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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多處大廈的污水對新冠病毒

呈陽性，有關的居民需要接受病毒

檢測，導致港九新界多個檢測站連

日來大排長龍。有「排隊黨」趁機

發「疫情財」，以100元至150元

轉售一個檢測籌號，也有人以時薪

80元至100元代為霸位做檢測。香

港文匯報記者成功聯絡一名公然招募「排隊黨」成員的「蛇頭」，粗略

計算「蛇頭」無本生利，每日袋數百元至千元。特區政府表示，在加設

「派籌機」的同時，會安排更多人手協助檢測點的人流管理，包括盡量

制止不適當行為。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特區政府應採實名制派籌；增

加流動採樣站；安排實時報數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日前宣布將通
過修訂僱傭條例，規定僱主
不得解僱因被圍封或須隔離
而缺勤的僱員。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顏汶羽接到彩雲邨外
判合約保安員的求助，當事
人轉述指，其公司表明，因
其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強
制隔離而扣減其工資。香港
文匯報了解到，該保安的丈

夫是長期病患者，又要供養家中長者，加上丈夫的母親剛剛
離世，要花費大筆開銷。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她被減薪，家
庭經濟情況困難。顏汶羽要求特區政府在完成修訂僱傭條例
前，為免被圍封或隔離居民被僱主視為無故缺勤，向有需要
者發出官方休假證明，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顏汶羽日前接到一名彩雲邨外判合約保安員的求助，指自

己因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強制隔離12天而被管理公司扣減
工資。顏汶羽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當事人居於公屋，其
丈夫長期患有糖尿病，子女賺錢不多，當事人更要出錢供養
母親同丈夫的母親。而丈夫的母親剛剛離世，當事人又花費
一大筆錢處理其身後事。如今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當事人被
減薪，令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顏汶羽：政府應提供實質援助
民建聯一直關注封區強檢及隔離令對打工仔的影響。顏汶

羽表示，他懷疑有房署外判公司剝削員工，反映特區政府部
門監管不力、為全港僱主作最壞的示範。
顏汶羽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向被圍封檢測及隔離的居民提供

實質援助，要求政府確保政府各部門及相關的外判，不會因
僱員被封區強檢或隔離而扣減工資；在完成修訂僱傭條例之
前，為免被圍封或隔離居民被僱主視為無故缺勤，政府應向
有需要者發出官方休假證明；勞工處應發出清晰指引，聲明
僱主不能要求僱員以年假代替圍封隔離期。

政府外判工隔離 工資被扣減

香港文匯報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在遙距舉行的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中
表示，社署正研究在合適情況下，安排院舍
院友原址檢疫，署方將提供財政支援。
羅致光表示，上月23日開始，累積超過10

間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有人確診，預期短
期內確診數字將會增加。社署已採取多項措

施，包括向院舍派發快速測試劑，供員工加
強自行檢測等。
同時，社署與衞生部門正密切關注供院舍

院友檢疫的備用方案，包括在合適的情況下
安排院友在原址（即院舍內）檢疫。社署亦
計劃稍後向相關院舍提供額外的財政支援，
待敲定詳情後便會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區社區檢測
中心「打蛇餅」，為紓緩市民排隊檢測之苦，
新世界發展與基因及診斷檢測公司Prenetics合
作，捐贈20萬套快速抗原檢測包(右圖)，並委
託6間非牟利機構於本月下旬陸續轉贈予有需
要的基層及清潔工、保安員等從業員。

15分鐘可得知檢測結果
該款快速抗原檢測包的使用者必須以拭子

棒收集鼻腔拭子樣本，15分鐘就可得知檢測
結果，無病徵下，也可檢測出樣本是否呈陽
性，兒童亦可在成人協助下使用。

新世界捐贈20萬套快速抗原檢測包 研院友院舍內檢疫 社署財政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昨日有
70個爆疫地點納入強制檢疫範圍，其中，愉
景灣廣場有8名清潔工、保安、商舖職員等
確診，需要暫時關閉大清洗，指定日期曾到
訪者需強檢。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

情簡報會表示，愉景灣廣場近日發現多宗確
診個案，最少有4名清潔工人、兩名客戶服
務人員及兩名店員共8人確診，相信廣場有
環境傳播源，因此需要立即關閉，以進行全
面清洗消毒。
該廣場昨日上午已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於上月27日至本月9日期間到訪者，需要在
本月9日至11日，及本月12日至14日期間，
分別接受兩次強檢。考慮到檢測需求，愉景

灣聖公會偉倫小學對開空地及愉景灣消防
局側空地的兩個流動採樣站，昨日起整合
為愉景灣消防局側空地流動採樣站，以集
中資源到有需要的區域，更有效地應對疫
情發展。

昨早全港70地點納強檢名單
連同愉景灣廣場，政府昨早將全港多個區

域共70個地點納入強檢名單，其中53個處所
有多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確診者曾到
訪，當中以沙田和深水埗區較多，亦包括山
頂梅道1號 The Mayfair、半山區西摩道3號
輝煌豪園等豪宅區；有17個處所則因污水樣
本檢測呈陽性而要強檢，其中16個位於元朗
區，一個則在大埔區。

愉景灣廣場8人確診 需暫關閉大清洗

◆顏汶羽接到彩雲邨外判合約
保安員求助。 顏汶羽Fb圖片

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連日來人山人海。網上預約專頁可見，截至昨日下午6時，全港
檢測中心預約名額全線爆額，最快只能預約到下周四（17日）的名額，部分檢測

中心更要等到本月20日才有名額，市民只能親往現場排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全港多區的社區檢測中心，全部大打「蛇餅」，動輒需
要輪候1小時至3小時，其中設有攞籌安排的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未到下午4時
已截龍，不少市民摸門釘。一籌難求，加上檢測籌號不設實名制，令「排隊黨」有
機可乘，以約100元轉售籌號圖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更在個別檢測中心直擊，有人取籌後走出人群，

在附近等候買家，疑似是「排隊黨」。而二手買賣平台，最近
也湧現大量「強檢代排」的帖文。
有「排隊黨」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他們有兩種「搵

食」方法：對已設立「派籌機」的檢測中心，「排隊黨」
成員會索取大量籌號再轉售，每張籌的定價為100元至
150元；不設「派籌機」的檢測中心，「排隊黨」會使
出人海政策，派成員代客排隊霸位，當差不多到隊頭時
就通知客人到場等檢測，這種方式是根據排隊時間收
費。該「排隊黨」成員說：「一般我哋要霸住個位3小
時，每小時收費80元至100元，每次交易約300元。」
這種人海政策需要動員人力，故有「排隊黨」「蛇頭」在網

上招募負責霸位的成員，但每更（約3小時）酬勞僅100元，蛇
頭卻收取客人300元報酬，若每天做足兩更生意，「蛇頭」每張
單便輕鬆賺到400元，若每天有三四人幫襯，便可每天袋逾千
元。「災難財」賺得如此輕鬆，有「排隊黨」得戚地說：「天
天打『蛇餅』，叫人哋點樣排？我哋幫你慳返唔少時間。」

大律師：不設實名制 炒籌不犯法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查詢時表示，目前的派籌制度不設實名
制，所以炒籌並不犯法，「發籌機構沒有說是實名制、指定
某一人使用，朋友來代領、網上買賣不會犯法，除非現場有
條件限制籌只能是當事人使用。」

加設「派籌機」推廣至其他檢測站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說，由
於個別地區設立「派籌機」亦得到正面的回應，特區政府會於
昨日和今日再加設10部「派籌機」，並會推廣到其他檢測站，
同時會安排超過200名公務員到不同檢測點協助人流管理，「如
果現場觀察到不正確、不理想的行為，我們會提示、指示，當值
人員盡量制止不適當行為。」

民政總署：義工隊助疏導人流
民政事務總署昨日表示，已透過發動地區組織、同鄉義工團體，聯
同公務員事務局動員的公務員組成的義工隊，經食物及衞生局與檢測承
辦商聯繫，在較多輪候人群的檢測站，協助檢測承辦商疏導檢測站人流，
改善輪候情況。

檢測中心承辦商：出現假籌
除了炒籌外，市面更出現假籌。位於長沙灣體育館的新冠病毒檢測中
心承辦商、駿嶺生物科技營運總監孫詠琪昨日向傳媒透露，從員工處獲
悉，已出現假籌情況，亦有市民反映有人賣籌。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鄭泳舜認為類似情況絕對不能接受，期望營運商安排
足夠人手或由特區政府派員協助，維持檢測站排隊秩序，確保一人一籌，杜
絕有炒籌或假籌的情況。立法會新界西南議員陳穎欣建議應採取遙距實名派籌；
增加流動採樣站做好分流；安排實時報數，讓市民一站式了解輪候
的情況，和盡快設立關愛隊，紓緩長者及有需要者的輪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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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安排更多人手助人流管理
議員倡實名制派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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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輪社
交距離措施昨日起生效，D類食肆首日率
先實施「疫苗通行證」，最多4人一枱，
12歲或以上人士均需至少已接種一劑新冠
疫苗，其餘B類及C類食肆收緊到兩人一
枱。商戶須在當眼處展示裝有「驗證二維
碼掃描器」的手機，以及「安心出行」二
維碼，市民須向商戶的手機展示「安心
碼」及針卡，聽到咚咚兩聲，代表已接種
疫苗，即可入內開餐。有食客表示只要時
間適應，相信問題不大。
位於旺角彌敦道的倫敦大酒樓為C類、

D類食肆之一，副總經理蘇萬誠昨日表
示，早前本地零確診，生意回復至正常水
平近九成，隨着確診個案不斷增加，目前
的生意只及往年農曆正月的大約一成，形
容處於「冰封」階段，昨日只有數枱食客
劃分在D區用膳。他認為疫情嚴重，決定
明日起停業，待本月24日時重開。
有茶客贊成實施「疫苗通行證」，能夠
證明自己有打針，又指只是花幾秒時間掃
二維碼；亦有茶客說，新措施不麻煩，適
應就可以。

新限聚令下 婚禮安排一改再改
在新的限聚令下，政府又規定由昨日起
至本月23日期間，出席婚禮的人數有限

制，除了登記官、婚姻監禮人外，
只可以容許結婚雙方及兩名見證人
在場。由於有關安排一改再改，直至
昨早仍有更新，令昨日註冊的新人感
到掃興，因為到場的親戚朋友、攝影師
只能在房外等待，不能觀禮。有親戚表示
專程請假到場，原本打算觀禮，對新安排
感突然，最終未能見證新人註冊的時刻，
感到無奈。
翻查資料，政府網頁有關599F章的常

見問題，對於本月10日至23日期間可
否舉行婚禮的部分一改再改，2月9日下
午的答案是「不能舉行婚禮」，至傍晚
改為「可以在活動場所舉行不多於20人
的婚禮」，並且不可提供食物或飲品，
至昨早又改為「不得舉行人數多於《婚
姻條例》下婚姻登記必要人員數目（即
除登記官、婚姻監禮人或主持婚禮的神
職人、結婚雙方及 2名見證人）的婚
禮」。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在疫情

記者會上解釋，「我們在設計這個規例限
制考慮時會再想一想，有些人不需要婚禮
這個慶典慶祝的儀式，但需要進行法律程
序，所以我們覺得需要寫得仔細一點，其
實在法例底下，我們覺得需要照顧一些
人去註冊結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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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問題不大

◆市民排隊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油塘檢測站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茶客贊
成實施「疫苗

通行證」，能夠
證明自己有打針，
又指只是花幾秒時
間掃二維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強制檢測代排隊」與
「買家」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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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類食肆首日用「疫苗證」

▶ 大圍新翠邨輪候
檢測，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