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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廣濟）
葵涌邨群組疫情岌岌可危，但其
他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的
防疫意識仍未提升。香港環保物
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理事長林有
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清潔工人顯然是高危人群，但現
時防疫措施既無強制要求他們定
期檢測，也不強制接種疫苗。
他表示，香港大部分清潔工是

外判工或是私人企業員工，故未
有如政府僱員一樣被強制要求接
種疫苗，「僱主只是呼籲接
種。」同時，清潔工亦非屬於需
要強制定期檢測之列，故鮮有清
潔工定期檢測。
葵涌邨逸葵樓疑有清潔工人染

疫後，遊走各樓層使不同樓層的
居民中招，可見清潔工人及保安

員染疫，隨時觸發整幢大廈，甚
至全邨爆疫。對於拾荒者可自由
出入屋邨垃圾房，林有貴坦言，
雖然大部分垃圾房都會有專人看
守，但對拾荒行為均是默許的：
「如果佢（拾荒者）覺得啲垃圾
有用，話想拎走，（清潔工）多
數都會唔理。」

政府應加強對屋邨管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視所

見，不單沒有人阻攔拾荒者，更
鮮見有專人看守垃圾房，林有貴
認為，政府必須要加強對屋邨管
理。
林有貴解釋，目前絕大多數清

潔工是外判工，而非政府工人，
但外判商沒有為他們提供適當的
防疫裝備及支援，例如葵涌邨40

多名清潔工人被送往檢疫，政府
卻對他們缺乏援助：「佢哋係幫
居民做好清潔而被送檢，呢幾日
嘅人工點算呢？」他認為，特區
政府有必要強制從業員接種疫苗
及檢測，以及為從業員提供適當
的防疫裝備和支援。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屋邨的
衞生管理及清潔工人的防範意識
薄弱，情況令人憂慮，「疫情已
經有兩年了，然而不少屋邨衞生
管理幾乎等於無，不知是大家防
疫疲勞，或是一直缺乏意識，還
是沒有足夠的裝備。」
葛珮帆呼籲政府立即行動，為清

潔承辦商提供清晰防疫指引，並要
求提供清潔工足夠的防疫裝備，
「全面檢視，唔可以再等。」

葵涌邨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感染源頭疑是一

名染疫的巴基斯坦裔拾荒者曾到該邨葵逸樓的

垃圾房執垃圾，並與大廈清潔工人「吹水」，

其間有人除口罩食飯傾偈。事件敲響香港公共屋邨防疫管理

的警鐘。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港島南區多個公共屋邨

的垃圾房，卻發現屋邨人員未汲取教訓。記者直擊清潔工人

除口罩工作，垃圾房猶如無掩雞籠，拾荒者及閒雜人等暢通

無阻出入垃圾房範圍，他們大都沒有佩戴或不正確佩戴口罩

與清潔工人接觸，隨時步葵涌邨的後塵。工會承認，清

潔工及保安員目前不屬定期檢測群組，沒硬性

規定要檢測，也沒有接種疫苗的強制要

求，恐造成大廈爆疫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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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多外判 僱主支援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社區爆發多條傳播鏈，
民政事務總署透過「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向沙田區居民免費派發6,000套
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套裝，首1,000份昨日下午在港鐵大圍站出口派發，當
中包括口罩套及揮春，另外5,000份將於未來數星期於沙田41個小區派
發。
「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表示，團體將於全港各區派發10萬份快速檢
測包，今次地區派發活動共約3,000名義工參與。他呼籲市民領取快速測
試套裝後應盡快進行檢測，不過快速測試包並不能代替特區政府的強制檢
測結果，如有任何懷疑或身體不適，請即時前往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檢測。
「連線」召集人陳勇、鄧開榮，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李梓敬，沙田民政

事務專員柯家樂昨日亦有出席派發活動，呼籲巿民做好防疫措施，共同抗
擊疫情，讓香港早日渡過難關，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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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多區昨日
出現檢測人龍，其中葵涌邨每日大批居民到
設於邨內的流動取樣站檢測，昨晨設於芊葵
樓的檢測站一度有居民因排隊問題爭執。負
責映葵樓採樣站的承辦商表示，上周六映葵
樓首日圍封，檢測工作進展順利，暫未有居
民需要上門採樣服務。他又指，等候取樣檢
測的居民會保持兩米距離，相信交叉傳染的
風險相對低。
葵涌邨出現疫情爆發後，鄰近的荃灣有社
區檢測中心出現人龍。其中，蕙荃體育館的
社區檢測中心，未有預約的市民至少要等兩
小時，有職員在場維持秩序。有葵涌邨的居
民跨區到荃灣做檢測，亦有長者說排隊時間
太長，寧願自費240元做檢測。
在葵涌邨，於芊葵樓對出的流動取樣檢測
站昨晨10時許已有幾十名居民到場排隊等
候，其間有居民因為排隊的間距問題發生爭
執。邨內其他檢測站昨午出現長長人龍，其
中一個檢測站有過百人龍一度圍繞兩座大
廈。有秋葵樓居民表示，昨日人龍明顯較前
日長，估計要排兩三小時。另一個檢測站排
隊的居民估計，最少要排1小時，但認為可以
接受，又指在全邨都要檢測下，排隊時間不
算長，指排隊檢測總比圍封好。檢測站亦特
別為長者設特別隊伍優先登記檢測。
對於政府稱會為行動不便或有需要居民安
排上門取樣，惟有仍被圍封的逸葵樓居民

指，70多歲、曾經中風的媽媽上周五雖已登
記上門取樣檢測服務，但事隔兩天仍未見有
人上門，至禁足第三日，才有人上門替母親
做檢測。工作人員更着她每天做一次登記較
穩妥，他無奈地說：「行動不便的人，不會
今日行動不便、明天可健步如飛，要打60多
個電話才獲接通登記，難道真的要每天重複
這樣做？」她又指衞生署的熱線電話長期打
不通，希望政府有渠道統一發放資訊。

上門採樣有風險 映葵樓暫未需要
負責映葵樓採樣站的承辦商、香港分子病

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
示，由於病毒傳染性高，大廈內有多人受感
染，檢測人員上門採樣有一定風險，他們亦
要保障檢測人員的安全。而房署會評估哪些
居民有需要，署方會安排檢測人員上門採
樣，而映葵樓則暫時未有需要上門進行採樣
服務。
被問人多聚集排隊等候會否增加傳染風

險，他回應指，流動採樣站的形式運作已有
超過1年時間，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但由於環
境空氣較流通，加上等候的市民會保持兩米
距離，相信傳染的風險相對低。

葵涌邨鄰近檢測中心人龍長過前日

民署派快測套裝
6000套益「沙田友」

◆左起：李梓
敬、陳勇、鄧
開榮、陳振彬
向沙田區市民
派發快測套
裝。

◀華富（一）邨街市內的垃
圾回收處內，一位南亞裔工
作人員長時間不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利東邨垃圾房
外，一名清潔工前來
與小販交涉，二人均未戴
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鴨脷洲邨垃
圾站，一名拾
荒者正在「揀
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葵涌邨檢測站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葵
涌邨的疫情
來勢洶洶，全邨
至今累積210宗確診個
案，但香港不少公屋邨仍
未汲取這個沉重的教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港島南區5
個公共屋邨及其垃圾房，發現華富
（二）邨、利東邨和鴨脷洲邨內都
有拾荒者出入，但屋邨清潔工人及管理處
卻對此坐視不理，甚至任由拾荒者在垃圾
房自出自入。

拾荒者未戴好口罩穿梭社區
其中，香港文匯報直擊利東邨的垃圾房範圍有一名拾荒者
雖然有佩戴口罩，但未遮住鼻子，自顧自在垃圾房內「整理」紙
皮。華富（二）邨更離譜，一名拾荒者在垃圾房執紙皮，他周遭
正有一名清潔工人正在打掃，非但沒有阻止拾荒者，還不時有講有笑。
鴨脷洲邨利滿樓垃圾站更是「門常開」，門口堆放該邨居民遺棄的傢
俬等雜物。記者在附近逗留15分鐘，前後便有兩名疑似拾荒者出入。
首位出沒該處的拾荒者未佩戴口罩，不斷在垃圾堆中翻找「寶物」，數
十分鐘後似乎並無所獲遂推車離去。而第二位疑似拾荒的長者，不斷在
垃圾堆周圍徘徊尋覓，最終亦空手而歸，記者隨後發現他出入鴨脷洲邨
百佳超市及街市，其後返回一座大廈內，相信是該邨居民。
兩名拾荒者逗留期間，亦有屋邨清潔工往返工作，卻對閒雜人等視若

無睹，倘若有外來者帶病，或居民在此染病返回住處，後果不堪設想。

清潔工除口罩聊天抽煙易播疫
除了拾荒者自出自入，屋邨清潔工人及工作人員自身也缺乏防範意
識。香港文匯報記者巡查的5個屋邨內，有4個屋邨均有清潔工人除口
罩聊天，其中華貴邨垃圾房外一名洗地清潔工未佩戴口罩，周圍一名百
佳超市員工亦不戴口罩工作，身後還有其他工作人員除罩抽煙，更誇張
的是還有一名疑似清潔工人士除罩抽煙之餘，還周圍來回走動。
華富（一）邨街市垃圾回收處一名南亞裔工作人員則全程未佩戴口
罩，而對出魚檔的兩名職員均未佩戴口罩，其中一位更一邊抽煙一邊出
入垃圾房。而華富（二）邨及利東邨的垃圾房外均有清潔工或疑似管理
處人員不戴口罩工作及交談。
屋邨防疫隱患絕不僅僅如此，利東邨垃圾房外還有多個懷疑無牌熟食

小販，他們不僅不戴口罩，更在垃圾箱周圍準備食材及生火煮食，其間
不乏居民光顧。記者直擊到一名清潔工前來勸說其中一位小販收檔，而
二人均未佩戴口罩，而各小販收檔過程慢慢悠悠，多數人均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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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在工作時並
沒有戴好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