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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老苦學「搞機」只盼安心出行
新策前夕「惡補」操作方法 長者嘆搞不懂唯有少出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昨日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但衞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外地確診、懷疑復陽個案。
涉及一名61歲男患者，他上月16日乘搭航班QR818，從加納
經卡塔爾抵港，並入住荃灣香港遠東絲麗酒店檢疫，其間檢測
結果均呈陰性，完成檢疫後進入社區多處。

該名患者上月30日完成檢疫後，轉往尖沙咀君怡酒店居
住，在本周一的檢測呈陽性，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病毒量
低。衞生防護中心初步調查，他9月曾經在加納確診，認為與
復陽個案吻合，正與加納衞生當局跟進。而他在潛伏期入住的
兩間酒店，以及多間食肆和場所納入強制檢測（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今日起進入所有食肆及表列處所
必須掃描「安心碼」，只有3類人士獲豁免，坊間隨即湧現一批
專門掃「安心碼」的手機，以低價作賣點，生意火爆，一度斷
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旺角多間手機賣場，不少商舖的當
眼處也有「安心手機」宣傳海報，不時有市民詢問和購買。有年
長購買者表示，沿用的手機並非智能手機，因新規定下出入食肆
需掃碼，遂決定選購。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巡查旺角先達廣場，其中一層手機賣
場內便有十餘間店舖出售「安心手機」，售價低至400元有交
易，大部分機型小巧，攜帶方便，記者在其中一間店舖駐足觀望
半小時，便有兩三位市民前來查詢。
店員羅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10月開始便有人查詢

「安心手機」，店方引入多款低規格智能電話，「上月公布街市和
政府地方等需要掃描安心碼後，顧客蜂擁搶購，很多長者之前沒有

智能手機，不識用，店員會幫他們下載，有需要嘟下就
得。」
他表示，部分四五百元的低價「安心手機」經已缺貨。

二手平機碎屏照買
另一間手機店負責人倫先生則表示，店內售賣的一款韓

國產手機，幾日間賣出十幾部，他更聽聞，有店舖連滯銷
機都已清倉，「屏幕都已經破裂的二手機，因為價格低也
有人買。這批顧客最看重是價格，其次是尺寸。」
倫先生指，這類手機的顧客主要為長者或年輕人，「長
者較多要求大屏幕看得清，後生仔則看重小巧方便。目前
年輕顧客較多，一款售價438元、只比打火機大一點的手
機賣得最好，但比剛出售時已經漲價約100元。」

伯伯為與友飲茶換新機
70歲的方伯伯昨日前來買機，他指沿用諾基亞手機幾十
年，因為不是智能手機，無法安裝「安心出行」，新規定
下擔心影響與朋友相約飲茶，加上早前手機跌壞，於是想
換新機，「主要想買平啲、大部啲，看得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
工作正密鑼緊鼓進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表示，疫情
下，原使用香港服務的內地客戶逐漸適應使用內地的次選供應
者，若兩地日後順利正常通關，特區政府應預留部分免檢疫過
關配額予與內地有關的政策研究人員、專業團體、香港及外國
商會、媒體及外國政府代表等，便利他們往返兩地，以助香港
追回因疫情影響而失去的兩年，讓世界各地知道香港作為「超

級連繫人」已再次上路，商會和專業團體應派人駐粵重啟和深
度發展粵港關係。
工總常務副主席林世豪也表示，歡迎特區政府推動免檢疫通

關，工總今年初曾訪問逾300間企業，其中六成預料每月需要
1名至5名員工往返內地。不過他亦認同，為防疫安全，需循
序漸進，逐步增加配額及口岸，希望能公平分配免檢疫通關配
額，讓每間企業可獲指定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大學研究團隊對變
種新冠病毒株Omicron 的
研究再下一城，昨日公布顯
微鏡下Omicron 入侵猴腎
細胞圖片，顯示Omicron
有多處突變，傳染力大增，
研究團隊並成功觀察到
Omicron入侵細胞的經過，
與過往變異病毒株入侵細胞
情形相似，暫未見對細胞的
損害更嚴重，但未能下定論指Omicron
「殺傷力」弱，仍需時間做進一步研究，
唯一能確定的是Omicron傳播力強勁。
港大研究團隊昨日公布的低倍顯微鏡下

Omicron圖片，清晰顯示病毒入侵試驗用
的猴腎細胞，導致細胞受損情形，細胞內
出現腫脹囊泡，內含黑色小病毒顆粒。而
在高倍電子顯微鏡觀察受感染猴腎細胞，
顯示出病毒顆粒特寫，其表面呈現皇冠形
的刺突蛋白。

潘烈文：多處突變傳染力大增
港大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表

示，團隊上月中從香港首2宗Omicron確
診個案中抽取樣本，成功分離及培養Omi-
cron變種病毒，於是將其注入猴腎細胞。
他解釋，Omicron有多處突變，傳染力

大增，但猴腎細胞感染情況與感染其他新
冠病毒包括Delta相似，包括攻擊位置和分
布等，而細胞亦未有產生特別病變，至於
感染Omicron後是否有更嚴重後果？他表

示暫時未能下定論，「（結果）與原本對
冠狀病毒的認知一致，看不到有什麼奇怪
或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但團隊仍要繼續
研究才能有結論。」
Omicron病毒株已擴散全球逾50個國家

及地區，顯示病毒或能削弱疫苗預防感染
能力，但疫苗仍能降低感染後出現重症及
死亡風險。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在電台節目表示，兩針新冠疫苗後所
產生的抗體數量，會隨時間推移而下降，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要接種完第三針疫苗
才算「完成接種」，能較長時間保持足夠
抗體，而香港距離相關目標相差很遠。
何栢良指出，非洲有研究顯示，Omicron

對輝瑞（信使核糖核酸技術）新冠疫苗的「逃
逸能力」更高，反映病毒似乎能削弱疫苗預
防感染能力，但疫苗仍能降低感染後出現重
症及死亡風險。海外不少國家及地區均立法
強制市民接種新冠疫苗，他認為特區政府也
應考慮實施「疫苗通行證」，鼓勵市民打針，
避免感染Omicron後出現重症或死亡。

梁振英倡為商會媒體等留過關名額 港大拍下奧毒入侵細胞「犯案過程」

社區一宗疑復陽 多處納強檢

「我平時就用呢部手機，智能手
機未至於買不起，只不過我

的手機只用來聽電話，其他所有功能
對我來說太難學。」73歲的劉國有將
沿用多年的諾基亞、俗稱「磚頭機」
的舊式手機遞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觀
賞」，他無奈地說：「咩係安心出
行？我真係完全唔明點做！」

唔識填紙仔 盼職員幫手
在旺角床位出租單位獨居的劉國有
原本愛出街，但早前摔斷了手臂，而
腿腳原本已不利索，手臂受傷後更不
敢出街，煮食、外賣及購物全靠床位
室友代勞，「每日朝早食完早餐會落
吓去行一個鐘公園，呢個就係我目前
每日唯一出街嘅時候。」
看似完全用不着「安心出行」的劉
國有仍缺乏安全感，「雖然不外出用
餐，但每年總有幾次要到政府機構及
醫院，又要煩惱點搞。」他反問記
者：「第時我去醫院覆診或者急症室
求醫，係咪無『安心出行』入唔到
去？我又唔知張紙仔點填。」
他希望到時職員能夠協助他填表。

憂過關不便 下決心學習
同住該單位床位的67歲王錫賢眼睛
半合，將手中的智能手機的字體放到
最大，但仍有些吃力，「呢部智能手
機我買咗兩年，但係一直無上過網，
功能亦都唔識用。因為只用來講電
話，電話費好少，一張50蚊儲值卡可
以用3個月。」過去一段日子，他即
使到酒樓飲茶，也只挑A類食肆，
「最多兩個人去，因為A類食肆唔使
填表及掃描二維碼，但聽日（今日）
開始A類（食肆）取消晒，我對眼又
睇唔清啲字，填表都真係麻煩！」
最令王錫賢無奈的是，為了日後免
檢疫過關返回內地老家，擔心不使用
「安心出行」會帶來不便，唯有下決
心學習使用。他向記者展示手機，但

屏幕顯示「暫無網絡連接」，「你睇
無數據嘅，聽日（今日）就要叫朋友
帶我去上台，再請職員教我點用『安
心出行』。」

靠綜援維生百蚊成負擔
黃志華是3名室友中最年輕，並已學

會使用「安心出行」，他說：「你睇我
嘅智能手機，是上月剛買的二手機，就
是為了裝『安心出行』同智方便。」
黃志華表示，視力問題令他連「紙
仔」上的細字也看不清，但使用「安
心出行」「皮費」高，「若只用來傾
電話，儲值卡幾十蚊用到3個月，但
為了使用『安心出行』，我每月要畀
100蚊上台，我靠綜援維生，這100蚊
已是負擔。」
為讓長者及無家者今日起適應「安
心出行」新安排，社區組織協會昨日
挨家挨戶免費派發智能手機。不過，
協會表示，問題不光是有無智能手機
的問題，而是「數碼鴻溝」無法一下
子消失，長者需要時間學習，也需要
過渡期。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

示，明白不少長者不懂使用有關程
式，他認為可透過社福機構協助，
「就算政府找電訊商送手機也沒有意
義，因不少長者根本不懂如何用『安
心出行』，有照顧者當然可協助，對
獨居長者來說，則應要找社福機構協
助，幫他們下載程式及教導如何使
用。」
另一方法則是改善程式，可用無線

射頻辨識（RFID）技術代替掃安心
碼，「毋須開啟程式，只要進入食肆
便自動記錄行蹤，但要注意不會因太
敏感，經過食肆門外也當作進入，惟
相信政府可提升有關技術。」
最後一種方法則是以八達通拍卡記

錄，唯一問題是「安心出行」會通知
使用者曾與確診者同時期到訪一處，
但八達通則沒有這功能。

今日開始，除了3類豁

免人士外，所有人進入

提供堂食的食肆、美容

院、夜店等，強制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不能「填紙仔」代替。香港文匯報記者追

訪多名長者在新政策實施前夕「惡補」「安心出行」操作方法，有

人對智能手機一竅不通，揣摩了大半天仍是一頭霧水；有人擔心購

買數據卡增加經濟負擔。長者雖然獲豁免可「填紙仔」代替，但不

少長者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填紙仔」也是難，部分人更因

此而「斬腳趾避沙蟲」，減少外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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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
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出席
中國移動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火
炭數據中心動土儀式時表示，
特區政府最近要為正常通關做
好安排，擴大「安心出行」的
應用和準備推出「港康碼」，
有一個問題是有部分香港的長
者還沒有智能手機和上台的數
據服務費問題。
她希望電訊商為長者提供優

惠或便利，讓他們能享用有關
服務，也讓香港藉這抗疫的工
作，徹底打破香港的數碼隔
膜，往後香港建立智慧城市便
有一個更堅實的基礎。
中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總

裁李帆風表示，集團連同另外
3間電訊營運商將與馬會合
作，為弱勢社群及長者合共提
供1萬部智能手機及數據卡，
預料首輪計劃將於本月稍後推
行，又指如長者在「安心出
行」安裝上遇到困難，可於旗
下40多間門市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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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低至400「安心專機」賣斷市

復陽個案進入社區行蹤
日期

11月30日至12月7日

11月30日下午至晚上

12月1日上午至下午

12月2日下午至晚上

12月3日上午至下午

12月4日下午至晚上

12月5日中午至下午

12月6日下午

註：曾於同一時段在上址逗留人士須於今日或之前接受檢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地點

尖沙咀金巴利道28號君怡酒店

旺角彌敦道雅蘭中心3樓稻香漁港市集

紅磡黃埔花園奇妙坊（第一期）地下祥榮餐廳

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 ONE L12東海薈．拉斐特、加拿分道18號恒生尖沙咀大廈地下「紅茶」冰室

灣仔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7樓入境事務處

旺角豉油街富達大廈地下新澳餐室、尖沙咀加拿分道46號地下永年士多

旺角彌敦道760號聯合廣場2樓百好名宴

中環怡和大廈地庫美食廊BaseHall、油麻地裕華國貨

●港大醫學院揭示電子顯微鏡下，Omicron變異株的面貌。

●倫先生的店內有多款低規格電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志華（左）與王錫賢正研究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功能。小圖為劉國有展示一向使用的劉國有展示一向使用的
舊式舊式「「磚頭機磚頭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