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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疫歿兒童增
打破「風險較低」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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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強制醫護打針 否則停職

英國英格蘭上周一解除大部分防疫措
施，年輕民眾在未有戴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下聚會狂歡的情況，引起醫生擔憂。醫生
指出，現時年輕的新冠患者持續增加，包
括需入住深切治療部（ICU）的重症患
者，呼籲尚未打針的民眾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以免承受染疫帶來的「不必要痛
苦」。
雖然英國近日確診個案有所回落，前日
新增逾2.9萬宗個案，較一周前的4.8萬宗
下跌，但現時數據未能反映解封後的感染
情況。國家統計署（ONS）數據顯示，
英格蘭近日大部分新增個案都是年輕患
者，其中16至24歲人士的感染個案，較
50至69歲高出6倍。
英格蘭18至29歲年齡組別當中，仍有

1/3尚未接種疫苗，資深深切治療醫生巴
特－羅登表示，現時大部分入住ICU的
患者都未曾打針，年輕患者愈來愈多，很
多人本身沒有健康問題，原可通過接種
疫苗避免出現重症。她呼籲民眾盡快
打針，「不要讓沒有打針成為生
命中最大的錯誤。」

●綜合報道

印尼正處於最嚴重的一波新冠疫情，最近數周有幾百人病死，
其中很多只有不足5歲。專家表示，新冠病毒對兒童的風險較低
的說法已站不住腳，兒童不再是疫情間接影響的「隱形受害
者」，真實情況是愈來愈多兒童染疫和死亡。
目前印尼確診個案中，多達12.5%都是兒童，單是7月12日至
18日的一周內，便有逾150名兒童死亡。自疫情爆發以來，印尼
累計有超過800名18歲以下兒童死於新冠，大部分個案在過去一
個月內錄得。

多國未為兒童接種
「救助兒童會」亞洲衞生顧問阿拉法特表示，現時很多國家未
開始為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是造成兒童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之一。
另有衞生專家指出，印尼疫苗接種率偏低，現時僅有16%人口已
接種至少一針，病毒持續擴散，加上醫院爆滿，很多染疫兒童未
能獲得適當治療。
世界健康基金會印尼行政總裁拉赫馬特表示，現時約有2/3成
年患者在家中隔離，這增加了同住兒童被傳染的風險。專家建議

政府要教育公眾遵守防疫措施，保護兒童免受感染。
印尼政府一直被批評未為新一波疫情作好準備，且行動緩慢，

不重視專家的防疫建議。總統維多多前日宣布，延長限聚令等防
疫措施至下月2日，但同時允許傳統市場等場所，可在遵守防疫
規定下重新開放。 ●綜合報道

英
年
輕
重
症
患
者
增

多
未
打
針

英國政府早前表示，企業可要求員工通過國家醫療
服務（NHS）的手機應用程式，出示新冠疫苗接

種證明。BCC訪問了1,000間員工超過50人的企業，有
31%表示正在考慮政府建議，其中9%已要求員工提供
接種證明，8%稱日後可能會採用，其他則表示會等至
收集更多資料後再作決定。

54%明年仍要求員工戴罩
調查又發現，76%受訪企業表示明年仍會在工作場所
實施社交距離措施，54%會要求員工繼續佩戴口罩。
上月有報道稱，美國銀行計劃要求英國分行的員工，
需要接種至少一劑疫苗後，才能返回工作崗位，美銀其
後強調員工可自願申報接種情況，並非強制他們打針。
法律專家警告，現時企業若強制員工接種，可能會因平

等問題引發法律糾紛。
首相約翰遜早前宣布，9月起夜店和大型場所，必須

要求訪客出示接種證明，並考慮是否規定大學生須完成
接種後，才能回校上課和入住學校宿舍。
另一個積極推動「疫苗通行證」的國家法國，國會上

議院昨日以156對60票，通過擴大當地「健康通行證」
使用範圍議案。新規定要求所有醫護人員需在9月15日
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否則可被停職。民眾亦需憑接種
疫苗或檢測陰性證明，才能進入食肆等公眾場所或在國
內長途出行。

12歲以上入處所需通行證
法國目前在可容納超過50人場所實施「健康通行

證」規定。從下月起，「健康通行證」適用範圍將擴大

至境內長途火車和航班，以及食肆及酒吧等場
所，所有成年人進入這些場所都要出示通行
證，從9月30日起12歲以上青少年都需要出
示。
截至前日，法國約有49.3%民眾接種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法國巴斯德研究院今年初曾
表示，須有超過90%成年人完成接種，解封
後疫情才不會有反彈風險。當地上周六出
現多達16萬人反防疫示威，合共71人被
捕，29名警員受傷。總統馬克
龍強調，示威不會讓病毒消
失，批評部分示威者想法自
私。

●綜合報道

美國已有約60%民眾完成接種新冠疫
苗，但截至本月11日，仍有超過38%院
舍員工未有打完針。美國醫生協會、美
國護士協會及其餘55個醫療業界團體昨
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署聲明，呼
籲全美醫療工作者必須接種疫苗，避免
疫情再度反彈。
美國疫情近期升溫，日均確診從月初

約1.3萬宗增至目前約5萬宗，部分接種
率偏低地區確診增速尤其明顯。代表逾5
萬非裔醫生的全國醫療協會主席比利亞
努埃瓦指出，協會相信參與聯署非常重

要。疫情反彈或會不成比例地影響有許
多非裔人士的前線醫護，以及接種率落
後於白人的少數族裔社區，「我們希望
在少數族裔社區中加強教育、提升信
心，有效提升接種率。」
主持聯署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倫理

學家伊曼紐爾表示，賓夕法尼亞大學醫
療系統兩個月前展開強制接種疫苗計
劃，目前接種進度理想。他相信醫護主
動接種能夠引起社會共鳴，帶動更多民
眾打針。

●綜合報道

英國政府據報正考慮要求英格蘭大學生
需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才能於暑假後
回校上課或入住宿舍。《星期日泰晤士
報》更引述消息稱，首相約翰遜對英國年
輕人接種率偏低感到「憤怒」，希望採取
措施推動大學生等年輕人群打針。
約翰遜此前宣布從9月底起，所有夜店

和大型公眾場所必須要求訪客出示疫苗接
種證明。兒童及家庭事務部政務次官福特
受訪時表示，當局會考慮所有實際情況優
先保障教育，讓學生安全返校，相信遏制

疫情擴散的關鍵措施，便是保證民眾接種
疫苗。不過報道指出，英國大學普遍實施
高度自治，當局仍對強制學生打針計劃持
保留態度。
英國前日錄得逾2.9萬宗確診，較一周

前單日逾4.8萬宗確診大減，但英國政府
流行病學數學模型建立小組成員提爾德斯
利指出，上周一解除防疫措施的影響還有
數星期才會浮現，對近期的確診跌幅保持
謹慎。

●綜合報道

英國政府近期積極推動擴大「疫苗通行證」的使用範圍，希望長遠可以在所有大型活動及飲食

娛樂場所都強制使用，英國商會（BCC）對當地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近1/3主要企業均考慮在

工作場所引入「疫苗通行證」，以確保員工安全重返辦公室工作。

英近1/3主要企業
擬職場用疫苗通行證

東南亞多國新冠疫情持續惡化，現已成為全球疫情「震央」，
其中泰國昨日再多15,376宗確診，多87名患者死亡，連續兩日
創單日確診新高，首都曼谷的醫院接近爆滿，多達3,000名患者
未被收治，當局計劃興建社區隔離設施供病人暫時隔離。
泰國單日確診屢創新高，昨日新增個案中，2,573宗來自曼
谷。曼谷政府指，由於醫院病床爆滿，有近3,000名患者未能入
院治療，當局期望在50個地區設立社區隔離中心，接收等待入院
的新冠患者。目前在49個地區共有52間隔離中心已開始營運，
提供3,454個床位。

屍體太多 臨時義莊塌地基
由於新冠死者持續增加，曼谷市中心一座佛寺的臨時義莊日前
因為屍體太多，導致地基倒塌。據指佛寺25年來每日平均只會存
放3具遺體，但現時每日處理的遺體遠超此數。
在累計確診超過100萬宗的馬來西亞，數千名合約醫生昨日發
起罷工，要求當局把他們轉為長工，並改善薪酬和福利。馬來西
亞自1月實施緊急狀態令後，國會暫停會議長達半年，總理慕尤
丁被質疑是借疫情躲避國會不信任投票，讓瀕臨瓦解的聯合政府

苟延殘喘，在各黨及最高元首施壓下，國會昨日召開5天的特別
會議，討論疫情及經濟復甦計劃，不過反對派認為復會時間短
暫，批評慕尤丁只是拖延時間。

●綜合報道

新加坡政府昨日表示，正考慮允許已
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旅客，從9月起入
境後可免除隔離檢疫，又預計屆時全國
會有80%人口已接種疫苗。
領導抗疫工作的財長黃循財指出，政

府還在考慮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推出「旅
遊走廊」計劃，讓已打針人士入境後可
豁免隔離，又或獲准在家隔離。

新加坡早前接連出現多宗集體感染，
當局上周再次收緊防疫限制，包括禁止
堂食和限聚兩人，當局將會評估是否在
下月初放寬措施。但黃循財表示，放寬
限制只適用於已打針的民眾，原因是他
們打針後受到更好保護，「如果你想在
餐廳用餐或去健身室，你就必須先完成
接種。」
現時新加坡有近75%人口，即570萬
人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當局早前已表
示會改變防疫目標，在推動疫苗接種計
劃的同時，學習與新冠病毒共存，減少
重症和死亡個案。黃循財指出，政府短
期內不會解除所有社交距離措施，雖然
民眾之後可能無須再在室外場所佩戴口
罩，但在室內密集環境，仍會維持強制
戴口罩令。 ●路透社

英格蘭大學生 或強制打兩針才返校
全美逾55醫療團體聯署

促醫護必須打針

東南亞疫情惡化
曼谷3000患者無法入院 星洲擬9月起 免已打針旅客隔離

●● 很多國家未為兒童很多國家未為兒童
接種疫苗接種疫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英國不少主要企
業均考慮在工作場所
引 入 「 疫 苗 通 行
證」。 法新社

●英國大學生或需要接種才能上學。
網上圖片

●泰國曼谷志願者上門為新冠病人提供協助。 美聯社

●● 新加坡濕市場限制新加坡濕市場限制
進入人數進入人數。。 路透社路透社

本疊內容：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