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2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陳金新

長者北角站排長龍申港康碼

外傭合約有效期延半年

傳返工返學入門要針卡
袁國勇建議「轉守為攻」擴「疫苗氣泡」無針染疫需自付醫藥費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的威脅與日俱

增，提高疫苗接種率刻不容緩。在香

港，繼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明年2月起帶

頭規定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推行「疫苗氣

泡」，政府僱員出入相關處所須出示疫

苗接種記錄後，有消息指特區政府研究

擴大「疫苗氣泡」（或稱「疫苗護

照」）範圍至所有辦公場所和學校，屆

時打工仔上班、學生上學或都須已打

針，否則需要出示醫生證明。政府專家

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昨日先後刊登文章及接受電台訪問，指

出清零略策只是「守勢」，久守必失，

香港必須採取「攻勢」，呼籲效法新加

坡及以色列，擴大「疫苗氣泡」，返工

返學要先打針，甚至拒打針者染疫入院

後，醫藥費不獲政府資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消息指，香港特區政府研究擴大「疫苗氣泡」
範圍至所有辦公場所和學校，日後若落實措

施，返工返學也需要打針，只有經醫生證明不適合
接種者獲豁免。

清零久守必失 須建抗疫韌性
醫學界也強烈呼籲，各界加緊接種疫苗。袁國勇

昨日聯同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
邦及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撰文指出，新冠病毒
在冬季更易傳播，加上Omicron新變種病毒令社區
爆發風險日益增加，單靠採取清零措施，難免久守
必失，必須反客為主，透過接種疫苗擊退病毒。
他們認為，新冠病毒不會自然消失，圍堵清零只是
手段而非目標，清零的作用在於以嚴厲措施換取時
間，讓市民接種，應當盡快推高接種率達至全民免
疫，以建立抗疫韌性。「接下來會再有新的變種出
現，即是永無了期繼續下去，對於香港所有市民的健
康、心理健康，所有經濟活動等都是非常壞的情況，

所以我一定不可以再用這個『守勢』，就一定要『攻
勢』。我不理你如何變，能夠稍為回復正常的活動，
暫時得一個方法，就是每人都打疫苗。」
袁國勇隨後在電台訪問中表示，推行「疫苗氣

泡」是唯一令香港回復正常生活的方法，建議效法
新加坡及以色列推「疫苗氣泡」谷針，他認為「疫
苗氣泡」的適用範圍不應只局限於食肆等指定處
所，甚至應拓展至辦公室及校園，以及醫療系統，
「例如你如果拒絕打針，一旦染病（新冠肺炎）入
院，自己繳付醫療費。新加坡站得很穩，不理會那
麼多、咬緊牙關，總之叫你們打針，你不肯打針我
亦開放邊境，你不打針，對不起，真是物競天擇，
你是要離世了。」他建議，特區政府爭取最快3月
推出「疫苗氣泡」。

新藥成本高副作用大
近期有治療新冠肺炎的口服藥面世，有市民認為

毋須打針，袁國勇重申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他指

出，新藥不能代替疫苗，不僅須在病發後短時間內
服用，且副作用極大。他舉例，其中一款新藥理論
上或會影響基因、胎兒、增加患癌風險，而一療程
5天的費用高達6,000元，遠超疫苗開支；而另一款
新藥則有機會影響肝、腎功能，肝病及腎病患者必
須減劑量使用，由此可見接種疫苗仍是市民保護自
己免受病毒侵襲的首選。
他指出，現時每款疫苗的副作用輕微和罕見，比

口服藥物更有效、更安全，強調推行「疫苗氣泡」
需要社會齊心，但若市民仍不明白或誤信假信息，
勢必增加推行難度，使正常通關遙遙無期。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

示，疫苗接種率愈高愈好，就全體市民需要打針的
觀點與袁國勇看法一致，特區政府會用盡所有方法
提高市民的打針意慾。至於會否使用強硬措施鼓勵
市民接種疫苗，他指出需要審慎考慮，例如不打針
不能進入某些處所，或者要自費接受治療等做法，
要先審視其他地區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健文）香港教育局昨日去信全港
學校校監及校長，宣布跟從特區政府收緊政府僱員「以接種
疫苗取代定期檢測」安排，未打疫苗的學校教職員，下月4
日起需要每3天進行病毒檢測。而就2月中起在政府大樓和
辦公處所推行的「疫苗氣泡」措施，教育局會密切留意發
展，如有需要會適時公布在學校的相關安排。
教育局重申，接種疫苗是治本關鍵的一步，鼓勵學校教職
員、學生及家長繼續積極主動接種。而針對未打疫苗的教職
員，在新規定下，其於下月4日或之後所進行的檢測，結果
有效期只為3天。有關檢測樣本必須是非自行採集的鼻腔和
咽喉合併拭子樣本，除了有醫生證明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
苗者，所有定期檢測必須在工作時間以外自費進行。

教職員無針紙
下周三天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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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農
曆新年將至，但免隔離通關無
期，大批港人提早過關回鄉，以
趕及完成21天隔離檢疫，與內地
親人團聚共度新歲，深圳灣口岸
近日大排長龍，人潮曾由深圳關
口倒灌至香港關口，要等上5個小
時才能過關。民建聯昨日致函深
圳市口岸辦公室，冀深圳有關部
門能盡快增加口岸各崗位人手安
排，處理過關、防疫登記、酒店
分流等。另外，工聯會九龍東總
幹事、立法會候任議員鄧家彪指
出，深圳口岸即場為入境人士作
核酸檢測，導致輪候過關時間延
長，希望深圳市政府改為讓旅客
入境到達酒店檢疫時才做檢測，
以縮短在口岸輪候時間。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
譚耀宗，以及全國政協委員、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聯署致函深圳
市政府口岸辦公室，指年關將至，
大批港人急着過關，經深圳灣口岸

過關的港人，排隊人龍在內地入境
管制區已倒灌至香港出境管制區，
在場等候過關人士最少要輪候五六
個小時，疲累不堪，當中不少是長
者。
兩人在信中指，據了解，由於內

地口岸邊檢人手不多，既要嚴謹檢
查入境港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在深
圳一方又要再安排採樣檢測，令過
關時間大大延長，因此希望深圳當
局能夠及時處理人流，盡快增加口
岸各崗位人手安排，在查驗過關、
防疫登記、分區隔離、酒店分流、
登記入住及飲食安排等方面，為急
切返鄉過年的港人提供更方便的過
關服務。

鄧家彪倡先入境後檢測
另外，鄧家彪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表示，近日過關人數比假期前多，
是為趕及在明年2月1日大年初一
前回鄉與家人過年，並預計本星期
陸續有大批市民北上，他援引數字
指，深圳灣口岸單日過關人數曾高
達 1,800 人，「對於這些辛苦入
境、又要隔離21天的旅客，（深
圳市政府）應該人性化處理，有很
多都是老人家，他們不用開工，才
有時間去隔離21天，老人家都幾
辛苦呀。」他希望深圳有關方面毋
須一定在關口安排檢測，可待旅客
入境後，到達酒店檢疫時才做檢
測，以縮短在口岸輪候時間。
他表示，暫時仍未能預計香港何

時能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期望香
港特區政府能公布通關的客觀準
則，例如輸入個案數字、疫苗接種
率等以作參考。他並建議特區政府
分配每日過關配額時，可按市民的
需求作仔細分類，以回應市民不同
訴求，例如要有配額給予家庭團
聚，尤其是配偶分離的個案，不應
只着重涉及經濟需要人士。

●深圳口岸邊檢人手不多，既要嚴
謹檢查入境港人的核酸檢測結果，
又要再安排採樣檢測，令過關時間
大大延長。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特區政
府早前在全港10個港鐵站設流動支援站，
派外展隊協助市民登記港康碼。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日所見，不少支援站的求助市民
絡繹不絕，多數是長者，不少人申請港康
碼，待正常通關時可盡快返內地探望親人，
其中83歲的富先生與居於內地的92歲姐姐
近兩年未有相見，直言胞姐年紀大，恐怕隨
時陰陽相隔沒法再相見；也有年逾七旬的老
婦希望，能北上探視腦退化的兄長。

八旬翁憂與九旬姐隔陰陽
富先生擔心胞姐，表示「家姐九十幾

歲，我與她這麽大年紀，最多可能就見多
一次，不知我走先還是她走先，想回去見
她，否則可能會陰陽相隔，無法再見
面。」他表示政府派員在港鐵站設支援
站，非常方便市民，「老人家手機申請港
康碼，實在不知如何操作，好麻煩、好複
雜，現在周圍港鐵站都有人協助，就非常
好，方便很多。」

一位70餘歲的老婦則表示，她在內地有
一名近年八旬的兄長，非常想回內地探
望，「阿哥在內地生活，之前時不時會過
去探他，現時封關亦近兩年未有探望，都
非常擔心他的情況。」對於支援站有4名
工作人員為市民填寫資料並講解操作，她
則認為應再增加人手，「登記港康碼要填
資料又要設密碼，幫助一個老人家全部搞
定可能要用半個鐘，工作人員少，市民要
排長龍。」她又指，只能電子申請登記港
康碼令長者不便，「對老人家來說，如果
有紙填較好，我們自己都可以填，不用麻
煩他人。」

外展隊忍尿「聲都沙」
黃竹坑港鐵站的支援站外展隊工作人員

陳小姐表示，求助的多是長者，亦有部分
年輕人到場，「年輕人有些是附近地盤工
人，有的則帶同家中長者資料來要我們協
助。」她表示幫助每名長者完成登記約需
時15分鐘至30分鐘，除登記港康碼，亦要

協助完成其他步驟，「經常有市民問啟動
後如何連接『安心出行』，我們就要教如
何下載和取得綠碼，所以經常講到聲沙，
廁所也沒有時間去。」
下月初將增15個港鐵流動支援站，設於
朗屏、上水、烏溪沙、大圍、荃灣西、南
昌、紅磡、九龍、太子、九龍塘、黃大
仙、何文田、西營盤、灣仔、筲箕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昨日宣布，即時延續協助外傭及其僱主
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包括容許現行僱傭
合約有效期限延長最多6個月，以及進一步
延後外傭返回原居地的規定，延長逗留期
限可直至新合約完結，惟外傭返回原居地
的規定仍適用，僱主應安排外傭在已延長
的逗留期限內返回其原居地。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所有在明年3月31

日或之前屆滿的外傭合約，勞工處處長已
原則上同意，「標準僱傭合約」第二條款
所訂明的僱傭期，可在僱主及外傭同意
下，延長最多6個月。如合約早前已根據

包括今年9月28日宣布的彈性安排下獲准
延長，其再度延長合約有效期限的申請將
不獲考慮。如新聘外傭未能於該6個月的
延長期內獲安排來港，而僱主需在延長期
後繼續聘請外傭，僱主應考慮申請與現任
外傭續約。
在現行制度下，外傭在現行合約屆滿後

跟舊僱主又或新僱主簽訂新合約，可在僱
主同意下，向入境處申請延後返回原居
地，以由現行合約完結後起計不超過1年
為限。因應疫情，如外傭未能在上述的1
年期內返回原居地，可在其僱主同意下，
申請進一步延長逗留期限直至合約完結，

以便在該段期間返回原居地。
此類申請與續約的申請一樣，可在外傭

的現行合約屆滿前8星期內遞交。政府會
繼續密切留意情況，在有需要時檢視上述
措施及彈性安排。

官洽增檢疫酒店房間
另外，現時外傭抵港必須到指定酒店進

行檢疫，房間供應緊張，勞工處處長孫玉
菡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正與酒店商討
提供更多外傭檢疫房間，商討亦接近尾
聲，當有定案將第一時間公布，並盡快投
入運作。他表示，明白外傭對香港家庭甚
為重要，疫情前在港工作外傭由近40萬
名，現時跌到約35萬名，他期望增加檢疫
房間後，可以增加外傭供應。

●北角地鐵站有不少長者在排隊申請港康
碼，83歲戴黑黃帽的富先生想盡快返內
地探望92歲的姐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消息指當局擬規定上班族和學生進入辦公場所和學校須持消息指當局擬規定上班族和學生進入辦公場所和學校須持
針卡針卡，，否則需要出示醫生豁免證明否則需要出示醫生豁免證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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