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舍及學校疫情
◆2間安老院舍及4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11宗院友及1宗員工確診個
案，44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442間學校呈報752宗確診個案，共涉及632名學生和120名教職員，10間
學校共11個班別須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懷疑BA.4或BA.5確診個案佔91.3%，BA.2.12.1個案佔0.1%
◆新增2宗XBB及1宗BQ.1.1亞系輸入個案，以及新增2宗XBB、1宗XBD
及1宗BQ.1.1亞系本地個案

醫管局概況
◆現有1,959名確診者留醫，當中208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10人危殆，合共34人危殆，當中12人於
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4人嚴重，合共

37人嚴重

•本地感染：3,981宗•新呈報死亡個案：13人
•輸入個案：437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0,197宗

昨日疫情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41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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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長多花甲 津貼雞碎少人做
連日常開支都「唔夠畀」全港300童苦候配對家庭

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童樂居」去

年底爆出員工虐兒醜聞，保良局嬰兒

組留宿幼兒中心今年9月又爆職員虐兒事

件，引起全港關注。社署兒童住宿照顧及

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早前建議特區政府加

強招募寄養家長，但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

發現，特區政府向寄養家長提供6,000多元

生活津貼，不足以應付兒童日常開支。另

外，超過四成寄養家長年過60歲，兩成受

訪寄養家長因健康等考慮擬於3年內退出服

務，使全港目前有逾300名兒童苦等寄養家

庭無期，平均十名兒童只有一人成功配對

寄養家庭。關注機構建議提升津貼額及完

善支援配套等，以吸引更多寄養家庭為有

需要的兒童提供家的溫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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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長年齡分布

◆少於40歲：1.1%

◆40歲至44歲：8.8%

◆45歲至49歲：8.8%

◆50歲至54歲：13.2%

◆55歲至59歲：27.5%

◆60歲至64歲：24.2%

◆65歲至69歲：12.1%

◆大於70歲：4.4%

今年61歲的黃太成為寄養家長已經15年，多年來
共照顧四名女童，曾連續照顧一名14歲女童共

11年，目前照顧的兩名兒童，其中一人已跟隨她6
年。黃太表示，照顧兒童有不少挑戰和犧牲，例如無
法與朋友出境旅行，日常要為寄養兒童輔導功課等，
但一直堅持這使命，從未想過放棄，然而隨着年紀漸
大，身體狀況轉差，她感覺到自己開始力不從心，恐
怕要退下來。加上她身處內地、因疫情分隔兩年多的
丈夫也勸她返內地相伴，但黃太認為現時不是放手的
時間，因為家中正照顧的兩位兒童處於叛逆期，需要
成人的陪伴及指點。

逾四成寄養家長起碼60歲

2022/23年度，寄養家長照顧每名兒童可獲發每月
6,530元生活津貼及4,898元獎勵金。黃太只有小學教
育程度，輔導兒童功課有困難，因此為寄養「女兒」
報讀補習班，而英文補習班一個月索價1,800元，再
加上生活開支，政府提供的6,530元生活津貼不夠
用，連獎勵金也要動用。她建議特區政府增加寄養津
貼，減輕家長的壓力，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家庭加入
服務，為社會作貢獻。
除了黃太，亦有不少寄養家長面臨着支援及津貼不

足、老齡化等問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今年4月至
6月訪問118位寄養家長，結果顯示近兩成寄養家庭
擬於3年內退出服務，主要因健康及有其他人生計劃
等，逾四成寄養家長年齡已達60歲或以上，50歲以
下只有不足兩成。有兩成半寄養家長表示，政府提供
的生活津貼不足以應付寄養兒童的生活開支，有六成
半人指生活津貼不足以應付兒童的多元興趣發展、補

習及治療訓練。

十童僅一「幸運兒」成功配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寄養服務總主任江嘉慧表

示，現時寄養家庭嚴重不足，截止至今年3月 31
日，共314名兒童正在苦候寄養家庭，但每月只有
29個家庭可供配對，即每10個申請寄養服務的兒
童，只有1個成功獲配對，未獲寄養的兒童被迫留
在有潛在照顧危機的原生家庭，影響其安全及身
心發展。
服務處建議，特區政府可制訂清晰透明、與通脹掛

鈎的檢討及調整寄養服務津貼機制，同時提升寄養家
長的獎勵金，並建議寄養家長的每小時獎勵金起碼要
與社區保姆（約每小時25元）看齊，以及設立「寄
養服務支援中心」，提供寄養兒童暫託及支援服務，
減輕家長照顧兒童的壓力。

香港昨日新增4,41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437宗
屬輸入個案，另再多13名患者死亡。昨日呈報的個案
包括兩宗本地XBB變種病毒株個案，是首次在本地
個案發現該變種病毒，涉及一名14歲少女及一名29
歲男子，兩人均已接種三劑疫苗。
輸入個案方面，衞生署發現兩宗帶有XBB及一
宗BQ.1.1亞系個案，至今在輸入個案中累計發
現204宗XBB、6宗XBD、8宗BA.2.75.2、6宗
BA.4.6、11宗BF.7及23宗BQ.1.1亞系個案。
本地個案方面，至今累計發現2宗XBB、7宗
XBD、1宗BA.2.75.2及8宗BQ.1.1亞系個案。
青山醫院一個法醫精神科男病房自上月30日
起有3名病人確診新冠肺炎，調查後再發現5名
病人確診，但無病徵，所有病人正接受隔離治
療，情況穩定，有關病房已暫停接收新症及探
訪。

崔俊明：預防藥助免疫失調病人
另外，醫管局採購的3,000劑阿斯利康預防新冠抗體

藥已抵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該藥與疫苗效用相似，為人造單株抗體，抗
體期限為半年，因此每半年需使用抗體藥一次，主要適用於有
中至嚴重免疫系統問題，以及無法靠接種疫苗產生抗體的病人。
由於供應量增加，他預計能擴大使用範圍至正使用類固醇、一年內曾
進行器官移植、患淋巴瘤或骨髓瘤等病人，「因為他們接受疫苗注射後，
無法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統製造抗體，因此只能依靠人造抗體預防病毒。」
崔俊明表示，全球相繼出現Omicron亞型變異株，而BA.2.75.2可逃逸阿

斯利康預防藥物的抗體，但該變異株仍未在香港成為主流病毒，他認為目
前是合適時機引入，但需留意免疫逃逸情況，避免藥物無效。
對於有專家正探討應否採購禮來藥廠的新冠抗體藥，崔俊明指該藥透過
靜脈注射，相對下並不方便使用，且本港現時採用的新冠口服藥仍有效
用，並無抗藥性，因此無採購的迫切性，但他認同需預備不同藥物，以應
對現有藥物的抗藥性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天文台預測受
「尼格」與東北季風的共同影響，未來數日風雨
交加。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提醒市民，根據
文獻，類鼻疽感染個案於颱風或暴雨後較常出
現。颱風或暴雨後，土壤和泥水中的類鼻疽伯克
氏菌有機會曝露於地面，並隨着強風或暴雨令類

鼻疽病菌更容易散播，令類鼻疽個案有機會增
加。
衞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尤其是糖尿病患或免
疫力弱的人，如出現病徵，應盡快求醫，以接受
適切的醫學診斷和治療。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

時，中心沒有錄得新增感染類鼻疽確診個案。為
加強監測類鼻疽個案，衞生防護中心一直與醫院
管理局緊密合作，並已經提醒全港醫生提高警
覺，留意懷疑個案並盡快將病者（尤其是有長期
病患的人士）安排往醫院接受治療，並需根據細
菌的化驗結果向中心呈報。
除於過去兩周為深水埗居民舉辦多場健康講座

外，衞生防護中心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地區市
民及公眾人士提供健康資訊。

強風暴雨助長類鼻疽散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府在「免針紙」司法覆
核案後，修例賦權醫務衞生局局長廢除懷疑有問題的「免針
紙」。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回應指，「依法辦事」是政府的優
先原則，法庭裁決顯示法律有漏洞，政府根據裁決採取行動填
補法律漏洞，務求令政府有強力法律基礎「依法辦事」，完全
符合及跟隨法治原則。
李家超昨晨出席行會前見記者，對於修例的法律基礎，他

說：「政府依法行事是我們一直採取的優先原則，我們有
責任快速及高效地處理公共衞生，這正是我們推出不同措
施的原因，我們是在這種堅定信念下行動（修例）。裁決
指出，即使政府有好意，仍有需要確保法律基礎是堅實及
充分。因此根據這個原則，我們採取行動（修例），以確
保我們有堅實法律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我們是依法
行事。」
另外，關於醫護人員人手短缺（問題），他說：「我們正研

究如何增加公營（醫療）服務的人手，醫衞局（醫務衞生局）
正在向立法會解釋一些方案，亦會和業界充分溝通。」他強
調，大家都希望幫助整體醫療服務，為香港所有有需要的市
民，盡量提供好的服務給大家，「希望大家朝着這個目的，想
出一些有效的方案，最終讓市民受惠。」

XBB變種毒首次發現本地個案

寄養家庭概況
登記的寄養家庭數目

◆2019/20年度：937

◆2020/21年度：962

◆2021/22年度：954

註：上述數字均為四捨五
入，差額及總計時或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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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賦權廢「免針紙」
特首：符合法治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
員昨日下午聯同十八區支部代表，與政務司副司長卓
永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等會晤，跟進工作成
效及進一步就改善市容提交意見。民建聯提出要啟動
全港捉鼠大行動、修改法例進一步打擊店舖阻街及禁
止餵飼野鴿等建議，民建聯引述建議獲政府正面回
應，包括政府日後會有更大型滅鼠計劃，第二階段的
修例工作，則會涉及禁止餵飼野鴿。
民建聯認為，「香港新市容」全港清潔運動有一定

成效，但解決鼠患、雜物阻街、餵飼野鴿、廢棄電單
車和單車、滲水等問題，仍有待透過不同的方法持續
改善。
他們建議政府啟動全港捉鼠大行動，加大滅鼠行動

的頻率，將工作常態化處理，成立滅鼠專責小組，全
面檢討過去滅鼠不善，成員包括政府各部門及社區人
士，該滅鼠隊伍針對居民的反映，上門協助居民查找
老鼠的源頭並進行滅鼠工作；建議提高亂拋垃圾和店
舖阻街等罪行的定額罰款，針對屢勸不改的慣犯，引
入累進式罰款，加強阻嚇。
民建聯期望政府善用智慧科技，清潔外判服務標書

中加入使用現代化洗街設施條款，以加強清洗街道服
務，並積極處理海上垃圾。在美化市容方面，建議優
化全港垃圾站的設計並增設回收功能、以壁畫美化後
巷或天橋底、清拆危險或棄置的招牌等等，全面提升
市民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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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醫院累
計8名病人確
診，所有病人
正接受隔離治
療，情況穩
定。圖為青山
醫院。

資料圖片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調查指政府給予寄養家長的支援及津貼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全港目前有逾300名兒童苦等寄養家庭無期，平均十名兒童只有一人成功配
對寄養家庭。圖為一寄養家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