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仍然
嚴峻，昨日新增確診個案再次逼近九千宗，達8,810
宗。新冠疫情未消退，冬季流感又來夾擊。醫管局昨日
表示，上周流感感染率趨升，近日急症室到診人次達
5,000，與疫情前每日6,000人次相距不遠。為應付服務
需求，醫管局計劃加開394張新病床，並按需要加開
800多張臨時病床，普通科門診增加約1.8萬額外服務
名額，局方已向各醫院聯網分配超過撥款7.9億元，提

早為流感高峰期做好準備。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香港新增8,810宗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8,153宗為本地個案，再多16名
患者離世，變異新冠病毒也持續蔓延。
與此同時，冬季流感也響起警號。新界東醫院聯網部

門主管（家庭醫學）梁堃華昨日表示，上周衞生防護中
心收集的呼吸道樣本中，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升至
0.95%，「較再對上一周有微微上升。」他預計今年將
流行H3N2甲型流感。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黃立己表示，現時經
公院急症室到診人次達5,000，預計今年流感高峰期將
回復到疫情前約6,000人次的水平；平均每日入住內科
人數達1,000人，現時經急症室向內科求診人次已破疫
情前同期水平。他解釋，香港的防疫措施較之前放寬，
加上外遊市民增多，也是流感及新冠疫情夾擊香港的原
因之一。目前醫管局仍能維持正常非緊急服務，但若情
況加劇，不排除需調整服務。

填補人手流失 按年增千人
醫管局表示，為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及新冠疫情的挑

戰，已向各醫院聯網分配超過7.9億元，就設施及人手
安排上作出準備，以加強病人服務。在人手方面，會按
年增加90名醫生、650名護士及330名專職醫療人員，

同時會繼續聘請全職、兼職、自選兼職及臨
時醫護人員。
黃立己指，醫生最新流失率約8%，護
士流失率約 10%，流失率屬於高水
平，故時常需靠同事加班填補人手不
足，他亦表示今年入境檢疫措施放
寬，「估計私家醫生在長假開診的
情況減少，這亦增加公營醫院的壓
力。」
在普通科門診方面，醫管局將增
加約1.8萬額外服務名額，包括長
假期的3,500個名額。
另外，醫管局會加強公私營協作

計劃，善用私營醫療機構的服務
量，並繼續與私家醫院合作，轉送
合適的病人往私家醫院接受治
療，以緩解公立醫院病床壓
力。
梁堃華表示，流感個案有

上升趨勢，建議市民盡快接
種流感疫苗。她亦指出，新冠
疫苗可同時與季節性流感疫苗
接種，呼籲合資格市民接種。

院舍及學校疫情
◆10間安老院舍呈報14名院友及1名員工確診，48名院友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

◆10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10名院友及兩名員工確診，27名院友及1名員
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23間學校共24個班級須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BA.4／BA.5個案佔比73.4%，BA.2.12.1佔比為0%

◆本地個案中，新增3宗XBB、XBD及BF.7各增1宗，
BQ.1.1則多4宗

醫管局概況
◆2,739名確診者留醫治療，當中有328名新增確診病人

◆新增呈報7名危殆病人及10名嚴重病人，現時合共有48
名危殆及82名嚴重病人，當中15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
切治療

•本地感染：8,153宗•輸入個案：657宗
•新呈報死亡：16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10,534宗

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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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女孩讀中醫 搖號苦候難北上
「健康驛站」一額難求 滯港8天簽證將到期旅費快用盡

新冠流感夾擊逼爆急症室 醫管局撥款7.9億應對

立志結合中西醫 懸壺救疾苦

新增總
確診個案：

8,81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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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欣欣站在熱鬧的香港街頭，面對未知何時結束的過客身份倍感徬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金欣欣現時暫住尖沙咀一家賓館狹小房
間內。 受訪者供圖

◆醫管局公布向各醫院聯網分配超過撥款7.9億元，
應對人手緊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攝

▶金欣欣接到的
廣州中醫藥大學
取錄通知書。

受訪者供圖

◀◀金欣欣兒時已有夢想當醫生金欣欣兒時已有夢想當醫生，，66歲歲
時的她便手持一個醫生玩偶時的她便手持一個醫生玩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不少赴內地升學的外籍學生都會經香港再北上，但深圳「健康

驛站」名額難求，部分人被迫滯留香港，盤川漸消耗。醉心中國文

化的24歲烏克蘭姑娘金欣欣（Zlata Ruppa）立志成為中醫師，

早前獲全額獎學金到廣州中醫藥大學就讀中醫專業，惟疫情下過去

兩年只能上網課。上月校方向她發出返校通知函，當時身處德國柏

林的她向朋友借錢買機票到香港，惟一直未能成功「搖號」取得

「健康驛站」名額，身上只剩500多港元，加上留港簽證即將到

期，使她憂心忡忡。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數度落淚，「雖

然面對極大困難，但我不想走回頭路，好想順利到

廣州完成學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我報讀過上海、北
京及廣州的中醫

藥大學，結果均獲錄取，但廣州中醫藥大學
最早提供政府的全額獎學金，因此選擇這所
大學，當時感到非常幸福，我記得那時是
2020年7月4號。」金欣欣以一口流利普通話
向香港文匯報訴說自己的中國求學夢。
惟獲錄取不久，接連爆發新冠疫情及俄烏
衝突，令其升學計劃滿途荊棘。「新冠疫情
下，過去兩年未能親身到廣州上學，只能靠
上網課，今年2月衝突爆發，也破壞了所有人
的人生計劃。」她一家曾由烏克蘭跑到德國
柏林逃避戰火，惟家人其後想念祖國便返回
烏克蘭，剩她獨自留在柏林，「過去兩年上
網課當然有影響（學業），不能現場學習把
脈，解剖課亦從未去過實驗室，這是挺難過
的，沒有得到同樣的學習機會，而現在要加
倍努力，在德國雖凌晨兩三點起來上課或考
試……但我首要是好好學習，要努力抓住上
學的機會。」

以為等兩三天 僅餘500元
她上月接到廣州中醫藥大學返校通知函
後，獲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發出簽證，但因沒
有收入，只能向朋友借錢出發。由於德國直
航廣州的機票價高昂，要3,000歐元（逾2.4
萬港元），她難以負擔，德國來港機票價格
則為5,700元人民幣，故她取道來港，「當時
未想到在香港停留那麼久，以為最多只待兩
三天便可到深圳，因我獲全額獎學金，每月
還有2,500元（人民幣）生活費，當然要到學
校後才能給我（獎學金）。」
金欣欣上周二（22日）抵港前已開始上網

「搖號」，惟一直未獲深圳「健康驛站」名額，截
至昨日已在港滯留8天，雖只住尖沙咀一間日
租280元的賓館，食用也盡量節儉，惟仍花費
不少，「我要用電腦學習，但充電器插頭跟這
邊不一樣，單是購買插頭也要400元。」她現
只剩下500多元，就算北上隔離檢疫也無錢住
酒店，亦沒有錢購買機票返回德國。

同校港生聯絡經民聯伸援手
可幸的是，她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香港同學
知道情況後，馬上聯絡經民聯，日前在經民
聯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李超宇協助下，先
解決她的經濟困難包括住宿等開支，以及資
助她在內地的檢疫酒店費用。她原本打算來
港過境，沒料滯留多天，更意外的是收穫了
香港人的援助，「覺得香港好有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弘）協助
金欣欣的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副
主席李超宇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現
時深圳「健康驛站」搖號的名額比
之前減少，搖號成功機會更微，他
促請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政府部門
商量，開通一個特快「人文關懷通
道」，讓類似金欣欣等在內地就讀
的國際學生盡快回到院校繼續升
學，「搖號存在不確定性，不是想
搖就即可搖到，但學生的開學、上
課時間是不變的，應該讓比較緊急
的國際學生，或需要返內地讀書的
港生，行特快通道回去繼續學
業。」李超宇亦希望特區政府與內
地商討中的「逆向隔離」方案盡快
落成，「通關肯定愈暢快愈便利愈
好，逆向隔離實施後，需要過關的
人亦不需再去搶着搖號。」
李超宇指出，香港國際機場作為

國際航空樞紐，香港也是不少外籍
學生取道北上的中途站，「我們暫
時只有這名烏克蘭女孩，但相信相
同的個案一定還會有，或可能該類
學生不知如何或不懂得可以向我們
求助。」
經民聯接觸到金欣欣也是偶然，

「早前曾有一名港人無法搖號到廣
州中醫藥大學返學，這名港生正與
金欣欣相識，得悉她情況後，這港
生就向我們求助。可能這類外籍學

生來到香港之後好彷徨，不清楚本地的情
況，不知道可以向誰求助。」李超宇表示，金
欣欣的簽證只容許她逗留在港十幾天，她目
前已來港約一個多星期，搖號搖了四五天也
未能抽中到深圳檢疫名額，現時只剩下幾天
逗留期，李超宇將幫助金欣欣直至她成功返
回廣州上學為止。

「若中醫課程順利畢業，打算再繼
續進修，並留在中國內地行醫以累積
更多經驗，日後返回家鄉將中醫藥文
化發揚光大。」金欣欣（Zlata Rup-
pa）自小已萌生「醫生夢」，高中時

因家庭經濟問題，一度放棄學醫的念
頭，但後來目睹烏克蘭不少人因癌症
等疾病無法以西醫根治，故重執行醫
的理想，希望將來以自己的知識貢獻
社會。
金欣欣自小喜愛自然科學，一直希

望長大後能當科學家或醫生，「由於家
庭原因，科學家或者醫生的培養周期
很長，我到高二時便放棄這個方向，
當時自覺語言有點天賦，學習外語比
較快，大學期間還能兼職幫助家人，
所以在烏克蘭基輔國立大學學習中
文。」她表示，中文專才在烏克蘭十分
吃香、出路廣泛，不愁工作，她除烏
克蘭語和俄語外，還通曉英語及中
文，故大學兼職時已從事翻譯工作。
不過，她覺得翻譯並非自己的理想

職業，「當時真的心很累，因為這不

是我想要做的，確實我做到了極致，但已經做不下
去！」後來，她目睹母親執教的小學有學生的母親患癌
離世，重燃她行醫的夢想，「那位因癌症去世的媽媽只
有30歲，那時烏克蘭的醫生說沒什麼治療方案了，但
我覺得肯定是有解決方案的。那名媽媽不治後，她的孩

子變成孤兒。我得知消息後心裏很痛
苦很難過，知道烏克蘭也有很多患癌
的病人，治療過程生活質量降低，病
人好痛苦。」
當時有朋友告訴她有關中醫治療，她

亦因搜集有關中醫治療的資料，「我覺
得中西醫結合的話，會讓病人治療期間
提高生活質量，減少痛苦。」但烏克蘭
目前並無中醫系統，她決定追尋學醫的
路，「到中國讀中醫是最好的想法。」
她表示雖要離開家人追夢，但母親亦十
分支持，而她亦有未來規劃，畢業後冀
繼續在內地讀研究生，「可能也會到德
國去讀幾年西醫，然後再回廣州，想在
廣州的醫院工作，積累經驗，然後帶着
較豐富的經驗回到自己家鄉，把中醫藥
文化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經
民
聯
冀
開
通
外
籍
生「
人
文
通
道
」

◆◆金欣欣金欣欣
在基輔國在基輔國

立大學本科畢立大學本科畢
業獲得紅本優業獲得紅本優
秀畢業證書秀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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