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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房爆疫關閉 鮮肉價格猛漲
牛豬價翻逾倍 政府擬商調內地屠宰技工援港

上水及荃灣屠房爆疫，今日開始關閉全面消毒，全港將無即

日宰殺的豬、牛及羊肉供應市場。屠房疫情持續已久，截至本

周三（23日）上水屠房已累計約190宗確診個案，鮮肉大聯盟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三分之二的從業員染疫或被隔離，

在無人開工下，連日來的鮮肉供應十分緊張，昨日鮮豬肉價格猛漲至每斤逾60元，牛肉價格更翻倍至

280元才有交易。業界相信今日將少量賣剩的存貨出售後，短期內難有鮮肉供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

示，正與內地商議安排調遣專業及熟練人員來港協助，盡快恢復新鮮肉類的供應。政府亦已要求肉類

供應代理商視乎實際需求，增加進口冰鮮肉類，以補充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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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疫苗通行證」
已於本周四起實施，財經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
強烈呼籲銀行、證券、保險及強積金業界，仿效政
府實施「疫苗通行證」，推動員工接種疫苗及加強
劑，鞏固整體抗疫「防護牆」。
許正宇昨日透過網誌向全體金融界發出呼籲，希

望業界跟隨推行「疫苗通行證」，又強調面對嚴峻
疫情，減低人群聚集至關重要，希望業界審視員工
及營運的安排，盡量壓縮在辦公室上班的人數，減
低病毒傳播風險，市民應盡量使用網上理財渠道，
減少到訪實體分行，又呼籲金融業界落實好防疫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見疫情下地盤有時會成為爆發
點，建造業議會日前發出指引，指與一眾建造業工會及商會在發
展局的支持下，決定在全港工地實施「疫苗通行證」，下月14日
起，除因年齡或健康不適合接種疫苗的人士外，所有人進入工地
前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第二階段則於4月14日實施，所
有人進入工地均要打最少兩針。議會呼籲大家盡早接種疫苗，保
障自己及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五波疫情迅速
擴散，部分居於不適切住所的染疫者被迫居家隔離、
自行治療。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轄下關注住屋權益
工作小組昨日舉行線上記者會，多名劏房戶現身講述
疫下苦況，有人因未及時隔離，由一人染疫變全家染
疫，其間食物、藥物及防疫用品均短缺。工作小組建
議特區政府應將不適切住屋確診者納入優先送院及隔
離人群，同時加強對他們的經濟支援。
居於荃灣劏房的阿紅與年幼兒子同住，她早前確

診，但家中沒有空間可作單獨隔離，只好24小時戴
口罩，可惜最後亦傳染給兒子。等候期間，兩人欠缺
食物、藥物，兒子更反覆發燒，但都得不到支援。阿
紅曾不停致電民政處、衞生署，但長時間無法接通電
話，個別短暫通話後，工作人員也只是叫她繼續等候

進一步通知，令她非常失望。
另一街坊黃女士居於觀塘板間房，須與鄰居共用廚

廁。其中一戶鄰居發病並確診，黃女士及另一戶鄰居
亦先後確診，最後3戶11人全部「中招」。「如果政
府能盡早隔離最先確診的鄰居，可能不會造成這麼大
規模的感染。」黃女士說。她和家人在確診後第12天
才獲安排隔離，由於已逐漸康復，故拒絕有關安排。
關注住屋權益工作小組建議，除長者和小童外，政

府應優先將不適切住屋確診者及其密切接觸者送院和
隔離，以減低家居傳播風險；提供經濟援助予因染疫
而無法工作的基層街坊，並簡化申請程序及手續。現
有第六輪抗疫基金，其中一項申請資格為「申請時已
失業不少於一個月」，小組認為該申請門檻過高，支
援不到位。

下月14日起入工地要打一針

許正宇籲金融界仿效實施「疫苗證」劏房染疫累全家
食物藥物均短缺

昨日，上水屠房停業前最後一批供
港鮮豬肉被各區買手爭搶一空，

批發價由每擔2,000元搶高到2,600元
至2,800元。市場零售價亦水漲船高，
每斤鮮豬肉由約40元加至約70元，鮮
牛肉由每斤約120元加至280元，而且
大部分鮮肉檔主均表示昨天賣完存貨
後，只能暫停營業，直至上水屠房恢
復供應。
有到市場買肉的市民表示，昨日鮮
豬肉突然漲價不少，平常幾十元買一
塊，現在要近百元，老闆還說明天起
沒鮮肉賣，市民將來只好吃肉味差很
多的冰鮮肉和凍肉，不少市民感嘆疫
情下經濟衰退，肉、菜價格卻猛升，
生活艱難。
香港九成新鮮豬、牛、羊肉來自上
水屠房，每天屠宰2,000頭至3,000頭
內地供港生豬，以及數十頭內地供港
牛羊。荃灣屠房則供應小量本地生

豬。但兩間屠房接連爆疫，不少從業
員感染，難以維持屠房的正常運作，
而且相關批發、運輸各環節均有大量
從業員染疫或因密切接觸被隔離，整
個供應鏈已經無法維持正常運作，進
口商已暫停活豬、牛、羊供港。

供應鏈癱瘓 豬商損失慘重
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這次屠房疫
情實在來勢兇猛，由於食環署要求所
有從業員每周檢測，結果短短一兩
周，屠房、批發商、買手、司機均發
現大批人確診，加上與確診者密切接
觸的同事，近三分之二從業員因染疫
或隔離而停工，整個鮮肉供應鏈癱
瘓，影響近千從業員，「大家人心惶
惶，未染疫員工也不敢上班，生怕被
傳染。屠房沒法正常運作，數千頭生
豬滯留內地海關，只好運回內地，豬

商損失慘重。」

料市民約10天吃不到鮮牛肉
他直言，現在全行癱瘓停工，是無
奈之舉，只希望兩周後染疫同行能重
回工作崗位，屆時鮮肉供應有望逐漸
恢復。
九龍牛羊業商會董事曾偉強表示，

早前已經因為屠房大量員工確診隔
離，劏牛數量大減，由每日約40隻大
幅減至不足10隻，業界難以分配，故
暫停取貨直至屠房回復足夠人手，估
計市民要大概10天吃不到鮮牛肉。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為保障香港

市民的鮮活食品供應，特區政府正與
內地商議，將安排調遣專業及熟練人
員來港協助，盡快恢復新鮮肉類的供
應。政府亦已要求肉類供應代理商視
乎實際需求，增加進口冰鮮肉類，以
補充供應。

▶連日來的鮮肉供應
十分緊張，鮮豬肉價
格猛漲至每斤逾60
元，牛肉價格更翻倍
至28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部分鮮肉檔主均
表示賣完存貨後，只
能暫停營業，直至屠
房恢復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建造業議會決定在下月14日起全港工
地實施「疫苗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社
評

本港新冠單日確診個案昨日首破萬
宗、呈報個案近2.2萬宗，其中近500
名幼童確診、400多間安老院舍爆疫、
醫管局確診或初步確診員工更逼近兩
千。本港抗疫形勢十分嚴峻，特區政
府已引用緊急法掃清引入內地援助的
障礙，當下要認真檢視抗疫中亟需解
決、又不能自行解決的問題，更加精
準、及時地向中央緊急求援，用好用
足國家支持抗疫救民。

本港昨日再多逾萬宗確診個案，再
多47名病人離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推算，香港現有約20
萬宗陽性個案，呈報醫管局的個案只
佔三分之一，大部分是輕症個案；而
個案不斷增加下，未有接種疫苗的兒
童及長者為高危群組，將出現不少死
亡個案。

本港抗疫已到非常危急關口，特區政
府引用緊急法，為推行中央支援的防疫
抗疫措施，提供了堅實法律基礎。既然
引入內地援助抗疫的法律障礙已經掃清，
政府就要根據本港抗疫最大的瓶頸、最
需補上的短板，主動向中央提出具體的
援助請求，爭分奪秒落實。

一是直接要求中央派出千人以上建
制的醫護援港，並帶來呼吸機等救護
設施及治療藥物。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
表示，以香港目前的疫情發展速度，
中央支援香港的醫護團隊需要是以千
人為單位，才有望解決問題。香港醫

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也表示，緊
急法生效，可加快引入內地治療新冠
有效的中成藥、紓緩本港治療藥物緊
缺狀況。

二是引進內地保健員照顧安老院舍
長者、降低死亡率。本港至今逾 420
間安老或殘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職員
染疫，涉及 510 名員工及 1,500 名院
友，當中大約50間院舍有多於10人確
診。安老院舍長者疫苗接種率遠低於
本港平均數，目前成死亡重災區，有
消息指政府正考慮引進內地2,000保健
員來港照顧長者，這是正確方向，應
盡速落實。

另外還有盡快設置家庭病房，解決
幼童確診急升問題。醫管局總行政經
理劉家獻表示，現時有400至500名感
染新冠病毒的兒童正在留院治療，數
字已經超過醫院可承受的容量，正研
究北大嶼山「臨時醫院」或亞博館，
能否設置家庭病房，讓染疫家庭一同
入住等。幼童確診人數急升、接連出
現死亡個案，令人憂心如焚，政府要
尋求業界及內地在醫護和適應性藥物
方面的支援。

特區政府肩負抗疫主體責任，統籌
組織抗疫，最清楚本港抗疫的不足，
哪些地方最需要中央援助，既要主動
提出具針對性旳援助請求，亦要以高
效的制度機制統籌好內地支援，讓這
些寶貴的援助發揮最大效益。

更精準及時向中央求援抗疫
第五波疫情大爆發，確診個案幾何級數上升，最

新已經破萬，領導各個抗疫環節都面對瓶頸。其中
首當其衝的是，強制檢測或者自我快速測試呈陽性
後需要衞生署認可的確診個案，一周或更長時間才
收到通知，即使內地增援檢測後情況亦未有改善。
檢測通知滯後，不僅困擾市民、造成確診者得不到
適切治療，更大大增加疫情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如
果不作大幅改善勢必阻礙全民強檢順利實施。抗疫
爭分奪秒，特首和主要官員已經要求並且承諾動員
一切力量、不分彼此全力抗疫，在具體操作上就一
定要想盡辦法打通抗疫瓶頸，從制度機制層面制定
革舊立新方案及落實時間表，保證抗疫工作能夠追
上疫情發展，直至全面遏制疫情。

疫情迅速蔓延，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和自測陽性的
市民人數龐大，無可否認對本港檢測環節構成沉重
壓力。早前本港檢測能力不足，檢測結果通知遲緩
尚在意料之中；但內地援建的「火眼實驗室」「獵
鷹號實驗室」已投入使用，本港每日檢測量已由月
初的約十多萬提升至每日數十萬，但檢測結果通知
滯後的情況並無改善，反而因為疫情轉差、需要強
檢人數增多，等候通知的時間更長。

檢測結果確認滯後，首先令市民的生活工作安排大
受影響，沒有被確認陰性結果的打工仔不能上班，手
停口停，企業運作亦受影響；更令人擔憂的是，不少
初步確診或者有症狀者不能及時確認、迅速隔離、治
療，在被確認的空窗期自由外出，造成社區感染，這
也成為此波疫情難以防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決定下
月進行的全民強檢即將到來，如果檢測結果通知滯後
的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充分發揮全民強檢的預期效果，
阻延本港控疫的進程，內地支援本港提升檢測能力、
加派更多人手、援建更多實驗室、「方艙醫院」對控

疫的作用也將大打折扣。
本報跟進發現，導致檢測結果通知滯後的主要原

因在於：一是檢測結果需衞生署統一處理發放。目
前本港眾多不同承辦商，包括「國家隊」的核酸檢
測車，均只是化驗樣本，相關市民的身份、電話、
聯絡資料等，均在衞生署手中。因此即使核酸檢測
車在場出現的檢測站，即採樣即化驗，市民要等結
果，都要經過衞生署，如今需要接受檢測的樣品海
量，而且有增無減，衞生署公布結果時間自然也越
來越長。 二是陽性結果要覆檢。目前外判商一旦在
混合檢測中化驗出陽性，要先找出獨立保存的樣本
覆檢，得到初步確診結果，之後要送到衞生署再作
確認，才能得到正式確診的報告。

昨晚政府公布，為免資源重疊，即日起會減省衞
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的覆檢程序，直至另行通
告為止。現時已由檢測營辦商檢測為初步陽性的個
案會立即獲後續跟進，而日後檢測營辦商的核酸檢
測陽性個案將被直接視為確診。其實，現時預約自
費檢測服務，因為檢測結果是由承辦商直接發予檢
測者，較免費檢測服務快收到通知。簡化覆檢程
序，不僅可以加快通知，更重要的是可以盡快進入
「早發現、早排查」的抗疫後續程序。

抗疫如打仗，與病毒對抗，與死神賽跑，抗疫環節
容不得任何梗阻。媒體、市民對檢測通知滯後有強烈
不滿，也指出癥結所在，政府有關部門不僅應該聽到
看到，而且要在最短時間、拿出科學合理的打破瓶頸
方法。政府決定減省衞生署的覆檢程序，是因應實際
情況的積極應變舉措，但從制度機制上改善檢測結果
通知滯後問題，仍然有大量工作可以做，希望有關部
門實事求是、敢想敢幹、真抓實幹；更要檢視整個抗
疫工作的各個環節，逐個打破阻礙抗疫的瓶頸。

打通制度性抗疫瓶頸 先改善檢測通知滯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