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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爬窗避送檢
說服密接者要耐心

義助設辦女警司：
市民配合係最好「義工」

中大理大促宿生遷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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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追蹤辦：「變招」堵截疫鏈 數字回落再查源頭

截至2月1日
追蹤辦成功協助
追蹤超過

31000名

接觸者

兩個追蹤辦
總人手約

400多人
現正籌備

第三個
追蹤辦

警務處刑事支援部督察陳志偉早在去年1月啟德追蹤辦成立時已被借調到該處工作，上月
底旺角追蹤辦投入運作後，他再臨危受命。他在訪問中介紹，啟德及旺角的追蹤辦各有

200名人手，旺角的人員來自警隊、海關、入境處和懲教署，啟德則有警隊、入境處和消防
處人手，他們均有不同調查工作經驗，各有所長，而早更及中更同事負責聯絡及追蹤密切
接觸者，夜更同事則負責大廈圍封強檢時發現的陽性個案，向初確者的密切接觸者發出
隔離令。

每4個密接者有1個感染
陳志偉透露，去年12月31日至上月26日的數據顯示，每4名密切接觸者就有一
人受感染，故追蹤工作極其重要，「搵少40個密切接觸者，便代表有10個染疫
者在社區遊走，造成嚴重影響，故要急促處理（個案追蹤）。」他們的工作
亦有優次之分，屬群組爆發會優先處理，「例如有地盤爆發，確診者已傳給
10個工友，就要盡快追蹤，因10個人或會將病毒再傳給數十人。」

用盡方法 最緊要市民合作
追蹤辦在接到個案後，會先致電通知密切接觸者，倘未能聯絡便
要親自上門尋找，過程中最重要是巿民合作，如國泰機組人員衍
生的望月樓群組，部分食客未現身，要透過信用卡消費紀錄等
方法尋找，至於用現金支付的食客則透過閉路電視追蹤，「我
們有辦法搵到他們的住址，最終望月樓所有食客都找到，切
斷了傳播鏈。」
陳志偉指出，閉路電視亦是追查感染源頭的方法，
「會翻查CCTV（閉路電視）睇確診者行過哪條街，
中途有否拉低口罩及打噴嚏等，其間有否其他確診
者經過。」他表示有時為追查源頭，要翻看數十小
時的閉路電視錄像。
不過，他表示現時確診數字飆升，需改變策
略，追查源頭並非首要工作，最重要是盡早
尋找所有密切接觸者，以免疫情擴散，待
確診數字有回落才再調查源頭。

不少紀律部隊人員都借
調到追蹤辦工作，更加入
協助抗疫的義工行列。警
隊資訊系統部主要系統課
警司勞瑞蓮一直在工餘時
間擔任義工，包括協助旺

角的追蹤辦在短時間內成立。對特區政府擬
建立第三個追蹤辦，她表示自己及警隊同袍
會義不容辭協助，又強調抗疫不僅要政府人
員不斷加入，更需要每名香港巿民留家抗
疫，這種「義務工作」更能遏止疫情。
勞瑞蓮除要處理警隊的職務工作外，自香
港爆發疫情以來更多次參與義務抗疫工作，
包括設立隔離營、聯絡佩戴手帶的在家檢疫
者，以及啟德追蹤辦的設立等。當旺角設立
第二個追蹤辦時，她再積極協助，短時間內

令追蹤辦「由無到有」，「Centre（旺角追
蹤辦）最初只有一兩個人負責，未有其他人
員，而主管及副主管也是我的舊同事，我知
他們需要協助，便義不容辭幫手。」
她表示，設立追蹤辦有不少前期工作，「人

手及場地如何安排，要有電腦、電話線、port
（電腦連接埠），人員分工、分更安排……這
些要有一組人去做，需要有經驗的義工幫
忙，很多同事也在放假時幫手。」同時，勞瑞
蓮還要向借調人員講解工作流程，並與不同
部門商討個案追蹤策略等，每日個案追蹤的
實際工作則由追蹤辦主管負責，「1月28日旺
角追蹤辦正式成立時已一路加用品及設施，
人員一到來便開始接個案工作。」她現時仍會
按追蹤辦的需要及本身工作情況，工餘時繼
續擔任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多所大學近日
先後有員工及學生確診。為免疫情在校擴散，
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公布將要求師生職員及所有
訪客於24日起須持有效的「疫苗通行證」，方
可進入校園範圍。中文大學則強烈鼓勵所有宿
生盡量遷離宿舍，繼續留宿之學生必須提供
充分有力理據，並承諾不在外留宿；理工大
學同樣鼓勵所有住宿學生搬出宿舍，宿舍範
圍會實施二人限聚令，並禁止聚會或活動。
因應本港近日確診數字急增，科大昨經電

郵公布最新進出校園的措施，將要求師生職
員及所有訪客自24日起須持有效的「疫苗通
行證」，方可進入校園範圍。持有醫療證明

及12歲以下人士才獲豁免。
中大前日則更新了校園防疫通知，表示大

部分課堂會以網上進行，並強烈鼓勵所有宿
生盡量遷離宿舍，返回家中。學生應於本周
末（12日至13日）遷離，相關退宿的學生可
按比例退還宿費。繼續留宿之學生必須提供
充分有力的理據，獲准留宿者須承諾不在外
留宿，違規者將被禁止進入宿舍房間，並不
獲退還宿費，宿生亦應盡量減少離校外出。
理大亦向全體師生發電郵，強烈鼓勵所有

住宿學生搬出宿舍，選擇留宿的人必須嚴守
防疫規例。宿舍範圍會實施二人限聚令，並
禁止聚會或活動。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港兩間「個案追蹤辦公室」肩負追蹤確診者活動軌跡及感

染源頭的重任。旺角的個案追蹤辦公室負責人陳志偉督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目前個案幾何級數上升，追蹤辦需要「變招」改變策略，首要工作是截斷病毒傳

播鏈，先要找出確診者的所有密切接觸者送往檢疫，避免受感染者繼續在社區活動，追蹤源頭的工作則暫變得較次

要，且各個案會有不同的優先處理次序，一些有多人染疫的爆疫群組，會優先進行追蹤工作。面對沉重的工作

量，他強調追蹤辦會克服困難，「現時是與疫情打仗，要戰勝這場疫戰。」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森）確診者
足跡遍全港，
社會一直有意見
認為要在「安心
出行」中加入追
蹤功能，協助個案
追蹤。
私隱專員昨日表
示，私隱條例並沒有
明確條款禁止有關做
法，又表示《私隱條
例》有豁免條文，如果
涉及公眾或社會利益有關
的健康事宜，就可免受限
制使用資料。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
昨日在立法會上建議「安心出
行」考慮加入追蹤功能；議員
簡慧敏亦認為市民生命健康應
比私隱的關注優先，要求特區政
府推出「安心出行」實名制。
私隱專員鍾麗玲回應表示，如果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加入追蹤接
觸者的功能，並不違反《私隱條
例》，只要收集資料時告知使用者收
集的目的及可能轉交資料的對象，比
如要列明使用者的資料可能會轉交衞生
署協助個案追蹤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則表示，
特區政府非常注重市民私隱，但目前疫情
非常嚴峻，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會考慮合法
性，和平衡私隱的關注，希望市民體諒，同
心合力，戰勝疫情。

薛永恒：「安心」提示有成效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在網誌撰文則
指，至今已有超過43萬市民通過「安心出行」的
提示作檢測，當中62名市民驗出病毒陽性，且大
部分都是近期個案，證明「安心出行」的提示有一
定成效，並能配合衞生防護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及
追蹤病毒的工作。
他續說，暫存在「驗證二維碼掃描器」程式內的資
料只會儲存31天作防疫抗疫相關用途，資料會經加密
處理，成為不可辨識個人身份的資料，即使處所人員亦
無法查閱，並期望透過提升科技加強香港控疫能力，早日
擊退疫情。

追蹤辦面對
龐大的個案追蹤
壓力，香港資訊
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保僑建議透過科
技協助，如特區政
府已更新食肆等處所
的「驗證二維碼掃描
器」程式，巿民用「安
心出行」掃二維碼後便
展示電子針卡或豁免證明
書二維碼，「處所使用
『驗證二維碼掃描器』，
可儲存接種紀錄30天，日
後有確診個案，便無須再花
時間用八達通或信用卡等去搵
人。」
不過，公共交通工具並非「疫

苗通行證」涵蓋範圍，方保僑相信
是因乘客太多難一一掃碼，但仍
有科技可作追蹤。他指出，「安心
出行」其實有自動記錄使用者上下車
的功能，但未有啟用，因為需要交通
工具如巴士及小巴等安裝一個低功耗
藍牙為基礎的微距定位技術iBeacon
裝置，乘客亦要開啟手機藍牙，讓「安心
出行」自動記錄車牌號碼和乘車時間，有
確診個案就會作出警示。由於程式綁定「疫苗通行
證」，理論上亦可透過iBeacon作出記錄。
對內地使用大數據進行追蹤，香港日後手機實名制

亦可建立大數據，倘有人臉識別系統更無須慢慢翻看閉
路電視，方保僑則指出，這些方法理論上可行，但香港
巿民着重私隱，未必接受這些追蹤方法，他建議特區政府
應平衡私隱及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志偉督察在訪問中坦言，個案追蹤並不容易，聯絡確診者的密
切接觸者時面對不少困難，有時更遭對方懷疑是電騙分子，有人為
逃避送檢，訛稱自己「瞓公園」、與確診妻子非同住，更有人爬窗企
圖逃走。追蹤辦人員透過耐心解釋，不少密接者最終也接受檢疫，更
有人事後致電感謝他們的努力。隨着疫情愈趨嚴峻，不少巿民也明白防
止病毒擴散的重要性，變得合作起來。他較難忘的個案是外傭群組的追
蹤工作，追蹤辦在一周成功鎖定300多名曾到教會聚會的印傭，將她們送
檢，以切斷傳播鏈。
陳志偉表示，以往聯絡密接者時曾面對不少怨言和抗拒，笑言借調到追

蹤辦的紀律部隊人員雖有調查工作經驗，但今次面對的是普通巿民而非罪
犯，「語氣、聲調與以往查案時不同，要更像一個客戶服務員。」人員會耐
心解釋將密接者送檢的原因，例如曾有一位密接者因外傭染疫，不滿她亦要送
檢，但檢疫後卻致電感謝追蹤辦人員，「冷靜後她知道自己若受感染，會影響
家人和朋友，尤其是長者，後果不堪設想。」
他更曾遇過不少拒絕合作的密接者，如有人的妻子染疫，在追蹤辦聯絡時，丈

夫竟訛稱自己並非與妻子同住，而是「瞓九龍公園」；有人向追蹤辦展示電子機
票，企圖證明當時已離港，但追查下發現該名密接者根本未有上機，上門找其送檢
時對方更爬窗企圖進入樓上單位。陳志偉強調，他們會嚴肅處理這些違反強制檢疫
令者。
同時，一些密接者刻意關掉手機或拒絕接聽電話，「他們以為追蹤辦打電話搵唔到

就可以逃過送檢，但我們會親往其住所敲門，至於一些人甚至搬離單位，我們都有其他
方法追查到，包括聯絡其親友，總可以把他們找出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擔任義工的勞瑞蓮擔任義工的勞瑞蓮（（左左））及借調到個案追蹤辦公室的陳志偉及借調到個案追蹤辦公室的陳志偉
（（右右））均認為均認為，，追蹤工作最重要是巿民配合追蹤工作最重要是巿民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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