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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於昨日疫情簡報會上公布，香港昨日

有26,026宗確診個案，7宗為輸入，其餘為
本地個案，第五波疫情至昨日已有158,683
宗確診個案。他坦言，過去幾天已出現每天
確診破萬的情況，社區有太多傳播鏈，預期
短時間內個案會進一步上升。他呼籲市民盡
量留在家中，做好防護措施。

昨增680院友員工確診
院舍人士的風險比普通市民更高。截至昨
日，累計有530間安老院舍或傷健人士院舍
出現個案或爆發疫症，總共涉及800名員工
和2,450名院友。
歐家榮昨日說，過去24小時，新增66間

院舍出現新個案，包括42間安老院和24間
傷健人士院舍，當中13間位於港島、20間
位於九龍、24間位於新界東、9間位於新界
西，涉及680宗個案。他表示，如情況許
可，會安排爆疫的院舍原址隔離，有關部門
會派人督導，協助院舍做好防感染措施。
昨日染疫離世者達83人，當中67人均來自
院舍，佔了約八成之高。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
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指出，這些院舍絕大
部分長者為長期病患，加上疫情開始時院舍疫
苗接種率很低，以至院舍個案引致併發症普
遍，重症率及死亡率明顯高於其他群組。
他呼籲還沒接種疫苗院友盡快接種，已接
種兩針的院友在符合條件時應盡快接種第三
針疫苗。
雖然目前不少確診長者開始康復可以出
院，但由於大量院舍爆疫，無足夠護理員，
或者環境不適合後續隔離，院舍及長者親友
拒絕接回長者，令寶貴的隔離病床無法及時
流轉。社署本月20日在觀塘彩福邨彩榮路體
育館設立暫託中心，專門接收由醫院管理局

轉介正等候入院的長者，150張臨時架設的
病床迅速爆滿。

很多家人拒接父母回家住
黃竹坑醫院老人科醫生黃耀明昨日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各院舍護士普遍反映，很多家
人都拒絕將自己父母接回家住，而院舍大量
員工感染或因密切接觸被隔離，無力接回正
康復長者。目前最嚴重的，是由於隔離病床
爆滿，不少確診長者沒法及時送往醫院，只
能被迫繼續留在院舍。
他說，由於院舍環境限制不可能很好地隔

離，員工和其他院友也陸續確診，大家都感
到無奈和絕望。他建議即使隔離病床一時無
法安排，也應該將症狀較重、有較大傳染風
險的院友先送往隔離設施安置，避免疫情在
高危長者院舍持續爆發。

部分醫院殮房開始爆滿
至於醫院方面，逼爆情況持續。明愛醫院

急症室昨早已有大批患者在輪候病床，當中
既有長者，亦有一家大小。
此外，部分醫院殮房亦開始爆滿，明愛醫

院、廣華醫院等都有將遺體置於殮房以外地方
的情況。有殯儀業界人士表示，近日死亡人數
增加，而適逢農曆正月，部分家屬可能未領取
親人遺體，令公眾殮房積累了不少遺體。
劉家獻回應醫院逼爆情況時表示，醫管局

會跟隨特區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分層治
療，讓最有需要者在醫院內接受合適的檢測
及藥物治療。至於遺體儲存空間，他坦言
「唔滿晒都接近飽和」，有關部門正商討應
對措施。

疫魔殺老弱疫魔殺老弱

香港各區的公立醫院持續逼爆，但疫情持

續上升未見頂，昨日再新增逾2.6萬宗確

診，第五波疫情發展至昨日，已有近15.9

萬宗確診。其中，長者及傷健院舍成疫情重

災區，昨日再新增66間院舍爆疫，42宗為

安老院舍，24宗為傷健人士院舍，共有

680名院友及員工確診。昨日染疫離世者

中，八成均為院舍人士，情況令人憂

慮。不少院舍由於員工確診隔離無法正

常運作，大批已基本恢復健康的

確診長者無法出院，令公立醫

院隔離病床一直超出使用上

限，難以接納危重病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昨2.6萬宗確診 83人染疫亡八成來自院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為了讓患
者可以及時拿到所需藥物，香港藥學服
務基金會昨日宣布再次推出抗疫期間免
費送藥到戶服務，今日起開始代領藥物
運送到戶，並推出遙距藥物諮詢服務。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蔣秀珠於昨日的

網上記者會指，因應近日疫情進一步升
溫，留意到多間出現確診個案的安老及殘
疾院舍需關閉隔離，受影響的長者和殘疾
人士無法離開院舍去覆診取藥、職員無法
到醫院代為取藥，家人亦無法進入院舍轉
交藥物；臨時居住於社區隔離設施的長期
病患者亦面對同樣問題。
為此，香港藥學服務基金再次推出抗

疫期間免費送藥到戶服務，今日開始代
領藥物運送到戶，服務對象為有確診新
冠病例的安老或殘疾院舍、臨時居住在
社區隔離設施的確診患者，以及個別在
醫管局普通科或專科門診覆診的長期病
患。
患者成功登記後將由義工到醫管局門

診代領藥物，再由藥劑物流團隊專車將
藥物送到院舍及患者住處，更有藥劑師
提供遙距輔導服務，費用全免。

暫為期十周
蔣秀珠表示，有關服務開展期為今日起
至5月7日，暫為期十周，視乎疫情走勢
或會延長。義工團隊目前有50人，由10
名已註冊藥劑師及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帶
領團隊，另40人為大學藥劑學學生，計
劃目標於十周為200間至300間院舍合共
近600名個別患者提供送藥支援，並為
逾300名服務使用者作電話跟進。
是項服務的電話熱線：6070-2177，
WhatsApp：9488-6126。

為支援安老院舍，黃金時代基金會昨日表示，已
組織近20人的專業義工團隊，幫助缺乏資源、急
待救援的中小型安老院及有需要者。「黃金時代
『疫』風同行支援計劃」召集人容蔡美碧表示，義
工團隊上下一心，反應迅速，早前已將新冠病毒抗
原快速測試包送到全港各區多間中小型安老院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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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確診：26,026宗

輸入個案：7宗

本地傳播：26,019宗

新增死亡個案：83宗，涉及53男30女，年齡介乎
19歲至100歲

迄今發生疫情安老及傷健院舍：530間，涉及約
800員工，2,450名院友

新增爆疫院舍：66間，包括42間安老院和24間傷健
人士院舍，當中13間位於港島、20間位於九龍、24間

位於新界東、9間位於新界西，涉及680宗個案

昨日疫情

◆送藥服務過程。 藥學服務基金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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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醫院外再度出現等候醫明愛醫院外再度出現等候醫
治的病人成為治的病人成為「「露宿者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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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全
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昨日在北京以視頻會議方
式，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
六次協調會。會議聽取了各工作組
工作進展情況匯報。
據匯報，中央援港抗疫第三批專

家將於今日（28日）赴港；援港醫
療和生活物資正多渠道源源不斷運
抵香港；社區隔離治療設施建設進
展順利。會議還與青衣方艙醫院施
工現場進行了視頻連線。該工程歷
時7天，今日竣工，成為中央援建項
目中最早完工並交付的方艙醫院。

夏寶龍指出，當前香港疫情處於快
速上升期，疫情防控工作已進入最吃
勁的關鍵階段。中央將繼續加大力度
從各方面支援香港防疫抗疫工作。專
班全體人員要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
部署，團結一致、全力以赴，加快方
艙醫院和應急醫院建設並盡快投入使

用，全力確保香港急需的醫療和生活
物資有求必應、應供盡供、應發盡
發。要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履行好主體
責任，加強防疫工作的科學謀劃和統
籌協調，組織動員全社會形成同心抗
疫的強大正能量，扎實推進防疫各項
工作取得實效。

夏寶龍：全力確保港醫療生活物資應供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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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禮士）疫情下院舍屢屢爆
疫，不少職員亦需隔離或檢疫等，人手不足的問題急需
解決。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表
示，社會福利署將緊急向內地試行直接聘用1,000名臨
時合約照顧員，為期3個月，及有時限地放寬「補充勞
工計劃」，彈性批准輸入護理員的數目。多名業界人士
及勞工界代表對措施表示歡迎，但有業界人士擔心3個
月的工作期要人搵命博，或難以招聘人手。

羅致光：首批救兵應短期內抵港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以往沒有疫情時，院舍護
理員的空缺已達兩成。在這波疫情中，不論是確診、
被檢疫或隔離、離職，院舍人手的壓力已在崩潰的邊
緣，故局方採取了兩項特別的措施，一是由社署緊急
地向內地試行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為期
3個月，「我們已聯絡內地多個勞務單位，尋求協助，
亦向中央尋求協助協調內地相關部門提供便利，加快
審批申請，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救兵應可以短期內
抵港，先接受基本的訓練。」
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歡迎新措施，但香港疫情

嚴重，工作期只有3個月，擔心有關招聘並不容易。
他估計香港有約一兩成的私營院舍員工已染疫或在隔
離，認為短期內需要約5,000人才能維持院舍正常運
作，而社署擬聘請的千名照顧員會到社署和非政府組
織所管理的暫託中心，無法直接幫助私營安老院舍。

◆ 長者及傷
健院舍成疫
情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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