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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料百萬人「食有憂」
調查揭逾六成低收入家庭缺錢買糧食「食物銀行」接收捐贈減36%

疫情衝擊各行

各業，個別基層

市民面對失業、

減 薪 而 三 餐 不

繼。聖雅各福群會的食物援助項目委託香港大

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團隊進行的調查發現，逾六

成的受訪低收入家庭沒有足夠能力或金錢購買

食物，需減少食物分量或無法負擔均衡飲食

等，推算全港約有100萬人正面臨「糧食不安

全」的風險。社福企業的「食物銀行」疫下也

出現食物捐贈大減近36%情況。團隊建議特

區政府於明年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時，向捐

贈過剩食物給慈善機構的食肆，豁免垃圾收費

或稅務優惠，以鼓勵商界轉贈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
人昨日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晚由泰國曼谷返
港後，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核酸檢測，結果對新
冠病毒呈陽性，現正按生署生防護中心指引
進行隔離，其間按需要以視像出席會議，行政會
議今日休會。陪同出訪的8名行政長官辦公室職
員，入境時的核酸檢測及昨日快測均為陰性，當
中兩人需家居檢疫。
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回應傳媒查詢表示，李家

超感謝社會各界對他的關心，他昨午出現輕微發
熱，以及輕微喉嚨痛，雖然有點疲倦，但大致情

況尚可，醫生已處方口服藥。他已接種四劑科興
新冠疫苗，第四劑疫苗於今年9月接種，訪問曼
谷4天的每日快測均為陰性。

同行出訪8職員均呈陰
隔離期間，李家超會在家工作，按需要以視像出

席會議，不會作署任安排。他原定親身出席的公開
活動將由其他官員代為出席或另作合適安排。行政
會議今日休會，會議前會見傳媒的環節不會舉行。
生署生防護中心已就陪同行政長官出訪泰

國的8名行政長官辦公室職員進行評估。其中，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及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杜潔麗曾除下口罩與行政長官一同參與較長時間
的會議或近距離一同用餐，被生署生防護中
心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正按指引進行家居檢疫。
她們前晚的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昨日進行快速
抗原測試的結果為陰性。

其餘6名隨行職員不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無須
進行家居檢疫，可返回辦公室工作。他們前晚的
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昨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
結果亦為陰性。他們將按抵港人士的檢測要求，
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及在抵港第二天接受核

酸檢測。
李家超上周四（17日）前往曼谷出席亞太區經

濟合作組織會議，其間曾與多國領導人會面。醫
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亦指出，
目前流行的Omicron變異株，潛伏期短，若李家
超行程期間多天快測陰性，意味當時病毒量不
高，傳播機會不大。「快測檢測到的病毒量，要
Ct值30以下才可能檢測到，有病徵時病毒量是最
高，那一刻傳予他人機會最大。過去一段日子一
直快測陰性，你問我風險是否那麼大，傳予身邊
人，我覺得就未必。」

特首確診隔離沒大礙 行會今休會

低收入家庭每月基本食物預算
家庭住戶 每月基本食物預算 可選擇有營養食物
人數 可達溫飽需求 及滿足社交需要

◆一人 2,500-4,250元 3,500-6,500元

◆二人 2,750-4,750元 3,500-6,500元

◆三人 3,250-5,750元 3,500-8,500元

◆四人 3,250-7,250元 4,500-9,500元

◆五人或以上 3,750-9,750元 5,500-11,250元

註：一二人家庭通常有工作在身，需外出用膳，預算較高

資料來源：港大及中大社會科學院研究團隊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院舍及學校疫情
◆10間安老院舍及6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20宗確診個案，全部為院
友，73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871間學校新呈報2,057宗陽性個案，涉及1,730名學生及327名教職員，
14間學校共14個班級停課7天

變異病毒
◆無新增輸入或本地變異病毒個案
◆Omicron BA.4/BA.5亞系個案佔比約79.6%，BA.2.12.1個案佔0%

醫管局概況
◆現有2,511名確診者留醫治療，當中306人為新增病人

◆新呈報6人危殆及11人嚴重，現時合共有44名危殆及
60名嚴重病人，其中13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留醫病人中，235人正接受氧氣治療，
另8人需以呼吸機協助呼吸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6,672宗•新呈報死亡：11人
•輸入個案：614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10,397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7,286宗

資料來源：
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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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增7,28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兩日回
落至8,000宗以下水平，新增個案當中6,672宗為本地個案，輸入個案佔614宗，再
多11名患者死亡。香港特區政府期望穩步推進復常，上周五公布對入境團實施
「團進團出」安排後，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昨日表示，至今收到4間
旅行社提交防疫承諾書，以申辦「團進團出」的入境團，當中只有兩團登記
行程。她坦言「團進團出」安排雖不能吸引大量旅客來港，但能藉此對外
宣布「香港已踏入復常階段」。
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中，包括16間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

20宗確診個案，全部為院友。學校方面，共有871間學校新呈報2,057
宗陽性個案，當中有14間學校共14個班級停課7天。而昨日沒發現新
增的變異病毒個案。
香港疫情近日從逾8,000宗的高位回落，政府也銳意推進復常，其
中入境團實施「團進團出」。楊淑芬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
暫時只有兩個「團進團出」入境團登記行程，涉及過去周末由泰國
抵港的入境團，「（旅行社）先作出防疫承諾，每個旅行團抵港要
先登記行程，而暫時已登記行程的只有剛過去周六周日的旅行團，
旅行社組團要根據行程去哪間餐廳，自行直接與餐廳接洽。」
她指，新安排對旅客的吸引力不是很大，但至少可展示香港正逐步
復常，希望旅客規劃來年行程時，會將香港納入考慮之列。

飲食業觀望年底前會否再放寬防疫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同一節目中表示，接待「團進團出」旅行

團的食肆須設立指定分隔區域，並且要安排指定員工接待旅客，「劃分出來的
區域，變相不能服務其他客人，又要有特定的員工去服務『團進團出』旅客，對
食肆來說會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及帶來不便，不是這麼多的食肆都願意。」
他又指，香港其中一個最吸引的地方是有很多特色美食，認為現時限制旅客到指
定食肆會減低他們來港意慾，新安排未必吸引太多旅行團來港，或覺得「團進團出」
不太值得做，業界亦正觀望年底前會否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4旅行社申「團進團出」對外展示港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正邁向復常，有意
見希望放寬院舍及公立醫院探訪安排，醫
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表示，香港近日疫情有升溫跡象，過去一
周單日確診個案不時超過八千宗，由於院
舍院友及住院患者屬高危人群，加上院舍
近日確診個案亦有增加，維持現有探訪標
準是希望保障高危人群免受感染。

「過渡疫苗通」非針對持濫發「免針紙」市民
另外，政府將於今天推出「過渡疫苗

通行證」安排，盧寵茂表示，有關安排
並非針對持有涉嫌濫發俗稱「免針紙」
醫學豁免證明書的市民，而相關市民
中，已有約2,000人接種疫苗。
他強調，市民應以醫學途徑評估是否

適合接種新冠疫苗，而非透過法律途徑
申訴豁免打針，他說：「市民是否適合
打疫苗，這是醫學問題，有醫學標準。
當市民持一張可能無正式通過評估的豁
免證明書，有可能危害其健康，他要申
訴處理，最好做法是找另一個符合的醫
學申訴，不是找法律申訴。」
政府今天起實施「過渡疫苗通行

證」，容許現時或曾持醫學豁免證明書
的人士，經醫生評估後認為適合接種疫
苗，而尚未到期打下一針期間會獲發
「過渡疫苗通行證」。
盧寵茂稱這是綠色通道，讓市民有機

會免費接受可靠的評估，強調完成接種
三針人士與無接種疫苗者死亡風險相差
20倍，政府有需要一直堅持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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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福界近年來積極提倡「食物銀行」計
劃，藉由慈善團體來號召熱心人士提供緊

急及短暫的膳食援助。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
金（社創基金）自 2016 年起，透過資助
FOOD-CO平台，透過利用科技，再配合跨界
別協作，令食肆等企業捐贈的物資更快分派到
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多年來透過項目捐贈和接
收的食物逾1,500噸，總值約1.32億元，提供超
過1,200萬份餐，平均每日供應的餐數為6,100
餐，受惠人數達2,800人。

食物援助點 深水埗佔最多
聖雅各福群會扶貧服務高級經理吳雯賢表
示，FOOD-CO成立6年以來，食物援助點由開
始前的161個，倍增至326個，並獲得近900間
企業及團體捐贈食物。當中以深水埗佔最多，
共有57個援助點，其次為葵青及觀塘。惟近3
年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受到不同程度打擊，收集

的食物量亦隨之大減36%，她亦指，有不少食
物援助點反映欠缺儲存空間及運輸支援。
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葉兆輝、中大社會科

學院助理教授陳之翰及其團隊，受FOOD-CO委
託在去年3月至今年8月期間訪問全港1,115戶低
收入家庭，發現逾六成的受訪低收入家庭屬「糧
食不安全」。按2020年政策介入前統計的165萬
人貧窮人口，團隊推算本港約有100萬人正面臨
「糧食不安全」的風險，高於整體食物援助業界
現時每天平均服務的約10萬人。

1人至2人家庭壓力較大
團隊從中抽樣560戶低收入家庭，探討他們的
基本食物需要預算（見表）。陳之翰表示，調
查發現現時的低收入1人至2人家庭壓力較大，
較難達至其預算。他解釋一二人家庭的成員通
常要外出工作，工時較長，大部分時間在外用
膳，剩餘時間或需照顧小朋友，沒時間或缺乏

空間煮食，食物開支較其他家庭高。他認為，
現時綜援或食物援助服務對滿足使用者的溫飽
有一定幫助，但需增加支援。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表示，面對疫情
下經濟環境不明朗，服務需求持續，建議政府
和業界共同協作，提升食物援助項目的整體供
應量，包括運用資訊科技擴大支援網絡，提升
食物援助的營養素養；同時建議特區政府在明
年落實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時，增加捐贈食
物的經濟誘因，例如以獲得豁免垃圾收費或稅
務優惠，鼓勵食物售賣者捐贈過剩食物給慈善
機構。
以往也有調查發現，六成受訪企業拒絕捐贈

剩食的主因，是擔心要負上食物安全相關的法
律責任，該會建議政府仿效外國設立《好撒瑪
利亞人法》（「好人法」），豁免企業參與慈
善活動時可能出現的法律責任，消除食物捐助
者的疑慮。

◀市民正排隊領取食物援助。 聖雅各福群會供圖

▲調查指逾六成受訪低收入家庭沒足夠能力或金錢購買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