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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敖敏

輝、郭若溪、文森 北京、廣州、深

圳、香港 連線報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

制昨日公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下稱第九版方案），

將入境人員隔離管控時間從「14天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7天居家健康監測」

調整為「7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天

居家健康監測」，隔離期縮短超過

一半，利好消息受到往返粵港旅客

的熱烈歡迎。有港人入境珠海後

被立即以新規安排，亦有已在他

城隔離中的港人被告知需等待

相關通知。中國疾控中心研究

員王麗萍表示，相關調整並不

意味着防控措施「寬鬆」，

是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精準防

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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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內地隔離期減為「7+3」
隔離成本降低 北上港人大讚

內地入境防疫政策
調整一覽表

隔離

核酸檢測時間

核酸檢測方式

解除集中隔離前
安排

調整前

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7天
居家健康監測

集中隔離第1、4、7、14天
核酸檢測

採集鼻咽拭子

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前，同時採
集 2份鼻咽拭子樣本，分別使用
不同核酸檢測試劑檢測，2次檢測
原則上由不同檢測機構開展

調整後

7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天
居家健康監測

集中隔離第1、2、3、5、7天
和居家監測第3天核酸檢測

採集口咽拭子

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前不
再進行雙採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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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回內地
還是很難，走深圳
灣口岸、從港珠澳
大橋乘金巴，或是
從香港機場飛回內
地，不管哪種方法
都離不開『搶』。」

港人張先生總結出一個「搶」字，道盡心
中無奈。

在香港工作的小青因為疫情已兩年半多
沒有回鄉探親。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說：「集中隔離將減至7日，居家健
康監測亦減至3天，讓我看到了回家探親
的希望。」但她擔心，若政策落實的細節
安排不妥，她可能很難受惠。

小青解釋，早前已有不少海外人士經香
港回內地，因深圳有預訂到隔離酒店才能
入境的要求，「黃牛黨」把每個預訂的名
額炒高至逾2,000港元，故若內地與海外
的直航航班沒有增加，新政策下勢必有更

多人希望經香港回內地，因此建議增加健
康驛站預約名額，增加隔離酒店，讓好政
策收到好效果，讓在外打拚的內地人能快
點回家。

她建議特區政府繼續爭取與內地恢復正
常通關的方案，並特別要照顧到長期在港
工作、學習和生活，且有需要回內地探親
的群體，包括考慮將他們與臨時經港回內
地的人士的健康驛站名額分開安排，以發
揮香港「中轉站」功能的同時，照顧到長
期在香港生活的有需要人群。

盼內地增加檢疫酒店房間數
有意返內地的教師張小姐亦十分歡迎新

措施，但擔心競爭過於激烈而訂購不到酒
店房間。她本月初經健康驛站房間線上預
約系統，嘗試為家人訂房。儘管自己準時
在電腦前守候，但一開售就額滿，連續一
周如是，故希望內地增加檢疫酒店房間數
目，也希望藉此降低酒店的價格。

經常奔走於香港及深圳的太平洋未來
科技行政總裁李建億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日前已預訂深圳酒店，
原計劃於下周由香港返深圳時接受「14+
7」的隔離，在得悉新政策後即調整行
程。在深圳及香港皆設有辦事處的李建
億，在疫情前不時穿梭兩地處理研發業
務，惟疫情後往返兩地極不容易，儘管
可以網上遠端工作，但他直言「有些事
仍須面對面處理」，故過去兩年多以深
圳為基地，將研發重心改在深圳辦事處
進行，香港辦事處只處理一般行政工
作，而他亦在內地持續逗留兩年，直至
上月中才經「回港易」返港。不過他提
到，目前香港寄往內地的文件，需要在
海關放置7日作「靜止期」，再加上2天
派送，文件共滯後9天，希望內地日後能
縮短跨境文件派送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敖敏輝
香港、深圳 連線報道

隔離酒店數量有限
肥了「黃牛」苦了「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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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工作的Lindsey28日一早搭乘金巴前往珠
海。就在大巴行駛在港珠澳大橋上時，朋友

突然發來「7+3」新政的消息，令她內心狂喜。她環
顧四周，發現同車乘客也有人收到相關新聞推送，她
的內心隨即開始忐忑起來，不知抵達珠海後迎接她的
究竟是新規還是舊政。

抵珠前新規頒布 隔離期縮短11天
下午兩點左右，距新政公布不足半小時，Lindsey一家
抵達珠海市國際健康驛站，迫不及待地向工作人員諮詢新
政是否已經開始執行。工作人員經過確認給了她肯定的答
覆。這意味着全車40多人，都將成為隔離新政的受益
者。「因為還沒有決定後面的3天是否選擇繼續在酒店完
成隔離，我預交了10天的隔離費。」 Lindsey說，她預
繳的隔離費共4,200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隔離
房費為每天380元，午餐餐費每天38元，「隔離
結束後多退少補」。
Lindsey說，她事後諮詢市政熱線得知，當
地正在制定相關政策具體落地措施。「疫情
導致我與內地的家人見面機會驟減，距離上
一次與父母相聚已過去一年半。有了這次
新政，未來回內地探親就比較方便了。」
Lindsey告訴記者。

有人三年未回鄉 有人苦隔離日長
「三年來第一次覺得返鄉沒有那麼難

了，久久未見通關的我們終於看到了一絲
曙光。」入境檢疫措施放寬的消息剛剛推
送，港人張先生的幾個跨境互助微信群就有
近百條熱議消息。張先生第一時間向親朋們轉

發喜訊，他激動地告訴記者，這回不論搶票有多難，也要
擠出時間盡快回家，帶着父母去做身體檢查。張先生的父
母妻兒都在惠州生活，他已3年多沒有回鄉探望，起初是
工作繁忙，無法進行長時間隔離，再後來隔離酒店搶票
難，隔離成本節節上漲，若找「黃牛」搶票，回家一趟動
輒數萬港幣。如今新措施下，隔離時間減少了11日，隔
離成本也同比大幅降低。
新政策發布時，港人汪女士夫婦在深圳南山區的隔離期

剛好滿7天。她致電深圳12345政府服務熱線，被告知衞
健委等部門正在商討具體落地方案，稍後便會公布。和丈
夫在港從事金融投資工作的汪女士，跨境業務較多。近兩
年她往返深圳已3次，愛人劉先生更達5次。「我們倆已
經隔離了8次，耗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加上在福田疫情
中居家隔離，今年有2個多月的時間處於隔離狀態。」
汪女士說。

多地回應稱尚待制定細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廣州、深圳及四川成都有關部門詢問

有關新政落地情況，均被告知尚待細則制定與公布。
新冠疫情發生後，內地將「外防輸入」作為主要防
疫工作，對入境人員執行「14+7」隔離管控措施。今
年4月，大連、廣州、廈門等城市被作為試點城市，
將隔離時間縮短為「10+7」。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
長雷正龍表示，試點研究取得了大量科學依據，同時
結合上海、吉林等地大規模處理疫情的經驗教訓，參
照世衞組織發布的指引，對防控方案進行修訂。中國
疾控中心研究員王麗萍表示，「相關調整並不意味着
防控措施『寬鬆』，而是根據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流行
特點對防控措施的進一步優化，不會增加疫情傳播的
風險，是精準防控的體現」。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內地多地迎戰奧
密克戎疫情中，不少居民曾長期參
加全員核酸檢測，「三輪之後又三
輪」，甚至有人連續做過幾十輪全員核
檢。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昨日公布《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下稱
第九版方案）對全員核酸檢測加以明確，對於省
會和千萬級人口城市疫情發生後，經流調研判，傳播
鏈不清、風險場所和風險人員多、風險人員流動性大，疫情
存在擴散風險時，疫情所在區每日開展一次全員核檢，連續
3次檢測無社會面感染者後，間隔3天再開展一次全員核
檢，無社會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員檢測。
方案指出，疫情發生後，在流行病學調查基礎上，綜合疫
情發生地區人口規模大小、感染來源是否明確、是否存在社
區傳播風險及傳播鏈是否清晰等因素進行研判，根據風險大
小，按照分級分類原則，確定區域核酸檢測的範圍和頻次。
方案對千萬級人口城市、一般城市和農村的全員核檢規定，
都是連續3日檢測，間隔3日再測，無社會面感染者即可停
止。不過不同地區的全員核酸範圍不盡相同，千萬級人口城
市是疫情所在的區，一般城市是疫情所在的城區，農村則是
疫情涉及的自然村、涉及鄉鎮政府所在地及所在縣城。

抗原檢測納疫情監控補充手段
第九版方案還在重點機構和場所人員監測方面要求，學校
和託幼機構、養老機構、兒童福利領域服務機構、精神專科
醫院、培訓機構等重點機構人員，監管場所、生產車間、
建築工地等人員密集場所，常態化下應做好相關人員症狀監
測。轄區內出現1例及以上本土疫情後，應及時組織完成一
次全員核酸檢測，後續可根據檢測結果及疫情擴散風險按照
每天至少20%的抽樣比例或轄區檢測要求開展核酸檢測。
第九版方案還進一步完善疫情監測要求。方案加密風險職
業人群核酸檢測頻次，將與入境人員、物品、環境直接接觸
的人員核酸檢測調整為每天1次，對人員密集、接觸人員頻
繁、流動性強的從業人員核酸檢測調整為每周2次。此外，
還增加抗原檢測作為疫情監測的補充手段，基層醫療衞生機
構對可疑患者、疫情處置時對中高風險區人員等可增加抗原
檢測。

◀入境隔離新政策公布後，
汪女士夫婦備受鼓舞，有望
很快解除隔離。圖為汪女士
愛人劉先生欣喜地望着酒店
窗外。 受訪者供圖

▼珠海一間隔離酒店 28 日向
Lindsey發出的收款單，由於後3
日都可以選擇在酒店隔離，Lind-
sey預交了10日隔離費用。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