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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護理安老院院友疑染變種毒
屯門海港酒家累計37人染疫 本地新增5宗疑BA.4或BA.5個案

香港疫情持續反

彈，昨日新增確診

1,860宗，不但連續

十日破千宗，更是4

月11日以來單日最多，扣除當中139宗輸入病例外，本地感染

個案有1,721宗。變異病毒繼續在社區擴散，包括新增21宗疑

感染Omicron BA.2.12.1變異病毒的個案，其中屯門富泰護理

安老院一名院友疑感染該變種病毒，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則

新增7名食客及3名緊密接觸者染疫，累計有37人感染該病

毒。此外，本地再新增5宗懷疑BA.4或BA.5的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文匯報昨日頭
版報道不少市民申領「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的1萬
元津貼失敗，質疑審批的標準，又投訴政府的熱線
電話長期打不通或無人跟進。特區政府昨日表示，
部分申請最初被拒是由於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或
未能在指定時間內補交資料。政府已行使酌情權，
容許申請人在限期後補交資料，並會在接獲申請人

的覆檢要求後，安排專人以電話主動聯絡對方，以
便從對話中直接取得所需補充資料，盡快完成覆
檢，讓有需要及合資格的申請人能獲發資助。

審批貫徹寬鬆處理原則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在審批時貫徹寬鬆處

理的原則，就合適個案行使酌情權，例如只差一兩
天便符合30天失業或停工要求，又或失業期內從事
散工的情況，只要申請人符合其他申請條件，均獲
發資助，同時會以寬鬆的方法計算申請人在去年第
四季的收入，務求盡量協助申請人滿足收入門檻。
為處理覆檢的查詢及主動聯絡提出覆檢的申請

人，計劃代理人自5月20日起已大幅增加服務熱線
的人手。目前熱線服務運作暢順，全部來電都有專
人在3分鐘內接聽。
政府發言人指出，較早前亦已邀請曾經轉介覆檢個案
予政府的工會和團體，本周內將餘下的覆檢申請交予有
關部門，明白可能還有申請人希望覆檢但未能及時提
出，呼籲他們下月8日或之前聯絡「臨時失業支援」熱
線183 6128提出覆檢要求，熱線運作時間為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6時。
截至本月23日，計及2萬個經覆檢後獲批的個案，

「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已批出約34萬宗申請。發言人
表示，獲批宗數遠超原來預算的30萬宗，主要是計劃
門檻不高，能真正惠及因第五波疫情而失業的人士。

昨日疫情

群組情況
◆粉嶺東華三院方王換娣安老院新增2名員工確診，累計3名員工和6名院友
染疫

◆薄扶林耆康會何善衡夫人敬老院2名院友及1名員工確診
◆元朗松齡雅苑2名院友確診
◆163間學校呈報164名學生及35名教職員陽性，其中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4C
班3名學生先後確診

新變異病毒
◆屯門富泰護理安老院累計8名院友及4名員工感染，其中一人證實感染
BA.2.12.1變異病毒
◆屯門海港酒家群組增7名食客及3名緊密接觸者確診，累計33名食客及4
名緊密接觸者染疫，疑染BA.2.12.1
◆新增6宗無源頭及4宗有關聯的BA.2.12.1個案，分別居於屯門、筲
箕灣、香港仔、天水圍及鰂魚涌
◆新增5宗疑染BA.4或BA.5個案，患者包括1名接送機場抵

港人員到檢疫酒店的冠忠巴士司機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核酸檢測陽性：610宗
•本地經核實快測陽性：1,111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0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85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860宗（包括
139宗輸入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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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失業支援 容許限期後補交資料
◆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已暫停營業。 中通社

◆◆屯門富泰護理安老院疑有院友感屯門富泰護理安老院疑有院友感
染變種毒染變種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

出，前日公布出現BA.2.12.1大型
群組的海港酒家，昨日再多7名食
客及3位緊密接觸者確診，累計33
名食客及4名緊密接觸者染疫，包
括20男13女的確診食客介乎6歲
至69歲。他們先後於本月19日至
22日出現病徵。

酒樓19環境樣本均為陰性
中心透過「疫苗通行證」發現當
晚約270多位食客，正陸續進行強
制檢測，而中心前日在酒樓採集的
19個環境樣本檢測均為陰性。機電
工程署昨日上午到酒家視察通風情
況，暫未有調查結果。張竹君說：
「暫時沒有確診者座位分布圖，初
步了解他們坐在中間及餐廳較內部
位置。」
屯門富泰護理安老院亦疑遭
BA.2.12.1病毒入侵。該院舍已有
12人染疫，包括8名院友和4名員
工，早前一宗個案基因分析疑為
BA.2.12.1病毒，暫未知其他個案
是否亦感染此病毒株，有待進一步
基因分析。該院有40多名院友和
10多名員工，其餘人士暫檢測呈陰
性，已全部送檢疫中心隔離檢疫。
本港再新增6宗無源頭及4宗有

關聯的BA.2.12.1個案，患者分別為
居於屯門悅湖山莊10座一家四口；
筲箕灣海豐中心一家三口染疫，妻
子早前確診；而香港仔石排灣碧銀
樓、天水圍天喜街天麗苑、鰂魚涌
康怡花園P座則各有1人感染。

檢疫巴士司機疑被旅客感染
昨日又新增5宗疑感染BA.4或
BA.5的個案，均疑與輸入病例相
關，其中一名負責接送旅客來往機

場及檢疫酒店的49歲冠忠巴士司
機染疫，有可能被旅客感染。患者
居於元朗新圍村，有定期檢測，本
月21日呈陽性，上班期間有穿全
套保護衣物，主要購買外賣並於空
曠地方用膳，部分時間則到快餐店
如大家樂等食肆。
另一名疑感染BA.4或BA.5的86

歲婦人，其同住者本月10日由印
尼返港，第九天檢測呈陽性，兩人
未有離家。該老婦早前已送至檢疫
中心，隨後安排入院，暫時情況穩
定。另有一家三口感染，其同住者
由馬來西亞返港，本月20日即第
九天檢測呈陽性，三人隨後全告確
診。
在其他群組方面，有三間安老院

爆疫，其中粉嶺東華三院方王換娣
安老院本月18日一樓出現首宗個
案，其後陸續有人確診，昨日地下
一層再有2名員工染疫，累計9人確
診，全部已送檢疫中心隔離，或再
有個案陸續浮現；薄扶林耆康會何
善衡夫人敬老院2樓有2名院友及1
名工作人員確診，其他人須檢疫；
而元朗松齡雅苑有2名院友確診，
該層樓人士須檢疫，而這三間安老
院暫未發現感染BA.2.12.1個案。
在學校方面，昨日接獲199宗呈
報，96宗是昨日檢測陽性，103宗
是之前個案，涉及163間學校，包
括164名學生及35名職員，而過去
7日有83間學校有2宗或以上個
案。當中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4C班有3宗個案，全班有29人，
須停止面授課堂一周。早前已停課
的荃灣聖芳濟中學籃球隊多1宗個
案，累計有12宗病例；而52名正
停課接受檢疫的聖士提反書院宿舍
學生多1人確診，累計該宿舍同層
已有10人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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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確診個案攀升，昨日有超
過 1,800 宗確診個案。近來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再度入侵校園和院舍，特
區政府和社會特別需要注重對「一老
一小」的高危群體保護，提升疫苗接
種率，做好防疫措施，遏止疫情持續
反彈。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接獲4間院舍新
冠病毒呈報個案，其中有確診院友懷
疑感染 BA.2.12.1 變種病毒株。在數
天前，筲箕灣有小學學生確診，涉嫌
帶有 BA.2.12.1 病毒，而 BA.4、BA.5
的個案近日也趨升。雖然近日本地已
接種至少一針的人口已有92.6%，但
長者和兒童接種率長期落後於其他年
齡層，其中 80 歲長者接種一針比率
仍然不足七成，3歲至11歲兒童接種
率也只有75%。在經歷第五波疫情之
後，社會應明白到接種疫苗對預防重
症的重要性，盡早在冬天之前盡力提
高接種率，尤其是院舍長者接種率，
是當前的防疫要務。

現時病毒的傳播率仍然高企，除了
校園和院舍，社區已出現多個群組爆
發，包括食肆和酒吧。在特區政府早
前實行兩輪放寬防疫措施之後，每日
確診個案上升。幾天前踏入夏至，氣
溫直逼攝氏 33 度，按以往經驗，這
些天氣本來是新冠病毒較不活躍的時
候，但疫情不跌反升，令人憂慮進入
秋冬季節後疫情再度高企，故此若按

照現時個案的升勢，大家不可低估疫
情潛在擴散風險。政府早前調整部分
高風險場所的防疫措施，例如要求酒
吧顧客出示當日快速測試結果，但如
今食肆、校園等場所相繼出現群組，
是否要再進一步調整防疫政策，值得
認真研究。雖則受疫情影響，百業艱
困，但當疫情出現擴散風險，社會應
當以應付疫情作為優先目標。

有人會質疑，最近疫情感染個案大
都是輕症，無須過度恐慌，但疫情對
病人造成的傷害，並未如部分人那樣
輕微。香港大學團隊研究發現，11歲
或以下兒童感染 Omicron BA.2 變異
病毒株後，死亡和重症比例均較流感
為高。病死率是流感及副流感的 2.7
及4.7倍，入住兒童深切治療部比例
則為2.1倍及1.2倍。醫學專家進一步
指出，Omicron BA.2 會在兒童身上
引起更多針對神經系統的併發症，包
括抽筋、癲癇甚至急性壞死性腦炎，
不但影響呼吸道，更會攻擊神經中樞
系統。可見，染上新冠病毒絕對比流
感危險得多。

第五波疫情造成的嚴峻局面，不能
再重演。當時，疫毒對長者造成重症
和死亡增多，大家趕着接種疫苗，各
類處所紛紛關閉，但已經太遲。本港
疫情連續多日在千多宗橫行，「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要進一步做好，遏
止疫情升勢。

遏止疫情反彈 保護高危群體
佐敦渡船角文苑樓外牆出現裂痕和輕微下墜，有

驗樓師擔心有倒塌風險。本港舊樓林立，過去曾發
生過舊樓倒塌導致死傷的慘劇，教訓深刻。特區政
府要高度重視此次舊樓出現的安全問題，派出專家
徹底檢視涉事舊樓的結構安全，若有問題要及時轉
移居民，避免釀成悲劇。同時，面對市區樓宇老
化，政府應積極簡化收樓重建程序，加快舊區重建
速度，根本消除安全隱患，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出現裂痕的文苑樓是文華新村「八文樓」之一，
已建成60年，更懷疑是鹹水樓，鋼筋容易被腐蝕老
化。文苑樓早在2009年開始出現裂痕，現在又有單
位出現新裂痕，且樓宇出現輕微下墜。有驗樓師、
結構工程師視察之後，有人認為不至於有即時風
險，但亦有人認為有可能引發骨牌式倒塌。

有關的單位老舊且日久失修，部分單位鋼筋已外
露鏽蝕，屋宇署在個別單位張貼了告示要求修葺，
但由於未能聯絡業主而並無執行。屋宇署雖然昨日
已安排承辦商加裝臨時支撐，但不能完全消除風
險。樓宇安危關係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既然已
響起安全警號，政府就必須重視問題，包括組織專
家全面檢視樓宇結構安全，以策萬全。

舊樓倒塌過往亦曾發生，最嚴重的是 2010 年 1
月，馬頭圍道一幢高5層、樓齡逾50年的舊樓突然
垂直塌下，短短10秒內變成一堆瓦礫，造成4人死
亡，2人受傷。至於舊樓簷篷倒塌、石屎剝落等小規
模事故更多不勝數，偶爾會造成人員傷亡。因此，
政府應該加強巡查全港舊樓，防止意外發生，不能
被動等待以致再釀悲劇。

本港市區大部分樓宇建於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
代，現在正急速老化。根據政府去年披露的數字，
樓齡達5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在過去10年由3,900

幢急增至 8,600 幢，加上有約 4,900 幢更是「三無大
廈」。這些樓宇居住環境複雜，單位內被多次改動
結構，外牆又多亂搭亂建，恍如城市的「定時炸
彈」，一旦遇上一場大雨、颱風，很可能抵受不住
風雨衝擊而倒塌。

加快市區重建是解決舊樓問題的根本辦法。本港
市區重建速度緩慢，原因一方面與舊樓強拍門檻高
有關。現時強拍門檻是八成，現屆政府在去年施政
報告提出研究降低強拍門檻，以加快舊樓重建。香
港測量師學會日前就建議將「三無大廈」或60年樓
齡以上大廈的強拍門檻降低至66%。具體降至多少，
有待政府研究。有意見認為，針對不同樓齡的樓
宇，強拍門檻應設不同標準，以便靈活應對。對樓
齡太高或者明顯失修的舊樓，適當降低強拍門檻，
對業主、市民的人身安全、財產都較為有保障。

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舊區重建規劃、落實程序緩慢。
過往市區重建多由市建局或發展商慢慢集合舊樓的業
權，多屬單幢樓或兩三幢舊樓。去年市建局提出「油
旺地區規劃研究」，計劃在油麻地和旺角一帶，劃分
為5個不同主題的「市區更新潛力地區」，以創新方
式加快市區重建。例如可以試行轉移地積比、街道整
合等規劃手段，從而大刀闊斧、成片地更新舊區。當
時更提出這些創新方式可以適用於私人主導的重建項
目，也可以在其他地區推廣。

新一屆特區政府明確提出要精簡建屋程序，以改
善市民居住環境。此次佐敦舊樓出現問題，反映加
快舊區重建刻不容緩，這不僅關係到發展經濟和改
善市民居住環境，更關係到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希望新一屆政府上任後全面檢視加快重建的方
略，給社會展示清晰重建藍圖，加快完善舊區重建
的模式，盡快讓市民看到實效。

清除舊樓安全隱患 加快市區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檢疫酒店一房
難求，出現有人炒賣房間
情況，特區政府昨晚公布
實施三招防止炒賣指定檢
疫酒店房間，包括酒店須
要求與其合作的旅遊代
理，不得在未有客人預訂
情況下預留房間，旅遊代
理訂房時亦須即時向酒店
提供客人相關資料和繳付
全數房間費用。
同時，酒店須確保任

何人士預訂酒店房間均採
用「實名制」及繳付全數費用，
和要求旅遊代理在發給客人的
收據上列明各分項費用，確保
旅遊代理收取客人房間費用與
政府網站列明的費用一致。
政府同時公布新3間檢疫酒

店，包括荃灣的汀蘭居、灣仔
問月酒店和油尖旺區香港太子
酒店，由今日起陸續開始接受
預訂，共額外提供約900間房
間。

◆香港文匯報昨日頭版報道有市民申領「臨時失業支
援計劃」的1萬元津貼失敗。 香港文匯報版面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