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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 樂

近四成社福機構員工無接種
常接觸高危群組增播疫風險 鄧家彪促加強監管受資助機構

香港昨日再多7,59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包括3,164宗核酸檢測陽性及4,432宗快速測

試陽性呈報個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患者未曾接種疫苗的

死亡率為 3.05%，打齊三針則大幅降至

0.03%，兩者相差逾100倍。科學數據已證

明接種疫苗對自己及身邊人有裨益，但一項

調查卻發現，常有機會接觸「一長一幼」高

危群組的社福機構員工當中，竟有近38%

「一針未打」。本身是註冊社工的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鄧家彪狠批該些同工領取政府資

助，行為上卻與保護弱勢社群背道而馳，毫

無專業道德，促請特區政府監管受資助機構

的接種情況，保障體弱的服務使用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第五波疫
情下，有部分少數族裔及伊斯蘭教徒確診
新冠肺炎，位於洪水橋的社區隔離設施專
門接收少數族裔及伊斯蘭教徒，現時有大
約250名少數族裔人士入住，大部分都是
家庭傭工，主要是來自菲律賓及印尼；亦
有少數是來自尼泊爾、印度和斯里蘭卡等
國家。為了配合他們的生活習慣，隔離營
裏除了設有伊斯蘭教資源中心，部分為穆
斯林而設的房間，還貼有多種語言寫成的
告示，以及標示指往聖城麥加的方向，員
工亦會向入營的穆斯林派發可蘭經及地
毯，方便他們祈禱之用。

標示聖城提供清真餐
洪水橋社區隔離設施主管吳智康表示，

隔離設施設有100間齋戒房，房間天花有
方位指示，方便教徒祈禱，並有伊斯蘭資
源中心，為教徒齋戒提供所需物資，包括
不同版本的可蘭經、祈禱用的地席和各款
小食。
下月3日開始是為期一個月的齋戒月，

吳智康說，屆時會有特別送餐安排，獲認
證的膳食供應商會提供清真餐，並配合禁
食的時間派餐。
中心亦聘請15名少數族裔合約員工，

包括伊斯蘭教徒，為隔離人士送餐和物
資，以及接聽熱線電話。其中一名少數族
裔員工沙森，有豐富的前線工作經驗，他
曾協助翻譯工作及上門派送抗疫物資。
他表示獲安排在隔離設施工作，能夠幫

助同鄉，為此感到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宗教場所有
望最快下月21日重開，下月更是回教的齋
戒月，九龍清真寺近日忙於為寺重開作準
備，包括實施分流及人潮管制，限制每個
時段寺內人數，讓教徒安心在寺內禮拜。
九龍清真寺秘書艾歷斯昨日表示，教徒
守齋期一定要到清真寺參拜，「以前正常
時最多可以三四千人參拜，疫情後便一直
縮減，現在最多四五百人。周五最多人，
疫情關係分開了兩個時間進行。」為讓信
徒保持社交距離，寺內的地面貼上紅色和
黃色膠紙，禁止教徒在紅色膠紙前面站
立。
為了令信徒更安心，信徒禮拜前清潔

臉、手腳的沐浴室，有部分用紅色膠帶封
着，梅花間竹般隔開信徒；寺方聘請人員
為清真寺大消毒，希望齋戒月信徒能夠順
利禮拜。另外，清真寺下月9日會開放予
公眾接種新冠疫苗。

昨日疫情

爆疫院舍
◆過去24小時沒有新增安老或殘疾院舍爆疫
◆昨日呈報死亡個案中，有59宗來自院舍
◆過去兩周有32間安老院舍及15間殘疾院舍出現個案或爆發

醫管局概況
◆過去24小時有20多名病人入院篩查呈陽性，20多位同病房
病人列為密切接觸者
◆迄今20,961名醫管局員工確診，17,974人已康復並
回到工作崗位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呈報核酸確診：3,164宗
•新呈報快測陽性：4,432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31,157宗
•新呈報死亡：151人，
包括20宗滯後呈報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7,358人，
呈報個案病死率為0.65%

新增總
確診個案：

7,596宗
（2宗輸入
個案）

隔離設施設齋戒房方便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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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目前確診者的整體死亡率為
0.65%，數據充分顯示接種疫苗明顯有效降低死亡率，其中

「一針不打」的死亡率為3.05%，接種一劑、兩劑及「打齊三
針」的死亡率分別降至0.87%、0.13%及0.03%。
根據特區政府的資料顯示，目前香港一劑新冠疫苗的接種率已
近92%，當中70至79歲的接種率為81.7%，80歲或以上最低，只
得約57.6%，3至11歲接種率約60.2%。
「疫苗通行證」陸續在指定處所實施，社署資助或津助的福利
服務單位也將於下月1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員工如未持醫生
證明書，須已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才可值勤或提供服務。香港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於本月初向280名社福機構員工發問
卷調查，當中近半數已服務至少兩年。
結果顯示，竟有多達37.9%仍未接種疫苗，不少人表明不會在
一個月內接種；52.5%受訪者指機構要求未符接種規定的員工須自
行離職，45.4%則指無相關要求，即可能獲內部調職安排至非資助
崗位工作。

社工「妖魔化」「疫苗通」 社總護短
打針不僅能保護接種者，不少研究也顯示已打針的人士，即使
染疫病毒量也偏低，有助保護身邊人不受病毒威脅。但從上述調
查可見，社福機構員工的接種率偏低，部分社工更「妖魔化」旨
為保護服務使用者的「疫苗通行證」。一名社署資助機構的社工
稱，所屬機構月初向員工發回條查詢打針情况，他未打針亦無回
覆，機構指如4月1日未接種亦未回覆，將與他解約。該社工竟倒

果為因，稱該政策是「勒索」，並稱打針屬「個人選擇」，厚顏
地指疫下接觸服務對象的機會減少，傳播風險較微，不會「妥
協」云云。
社總非但沒有糾正這觀念，反而要求社署容許未打針的員工選

擇以定期快測或核酸檢測代替，有護短之嫌，也置服務使用者的
健康於不顧。

鄧家彪斥拒打針無專業道德
鄧家彪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一些職責上需要保

護弱勢社群的機構員工及社工領取政府資助，竟不願接種疫苗去
保護弱勢，「社福機構員工更有責任帶頭向社會發放公共利益訊
息，但他們的做法毫無專業道德。」
對於有同工稱疫下少機會接觸服務對象，傳播風險較微，

鄧家彪直言：「疫下不是齊心抗疫，而是『安心居家、逍遙
疫外』？這種心態極其可恥。這亦印證了部分人只講自由不
講責任，他們還有社會責任感、還會履行公共服務的角色
嗎？」他促請特區政府必須好好監管受資助機構的接種疫苗
情況。
新家園協會服務總監、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

亦指出，第五波疫情肆虐下，根本難以斷言接觸服務使用者時未
受感染，有機會造成風險，「作為同工，不接種疫苗是不符合專
業要求。」他強調，政府一直都宣傳接種疫苗的好處，因此「疫
苗通行證」的出發點根本毫無爭議，「我不明白，志願是服務社
會的同工為何竟不願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社署發
言人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隨着政府宣布落實擴展「疫苗通行
證」計劃，並於上月16日在政府大樓和
辦公處所推行「疫苗通行證」，所有安
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已由上月24日起推
行「疫苗通行證」，院舍員工均必須接
種疫苗，才可繼續在院舍工作，以保護
院友、員工本人、同事，以至社會整
體。政府認為基於相同原因，也有必要
在所有受資助或津助的福利服務單位推
行「疫苗通行證」。
就此，社署已於2月18日致函各非政府
機構，闡述在受資助及津助福利單位推行
「疫苗通行證」的安排。「疫苗通行證」
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已於本月14日
起生效，主要涵蓋長者、兒童及殘疾人士
的中心及家居為本照顧服務；第二階段則
由下月1日起，適用於所有其他資助或津
助福利服務單位。

社署表示，由上述的指定日期起，除
持有效醫生證明書外，所有由受資助或
津助的機構/福利服務單位僱用並於服務
單位處所或服務使用者的家居/其他地方
值勤，必須已最少接種第一劑新冠疫
苗，相關外聘服務合約提供服務者同樣
適用。在現行制度下，提供政府資助或
津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的人力資源政策
及管理事宜，由相關機構自行處理。
勞工處表示，根據《僱傭條例》，僱

主或僱員在終止僱傭合約時，須給予對
方適當的通知期或代通知金。在一般情
況下，僱主解僱員工時，須根據《條
例》的規定及有關僱傭合約的條款向僱
員支付解僱補償。《條例》並沒有界定
何謂「自願離職」。
勞工處呼籲僱主和僱員應保持良好溝

通，如僱主要求僱員「自願離職」，僱
傭雙方應釐清彼此的責任及補償安排，
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及爭議。

社署：「疫苗通」適用資助津助福利服務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第五波疫情迄今已有7,358名確診
者不幸離世，大部分是沒接種疫苗的長者。特區政府和醫學專家
一直竭力呼籲長者接種疫苗，降低重症率、死亡率之餘，也能保
護公眾安全，惟迄今仍有逾20萬名70歲以上長者沒接種疫苗，
當中部分人是無自主能力的長者，因為家人反對而遲遲未能打
針，為疫情爆發埋下隱患。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建
議，引用緊急法立法，容許醫生基於「病人利益」為長者接種疫
苗。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則建議，未授權醫生為長者打
針前，可先效法新加坡，推行「沒接種者自付治療費」等措施，
規定未打針者若確診，醫療費自付，吸引市民自願接種。

何栢良：有關做法非新鮮事
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現時香港仍有大批適合接種新
冠疫苗的長者未打針，政府必須繼續推動疫苗接種，並加強醫管
局急症室的支援，以及改善新冠口服藥的分派。有議員倡議在獲
得醫生批准下，強制長者接種疫苗，何栢良建議，對於無合理原
因反對長者接種的家屬，政府可參考類似的法律框架，運用緊急
法立法，容許醫生基於病人利益，為長者接種疫苗。
他表示，有關做法並非新鮮事，「醫生在病人有生命危險下，會考

慮對病人的最佳利益而強制進行手術，今次（接種疫苗）只是預防醫
療措施。目前也有相關法例強制精神病患者入院接受觀察及治療。」

葛珮帆：保護長者個人安全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贊成通過緊急法強制合適的長者必須接種
疫苗。她指出，個人人權和自由，須符合不影響他人生命安
全，不危及公眾衞生的條件，長者低接種率已令香港在第五波
疫情中付上慘重代價。現在第五波疫情仍然嚴重，數十萬長者
仍然沒接種，為公眾衞生安全帶來很高風險。
她建議為保護長者個人安全，以及保障公共衞生，應該透過

緊急法規定，只要醫學上證明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都必
須接種，補足防疫短板。

陳志育：自行承擔醫療責任
陳志育則認為，在未實施強硬手段前，仍有其他選項提高接種

率，例如參考外國經驗，規定拒接種者一旦確診，必須自行承擔
醫療責任，從而促使長者、或者無自主能力長者的家人同意接
種。他建議可以參考新加坡，「拒絕接種，總要承擔相應責任，
不能又不同意接種，又不承擔後果。」
另外，拒絕接種的人士，政府將取消資助其服務，例如取消安

老院舍資助宿位，「既然堅持不同意接種，那就把老人家接回家
自己照顧，避免傳染其他老人家，也很公平。」
他還提出其他可行方法，例如擴大「疫苗通行證」，目前新院

友入住安老院舍都必須先接種疫苗，今後可以規定所有入住院友
都必須接種，對其他院友也是合理保障。不過，他表示經過第五
波疫情慘重教訓後，大部分院友及家人已經改變看法，同意接
種。相信最終只有約5%院友或他們家人仍然堅持不接種疫苗。

專家倡引用緊急法強制長者接種

◆九龍清真寺近日忙於為寺重開
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訪同日開始投入服務的加路連山道
短期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向參與該中心設計、興建到營運等不同階段的機構和
工作人員表示謝意。她重申，政府已在3月21日為疫苗接種率訂下最新目標，
會繼續多管齊下，爭取將四大群組，即12歲或以上市民第二劑、3至11歲
兒童首劑、院舍長者首劑，以及70歲或以上長者首劑的接種率，在4月
底前均推高至九成。她再次呼籲尚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一
長一幼」，立即安排接種；已接種疫苗的市民亦應適時接種第二
劑或第三劑疫苗，為香港築起更堅實的保護屏障。

特 首 呼 籲 一 長 一 幼 盡 快 打 針

◆常有機會接觸「一長一幼」高危群組的社福機構員工當中，竟有近38%「一針未打」，
有機會造成風險。圖為政府昨日對粉嶺牽情間第六座圍封檢疫，並呼籲所有未打針市民盡
快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