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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患者無助：差過在家等待
求助政府反被當「人球」6歲童或社署託管一家「被拆散」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大量初步確診及確診

者在社區滯留，他們留家等候入院或隔離，被稱為

「三無患者」，即無醫生睇、無藥食、無人送飯支

援。惟即使獲安排入住隔離設施的確診者，雖獲發食

物及消毒物品，但遲遲未獲發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求助不同政府部門都不得要領，「想知

道自己身體狀況，但連檢測咁基本的機會都無，覺得更加無助，相比在家等待更差。」亦有

確診巿民入住竹篙灣隔離4天仍未接受病毒檢測，其太太及家傭已相繼確診，正留在家中等

政府人員接走，未有檢測結果的6歲兒子屆時或要交社署託管，一家人會「被拆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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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撲針難」促增接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肺炎確診數
字再錄得新高，而且昨日再多120名公立醫院職員
確診或初步確診，20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檢
疫，令醫護人手更緊絀。醫管局昨日表示，現時
公院非緊急服務已大幅削減至正常水平的四五
成。有救護員工會形容，香港醫療體系及救護服
務已爆煲，救護員每日平均工作13小時至16小
時，連教官、學員也要出動，呼籲市民切勿濫用
救護服務，在真正危急情況才召喚救護車。

隔離病床使用率逾九成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表示，現時公院隔離病床的使用率已逾九成，餘
下病床需進行清潔及消毒，故逾九成使用率已是
極限。該局知道有病人在醫院急症室的戶外地方
等候求診，情況絕不理想，對此感到非常難過，
該局正探討不同方案，令病人可在較合適及舒適

的地方等候。
何婉霞表示，一些來自院舍患者，若不是患新
冠肺炎，加上情況穩定，會安排其返回院舍休
息，醫管局會派出外展隊跟進。現時公院非緊急
服務（如專科覆診等），已大幅削減至四五成，
陪產服務亦暫停，以減低病人在醫院受感染機
會，以及紓緩醫院壓力，希望市民理解有關安
排。

救護員日做16句鐘
消防處救護員會理事林珈樂昨日在電台節目表

示，香港醫療體系已爆煲，救護服務供不應求，
每名救護員平均每日需工作13小時至16小時。他
舉例說，現時若市民在上環召喚救護車，很多時
附近救護站已沒有人手應付，需要調配九龍，甚
至新界粉嶺及屯門等地區的人手跨區支援，令服
務或出現延誤。

他表示，疫情前消防處每年需處理逾80萬宗緊
急救護服務，平均每日2,000多宗，人手已非常緊
絀，在第五波疫情下更是不勝負荷，消防處已盡
量調配人手支援，包括要求休班員工取消休假，
並安排消防及救護學院教官、社區關係組及正受
訓的學員出勤等，形容處方已「傾巢而出」，情
況前所未見。
林珈樂解釋，救護員並不隸屬公立醫院，故不

掌握確診患者所有情況，難以全盤解答疑問，期
望市民體諒。他呼籲市民善用資源，切勿濫用救
護服務。
消防處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為應

付救護服務的額外需求，該處已調動特別支援
隊、消防及救護學院、社區應急準備課的人員、
前線救護主任及先遣急救員組成專責車隊，應付
大量新冠肺炎確診者的運送。該處亦正招聘退休
救護人員協助，以減輕前線人員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早前快速檢測
結果呈陽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俊碩，前日開始
出現病徵。他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分享自己居家
檢疫的經歷表示，大部分患者不需要醫生或護士
進行重症的治療及看護，只需要一些具有基本的
護理知識的輔助醫療人員。他促請特區政府完善
這些支援人員的聘用機制，提升支援人員的福利
待遇，更好挽留及吸引具質素的支援人員。
黃俊碩昨日在Facebook透露，自己到昨日仍
未收到確診消息，並於前日開始有低燒、頭痛、
咳嗽、喉嚨痛、多痰、失聲等症狀。他表示，已
自行服用紓緩上呼吸道感染的藥物，希望身體可
以慢慢好轉。他原本已為昨日立法會大會施政報
告致謝議案準備「防疫及醫療」和「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兩篇講稿，但由於身體狀況未能出席
大會，對此感到抱歉。
他貼出有關發言稿，當中提到自己染疫的感受，

認為現時疫情在社區不斷蔓延，隱形患者多不勝
數，冀特區政府想方設法，加強檢測能力，盡快查
清社區有幾多的隱形患者，斬斷社區傳播鏈。
他指，自己患病期間，除了間中出現的低燒、

頭痛、咳嗽、多痰、喉嚨痛及失聲等，嚴格而
言，病情不算太過嚴重。他提到，大部分患者不
需要醫生或護士進行重症的治療及看護，反而需
要一些具有基本護理知識的輔助醫療人員照顧即
可。因此，他促請特區政府完善支援人員的聘用
機制，減少甚至避免以合約或外判制方式聘用支
援人員，提升支援人員的福利待遇，更好地挽留
及吸引具質素的支援人員。他相信，只要大家同
心合力，在中央大力支持和援助，按照習近平總
書記「三個一切」「兩個確保」的指示，香港必
定能夠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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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特區政府將於下周
四（24日）起推行「疫苗通行證」，市民進入商
場、街市等處所均須接種至少一針疫苗，但不少
長者反映「撲針難」。67歲岑先生是長期病患

者，之前擔憂打針後的副作用，拖延至今仍未打
針，但最近疫情加劇，他開始心急打針，卻發現
「一針難求」，「上網預約打針，發現未來14日
甚至一個月都爆額，屋企附近的私家診所又有幾
十人排緊期，自己都唔敢去。」岑先生希望，政
府增加接種點方便市民打針。
此外，部分長者因身體原因不適合打針，他們
可以申請豁免證明書，但部分長者反映，公營或
私家醫生未清楚簽發證明書的準則。71歲梁太的
心血管被栓塞四分一，私家醫生曾表示她不適合
注射新冠疫苗，梁太曾要求公立醫院醫生及私家
醫生簽發醫學豁免證明書，梁太說：「多名醫生
以無權力為由拒絕簽發，問過幾名醫生都失
敗。」她希望，政府提高簽發豁免證明書的透明
度，例如列明申請細則、資格，供醫生參考。

數碼鴻溝大 盼供紙本「安心」

「疫苗通行證」也造成數碼鴻溝，不少長者不
太懂操作「安心出行」手機程式，60多歲的張太
患有中度認知障礙症，不懂使用智能手機，出入
場所需要丈夫張先生協助，其丈夫說：「太太現
時沖涼都唔識，畀電話佢都一頭霧水，出入肯定
要我幫手出示，所以我一人拎住兩部手機掃『安
心出行』，又要照顧太太免走失，好難搞。」張
先生希望政府為不方便使用「安心出行」的長者
提供紙本的「安心出行」，讓他們可以持卡進出
不同處所。
明愛長者聯會上周亦調查長者對「疫苗通行

證」的意見，共1,041名長者接受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九成長者希望增加流動接種站，為他們打
針提供便利。聯會建議政府增加流動接種站，並
加設外展服務向體弱長者提供上門打針服務，並
建議政府提升豁免證明書的透明度，以及延長有
效期為一年。

疫情蔓延公院 醫療服務爆煲

巿民陳小姐上周三在隔離酒店確診，上周六已獲安
排送到竹篙灣隔離設施，入住期間只獲發食物及

消毒物品，但遲遲仍未有再做檢測，直至翌日傍晚，
終有護士到來派發檢測樣本瓶，樣本瓶本應貼有房號
及病人的英文全名，惟護士發現她入住的房號與瓶身
標示不符，拒絕向她派發樣本瓶，「我自己要不斷致
電熱線，跟護士反映這件事，但她就說是民安隊負責
編配房間，叫我聯絡民安隊，但民安隊則說只是負責
膳食安排。」她無奈嘆道，「只是拿一個樣本瓶，兩
個部門都畀唔到答案。」
陳小姐續指，曾收到衞生防護中心的電話，指她一

周前的檢測樣本，病毒CT值已經超過30，若再接受
一次檢測也呈陰性，便符合解除隔離令的要求，「
家實在好混亂，我無檢測結果，就一直沒辦法離開

（竹篙灣），我都想知道自己身體狀況點樣，但連檢
測這個最基本的機會都無。自己入到來隔離設施後，
覺得更加無助，相比在家等待更差。」

盼三人一同送走 但不獲保證
另一名同樣入住竹篙灣隔離設施的確診者麥先生，入

住至今4天但都未曾接受病毒檢測，他的同住家人包括
太太及外傭都確診，仍在家中等政府人員送院。麥太昨
日透過視像訴苦指，已有病徵的6歲兒子，上周六已交
糞便樣本作檢測，但至今仍未收到結果，「我曾問過政
府人員，他指我們家庭情況是要分4個檔案去處理，會
有不同組別政府人員處理。」她最擔憂的是若她與外傭
被安排入住竹篙灣，屆時兒子仍未有確診結果，被告知
「最壞打算要（將兒子）給社署照顧。」

麥太曾要求安排三人一同送走，但得不到保證，
「每個個案都是以人做單位，從來不是以家庭（作單
位）跟進，整個流程完全不對點，資源又投放不到來

幫我們。」她說，等候入院期間，病徵已消退，自行
快速檢測亦驗到陰性，希望政府考慮放寬結束隔離的
準則，令他們不用再等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因為出現多宗初步確診，及
污水樣本檢出病毒的上水清河邨清朗樓，前晚被圍封強檢
後，發現逾30宗初步確診個案，鑑於該大廈具有極高感染
風險，政府決定延長該大廈的圍封強檢行動多一天至今日
（17日），以免病毒進一步擴散。此外，由於沙田耀安邨
耀平樓，及東涌滿東邨滿和樓有初步確診個案，和污水樣
本檢測出新冠病毒，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較高，政
府昨日中午圍封兩大廈強制檢測，預計今日中午解封。

上水清朗樓現逾30宗初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疫情嚴
峻，隔離設施不敷應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政府
負責抗疫團隊昨日與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
城及一眾酒店業主進行視像會議。林鄭月娥指，特
區政府冀能物色7,000至10,000間酒店房改作隔離
設施，當中4,400間陸續在本周及下周啟用。
林鄭月娥會後感謝聯會及其成員，指酒店業界

在過去兩年的抗疫工作中一直是政府的緊密合作
夥伴。她又指，政府早前已成功物色約4,400間
酒店房納入計劃，其中約1,700間將在本周內啟
用，餘下的將於下周內啟用。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獲指派督導社區隔離設施酒店的運作，相關政府
部門將會支援，另已招募約1,000名退休紀律部

隊人員參與其中。
地產建設商會昨日發表聲明指，與會會員承諾

將因應情況，盡量配合政府需要提供合適隔離設
施，商會將繼續支持特區政府，聯同各界做好防
疫工作，務求經濟民生早日恢復正常。該會執委
會主席梁志堅表示，15個有酒店業務的發展商昨
日亦派員參與會議，他透露若酒店符合政府防疫
規定及可提供最少200間房，便合資格申請用作
社區隔離設施，但實際執行細節仍是未知數。

入住對象屬輕無症狀確診者
梁志堅指，隔離酒店的入住對象是輕度或無症

狀確診者，初步估計可提供約7,000至10,000間

房。對於有指政府會向每間房間每日提供千多元
補貼，梁志堅拒絕評論。

新鴻基地產表示，已第一時間積極與政府商討，
期望出一分力協助政府抗疫，並正與相關部門全面
評估旗下合適酒店的配套和設施，確保各環節符合
安全要求，詳細安排有待政府稍後公布。

華懋集團亦表示，正評估提供社區隔離設施的
可行性，包括商討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的要求、軟
硬件等設定，過程中哪些環節由政府人員處理、
哪些由酒店員工負責等。長實表示，正積極研究
任何可支持政府抗疫的方法。香港興業則指，需
視乎政府資料再作決定。

擁有11間酒店的陞域集團指，有參與昨日與政

府的視像會議，他們早前已與政府相關部門溝
通，確保酒店硬件符合安全條件，並已安排員工
接受政府的防疫知識培訓，將會適時公布細節。

特首晤業界擬推酒店隔離 料可供1萬間房

◆林鄭月娥與酒店業界視像會面推展社區隔離設
施酒店計劃。

◆有獲安排入住隔離設施的確診者，遲遲未
獲發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求助不同政府部
門亦無門。圖為竹篙灣檢疫中心。 資料圖片

◆明愛長者聯會調查指，九成長者盼增流動接種
站，為他們打針提供便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