與目前疫苗接種計劃的預約系
統等，經常要加班工作。

幸家人對忙於工作無怨言
他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坦言，回想過去一年多工作繁
忙，陪伴家人的時間不多，就算
回家也可能要開會及處理公務，
「就連我忙什麼都沒有時間與家人
解釋，但幸運地有全職主婦的太太
幫我打理頭家，例如在疫症初期與
外父外母一起『撲口罩』等。」
張宜偉的兩名女兒十分「黐身」，

中學時期已常問：「爹哋，公務員不是
返朝九晚五的嗎？」現在，她們分別19
歲與21歲，處於十分重要的成長期，更令
他感到內疚。

還幸女兒及太太對他忙於工作不但沒有怨
言，還十分留意與上心，「她們從新聞得知政
府在抗疫或疫苗接種上有新措施或新安排時，
會即時WhatsApp我：『今晚又不回來吃飯、原
定約了去的節目又要改期了吧？』同時也會給
予我工作意見，甚至有時聽到負面報道時，會
替我及我哋同事感到不值，有次更擔心了一整
晚！」

父女錯過父親節 女睡前託母祝福
去年的父親節，正是派發1萬元計劃首天登
記，張宜偉當天清晨6時已出門上班，回家時接
近深夜12時，兩名女兒也睡了，父女間錯過了
整個父親節，但女兒們睡前託母親向他說句父
親節快樂，也令張宜偉暖在心頭，但同時亦覺
得辜負了她們。他說：「今年父親節已相約好
她們一起行山，然後與她們的祖母一齊飲
茶。」
提到父親節，最令張宜偉難忘的是其去年底

離世的父親。他說，父親雖已屆88歲高齡，但
身體向來十分健壯，常與年輕逾20歲的母親結

伴上街，惟疫情減少戶外活動，其父精神與體
力明顯轉差，於去年10月因一次跌倒導致骨
折，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接受手術。
他表示，該手術相當成功，父親其後轉往靈實

醫院接受離院前護養。但受疫情影響，其父留醫
期間，家人只能靠平板電腦與他視像對話，有時
父親的精神欠佳，甚至不知是否認得家人。本來
一切好轉，然而其父之後因為細菌感染而要轉往
將軍澳醫院，家人只能在轉院時相見短短幾分
鐘，不久後更於去年12月底離世，令張宜偉無限
唏噓，更令母親其後一段時間未能釋懷。
張宜偉強調，目前是香港抗疫的最關鍵時

期，他舉例指英國近日的確診人數又回升，香
港一直以來多得市民及政府在防控疫情上做得
好，才沒有大型爆發，但變種病毒仍讓人擔
心，不能忽視，市民應把握機會及時接種疫
苗，「接種疫苗是保護自己、家人的行為，也
只有這樣才可盡快回復正常社交生活。」他續
說，不少長者疫情期間減少運動，身體轉差，
寄語市民要好好關心家人，快快樂樂慶祝父親
節，疫情好轉後有機會與家人一同旅遊。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香港有不少

身為爸爸的公務員每天為抗疫奮戰，犧牲

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總系統經理（共用服務）張

宜偉去年因籌劃政府派發1萬元的

電腦系統，父親節當日也要工作

至深夜，令兩名女兒苦等一整

天，無法與他慶祝，「多謝太太與

女兒一直對我的體諒與關懷，又會

替我的工作被市民誤解感不

值。」疫情更令張宜偉未能到

醫院探望患病的父親，父親離

世前兩個多月只有一次機會

相聚幾分鐘，耿耿於懷。現

負責疫苗接種計劃預約系統

的張宜偉直言，希望透過更

多人接種疫苗令市民早日

回復正常生活，至少令院

舍家屬能探望，不再留遺

憾，同時讓大眾可快快樂

樂慶祝父親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本港智障人士在疫情本港智障人士在疫情
下遭到環境約束下遭到環境約束、、被剝削被剝削、、疏忽照顧等情況均較國際水平嚴重疏忽照顧等情況均較國際水平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