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記過程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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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康碼需求殷切
12小時登記19萬
傳恩恤類僅白事優先 基層憂心「等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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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確認無誤並提交後，即
可收到參考編號和電話
短訊確認，申請全過程
大約10分鐘。

進入香港健康碼專頁。

選擇註冊，系統提示需於45分鐘內填完登
記表。在閱讀指引及須知、勾選同意個人
資料收集聲明後，開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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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登記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明
文件信息、姓名、聯絡方式等。 2

第二部分：填寫居住地址並上傳地址證明。

第三部分：設置賬戶密碼、安全提示問題
及其答案等賬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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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康碼登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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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港康碼9時開放註冊後過程順暢，1
小時已經有逾 2.36 萬名市民註冊。截至昨晚 9
時，申請註冊的市民超過18.7 萬，當中 3.5萬人
已啟動賬戶，系統一直運作暢順。他期望在未
來日子做好放寬通關的準備工作，盡快促成通
關。
有傳媒昨日引述消息透露，免檢疫通關初期，估

計每日只有1,000個配額。特區政府擬定三類人士
可優先獲配額，包括北上處理公務、政務的人士；
處理商務的人士；獲恩恤的人士，初步擬只批准返
內地做白事，申請人需提交證明文件。探病及夫妻
團聚、家庭團聚暫不列恩恤類別，有待名額擴大後
再有序放行。

女探病危母 隔離期接噩耗
17歲時來港、任職的士司機的徐先生日前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和姑婆（編註：四等
親）感情要好，「來港前住在姑婆的隔籬村，會
經常到姑婆家中，生病時姑婆亦會幫忙照顧我，
她很關心和痛錫子孫後輩，所以與她感情很好，
而她那一輩的長輩只剩下她，現時她也走了，我好
想回汕尾送她最後一程，但現在仍未（恢復）正常
通關，我亦非她的直系親屬，很可能未能申請到配
額，但現時回去要隔離檢疫21天，包括在深圳的酒
店14天，回汕尾再要7天，隔離時間太長，亦難以
丟下工作（太久），手停口停，現時真的感到左右
為難。」
他說，姑婆數月前感到不適，他的表姑姐在本港

的街巿經營雜貨舖，當時縱要隔離檢疫，也回鄉帶
母親（編註：母女一等親）前往治療。結果，姑婆
驗出患上胃癌，且癌細胞已擴散，至上月姑婆病況
穩定，表姑姐才返港打理店舖，想不到返港不足10
天，姑婆病情即轉差，表姑姐再找人協助看舖，北
上看望母親，詎料抵達深圳只隔離了兩天，便傳來
其母親離世的噩耗。

持死亡證回鄉 未必能送殯
「與表姑姐通電話時，她傷心痛哭至不能言語，

事實上她的父親去年亦突然發病，僅兩三天便離
開，由於太突然，加上當時疫情十分嚴重，表姑
姐已未能回鄉奔喪，如果現時亦未能送母親最後
一程，可以說是終身遺憾。」徐先生說。
他表示，表姑姐已即時向隔離酒店等查詢能否早

點轉回汕尾，對方回覆若有死亡證可回汕尾繼續在
酒店或家居隔離檢疫，所以鄉間的親友立即為其處
理有關文件，「大家都等她回去才辦後事，但就算
表姑姐可以早點返回汕尾，仍要繼續隔離，未知能
否送她母親上山。」
徐先生坦言，明白在疫情下內地需要防疫，這亦無

可奈何，不能怪罪任何人，但希望香港與內地能夠早日
落實恢復正常通關，「我不是直系親屬，就算放寬通關
後申請不到配額也沒有辦法，但直系親屬真的有此需
要。我有在港的同學，其母親亦早在兩個月前突然離
世，他們更有需要免隔離趕回鄉奔喪，希望政府在放寬
通關時，能夠給多些配額予這些有需要的人士。」

社協倡非政商類應佔一半
民建聯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初期放寬通關的配額必須充分考慮
各種需要，包括就學、就業、家庭團聚等，以及
一些特殊情況，以照顧不同處境人士，並按比例
增加配額。新一年將至，中國人向來重視傳統新
年，過去兩年不少市民因為控關難以一家團聚，
令他們感到無奈甚至困擾，促請特區政府認真審
視市民需求，盡快讓家庭團聚。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亦指，若初期放寬

通關只包括白事一項非政務、非商務的類別是不夠
的，應適當提高非公商類別的比例至約四五成。有求
助個案與年過90的父親分隔兩地，兩年未見甚是掛
念，父親近期病情加重，讓他憂心不已，「他不知道
自己還能等多久，唔通等到死先畀佢返去？」

港康碼系統昨日上午9時開通，截至晚上9時，已有超過18.7萬名市民申請註冊賬

戶，反映港人對北上有強烈需求。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內地與香港初期放寬通關名額只

有每日1,000個，僅處理政務、商務及白事恩恤的三類人士可獲配額，而如何分配仍未

有詳情。有港人的姑婆近日在內地去世，但由於他並非直系親屬，相信

難以獲得配額，對此感到十分無奈，只能希望香港與內地早日落實恢復

正常通關。有政界人士及基層團體則認為，特區政府應在這三類以外顧

及跨境家庭團聚的需要，直言跨境家庭大多逾兩年沒有見到家人，「唔

通等到死先畀佢返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掃碼睇登記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衞生防護中心前天公布的
一宗輸入個案，經基因檢測於
昨日證實為香港第五宗Omi-
cron輸入個案，涉及一名37
歲於本周二由美國抵港的無病
徵男子。特區政府宣布，將對
在本月13日凌晨零時或之後
從美國抵港的人士實施最嚴格
的檢疫。
第五宗Omicron輸入個案曾

接種兩劑復必泰，於機場檢測
呈陽性，Ct值少於20（病毒量
高）。特區政府昨日表示，因
應美國有Omicron變異病毒株
個案輸入香港，將對本月13日
凌晨零時或之後抵港的有關人
士實施最嚴格的檢疫。在21天
內曾逗留美國的抵港香港居民
必須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進行
7天的強制檢疫，其間每天進
行病毒檢測，之後會由專車送
到來港前已預訂的指定檢疫酒
店完成餘下的14天強制檢疫，
其間仍須進行頻密的檢測，及
須於抵港第26天到社區檢測中
心接受強制檢測。

科列古納入高風險組
由於古巴、科威特和列支敦

士登確認發現Omicron個案，特區政府
會將該等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地區，本
月13日凌晨零時生效。於21天內曾逗
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
中心昨日公布了另外 4 宗輸入個

案，全部沒有病徵，一人由A組指明
地區（高風險）抵港，3人由B組指明
地區（中風險）抵港，3宗感染變異毒
株L452R，一名15歲男童感染毒株待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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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康碼系統昨日上午9時準時開放，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實測，整個登記全過程大約
10分鐘。
記者昨日在進入專頁選擇註冊賬戶後，系

統提醒須於45分鐘內填完登記表。在閱讀指
引及須知、勾選同意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後開
始登記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中英文
姓名、聯絡電話號碼等。
第二部分為填寫居住地址及上載住址證

明，若未能在系統中搜索到所住大廈亦可手動
輸入。在設定登入密碼和重置密碼的安全問題
和答案後，系統會要求確認所填寫的資料，確
認無誤並提交後，即可收到參考編號和電話短
訊確認。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在出席一活

動後表示，在註冊港康碼的過程中，由於房
署住戶記錄非常清晰，作為公屋居民的申請
者可以即時確認住址，從而獲得「港康碼」

賬戶，非公屋居民的申請者則需要上傳住址
證明，例如水費單、電費單、銀行記錄等，
交由後台確認相關資料。

非住公屋申請人下周確認
他續說，沒有這些單據的市民，在登記地

址後，會收到特區政府寄出的信件，內有個
人開戶號碼，用於啟動賬戶。視乎申請數量
和後台所需的時間，估計非公屋住戶申請人
有望在下周初或下周中收到有關確認。
薛永恒表示，市民須通過港康碼網站成功

開通賬戶後，才可透過更新後的「安心出行
3.0」上傳出行記錄至港康碼系統，以獲取用
於過關的二維碼。特區政府早前與機構商討
贈送手機予有需要人士，以便他們使用「安
心出行」，薛永恒說該倡議得到各界積極回
應，至今已籌集逾萬部手機，數字仍在不斷
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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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
行」記錄的
行蹤可轉移
到港康碼。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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