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總
確診個案：

20,230宗

變異病毒
◆懷疑BA.4/BA.5個案佔比51.27%
◆輸入及本地均未發現新增變異病毒個案

醫管局概況
◆5,233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包括535名新增確診者
◆新增23人危殆，累計有202名危殆病人；新

增42人嚴重，累計有241名嚴重病人

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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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文森

院舍和學校疫情
◆19間安老院舍和9間殘疾人士院舍，合共呈報31名院友和6
名員工確診

◆沒有學校新呈報確診個案

•本地感染：19,863宗 •輸入個案：367宗
•新呈報死亡：74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1,73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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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翹首盼通關 重整旗鼓待客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
新冠病毒疫情及冬季流感雙重夾
擊，急症室持續逼爆，昨日急症
醫院內科病床整體住用率達
116%，個別病人須輪候長達12小
時才能入院。醫管局預計長假期
後，急症室每日求醫人次或升至
5,000，需減三成非緊急服務。同
時，特區政府強調公營醫療系統
對含「撲熱息痛」成分的止痛退
燒藥儲備，足夠5至6個月用量，
衞生署並已要求本地生產商加大
產量，呼籲市民無須囤積藥物。

急症室再「爆煲」。醫管局急症科統籌委員會主席徐錫漢昨日向傳媒表示，過
去幾日，每日平均有4,000多人次到急症室求診，當中約1,000人要轉介入住內科
病房，個別公院內科病床的使用率近130%，包括伊利沙伯醫院、聯合醫院、屯
門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等，個別病人要等候12小時才獲安排入院上病房。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表示，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反彈，每日持續有逾

5,000名新冠病人正住院，危重病人超過400名，局方已調動額外人手及加開臨時
病床應付，同時加快病人出院程序，令病床流轉更快，亦不斷增加指定診所及遙
距診症名額，尤其是長者、孕婦及小童。此外，因應今年農曆新年日期較早，局
方將部分非緊急手術提前兩三星期進行，並減少三成非緊急服務。
他指出，目前超過兩成的入院病人是院舍長者，局方會加強外展支援，減少他

們的入院需要。他並預計，新年長假期過後的幾日，醫院仍會繼續繁忙，呼籲病
情較輕的市民到私家醫生或私家醫院求診。「無論是新冠病人或者其他病症的病
人，如果病情較輕微，可以選擇向私家醫生或向私家醫院求診，或透過普通科門
診、指定診所遙距診症看醫生。」

「撲熱息痛」類藥物充足 無須囤積
另外，針對近期搶購「撲熱息痛」類藥物，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含有該成分

的藥物在香港整體供應維持穩定，公營醫療系統備存量充足，市民無須囤積。
發言人指，個別品牌「撲熱息痛」產品因在短時間內需求急增而供應緊張，但

其他品牌的止痛退燒藥仍然充裕。衞生署已呼籲大型藥物零售商，透過張貼告示
等安排，在個別品牌藥物短缺時，提醒購買者可選購其他同樣含「撲熱息痛」成
分的產品。衞生署亦已聯絡海關，建議加強在關口的宣傳，提醒旅客攜帶合理自
用數量藥物的規定。同時會考慮實際情況和按需要，把額外採購的藥物預留給一
些有需要但無接受公營醫療服務的市民，例如低收入家庭，以及個別因出現地區
性藥物短缺而未能購買相關產品的市民等。

專家：復常通關後「北上南下」應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單日新增新冠病毒

感染個案連續6天突破2萬宗，昨日再多20,230宗確
診，以及新呈報74名確診者死亡。港大生物醫學學院
教授金冬雁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疫情已經風土
化，相信兩地免檢疫通關不會令香港疫情上升，對醫
療系統帶來的風險有限。他建議，復常全面通關後，
無論內地來港或是香港北上內地的旅客都應規定先通
過核酸檢測，亦建議內地來港人士須打齊三針疫苗，
抵港後連續5天進行快測。
昨日香港新增20,230宗新冠確診個案，當中19,863
宗為本地感染，367宗為輸入個案。19間安老院舍
及9間殘疾人士院舍有新增確診，涉及31名院
友及6名員工。目前5,233名新冠病人在公立
醫院留醫，當中202人情況危殆，241人嚴
重，55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安心」熱線流動站周日停運
隨着特區政府撤銷掃描「疫苗通行
證」及「安心出行」要求，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昨日宣布，支援
「疫苗通行證」的「安心出行」電
話熱線（2626 3066）以及設於25個
港鐵站的流動支援站將於周日（8
日）停止運作。
金冬雁相信全面通關對香港構成的
風險是可控範圍內，他指出港大公共
衞生學院每日為1萬名巿民進行核酸檢
測，發現近期的陽性比率為2%至3%，推
算全港每日有15萬至20萬人受感染，日後
即使全面通關，內地來港人士中的確診人數亦
不會高於15萬至20萬，風險有限。
根據現行香港入境檢疫措施，抵港者必須持有

24小時快測陰性或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金冬雁
認為，兩地全面通關後不論北上或南下的旅客，都
應持有48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建議
抵港後持續進行 5天快速抗原測試，以減少額外風
險，形容是「多一層保障」。不過他提醒，應統一
香港和內地的核酸檢測標準，包括界定為確診的Ct
值等，認為香港應跟隨內地標準。

▲劉功成的賓館在疫情期間已轉
為長租用途。

▲ 陳旭的賓館房間已準備好通關
後迎接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或最快於周
日（8日）與內地實現首階段免檢疫通關，初期
會設人數限制。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恢復有序通關初期的配額當然
愈多愈好，希望每日提供3萬至5萬個名額，下
一階段再增至5萬或10萬，他明白初期可能在
配套上出現困難，例如交通方面，為免出現混
亂，一切按部就班進行是合理做法。
他認為應讓有緊急需要的市民優先前往內

地，其次是將配額預留予商界，他期望商界
每日可以有5,000至6,000個名額，讓在工業
貿易署有登記的公司申請，不必抽籤，「不
少商家已3年無返內地，有需要回廠視察、
處理出糧等問題，加上農曆新年將至，要與

同事食團年飯、向客戶送禮等。」
勞聯婦女事務主任李秀琼希望復常通關初期

的名額有一半以上預留予有特殊需要的家庭，
例如跨境家庭。她認識的幾位港人，迫不及待
要返內地探親過年，當中有人3年都未曾返內
地，「最近『健康驛站』名額沒有那麼緊張
了，比較容易搶到，有人就嗱嗱聲帶小朋友準
備返去過年，已等唔切復常通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則建議將名額分

為即日來回及長時間逗留兩類，再按實際需
求作調整。至於八大類「人文關懷通關名
額」，鄧家彪希望繼續保留，「因為這些人
都有急事，如奔喪、探望病危家人等，不適
合與其他人慢慢抽籤搶名額。」

萬興隆旅館負責人陳旭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表示，目前捱過寒冬後將可與內地恢復通

關，可說是好消息，他已備有大量清潔消毒用品
如漂白水及酒精等，為客房重新清潔，另外疫情
來襲時員工流失，現亦已補充人手，復常通關後
可迎接訪港的散客入住。

經歷黑暴疫情轉做長租
他表示，早在2019年黑暴期間旅客已大減，其
後新冠病毒襲港，賓館業再大受打擊，他轉型經
營長租生意，租予本地人，他說：「長租毛利好
微，租金幾千蚊一個月全包，啲租客用電每月都
用咗六七百蚊，有啲唔會慳住用，電費要一千
蚊，復常通關後做返散客就唔同，收到嘅租金會
多過長租。」
該旅館過去也曾申請轉型為過渡性房屋，後來
誤以為改作過渡屋後會失去領取「防疫抗疫基
金」的資助，故最終退出過渡屋計劃。陳旭說：

「好彩沒有改做過渡性房屋，一張合約要綁死兩
三年，復常通關後想做回賓館收客都唔得。」
特區政府去年8月及9月先後將入境檢疫安排放

寬至「3+4」及「0+3」後，訪客已增多。他說：
「當時難直飛內地，不少人包括俄羅斯及非洲到
內地的勞工，也是經香港轉往內地，部分人滯留
香港，因此令賓館生意回升。不過現時內地亦放
寬檢疫措施，經香港到內地的旅客減少，相信復
常通關後，不少之前未能回內地要長租賓館的客
人亦會離開，但有內地來港的旅客補充客源。」
對於復常通關後生意額，他認為要視乎通關名
額，但近日已有內地旅客預訂房間，「有一些是
內地讀書學生回港換身份證的，亦有少部分以往
入住的熟客已訂房，待復常通關後便來港。」

擬做過渡屋賓館生退意
經營賓館多年的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

成則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復常通關後會先「睇定

啲」，「我較小心，疫情初期已不接受散客，怕
多租客確診，但人手唔多。之前轉做熟客長租，
試過有三個長租客人確診，包括一個內地來港讀
書嘅學生，其他住客畀藥佢食好返，另兩個叫救
護車入院後亦康復，我驚再收大量散客，多人
確診時應付唔到，如果復常通關後情況穩定就
再租畀散客。」他亦表示，賓館之前已購入不
少清潔消毒用品，也有新床單等，但因客少很
多未用，故未來租客增多也足夠應付。
他透露，由於復常通關在即，一些原本擬改為

過渡性房屋及參與青年宿舍計劃的賓館也「打
退堂鼓」，「估計有大概三分之一嘅賓館取
消同社福機構合作，改返租畀訪港旅客，因
為租畀散客一定好搵過做過渡屋。我知甚
至有無良嘅賓館就算已經做咗過渡屋，
都毀約趕住客走，諗住社福機構怕麻
煩唔想打官司。我都接收咗三個
被賓館趕走嘅長租客人。」

新冠病毒疫情肆

虐三載，賓館面對

零旅客的困境，不

少已結業，或者轉型以月租形式租予本地人，以及有計劃參

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青年宿舍」計劃。面對香港與內地恢復

正常通關在即，業界紛紛做好迎客的準備。有賓館老闆昨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早已購入大量清潔消毒用品，亦增聘人

手，近日更陸續接獲零星內地旅客預訂客房，「呢幾

年長租只收幾千元月租，根本無乜錢賺，相信復常

通關後租給旅客，生意會好好多。」亦有三成原本

擬參與「青年宿舍」 計劃的賓館，有意打「退堂

鼓」重新接待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商界冀通關初期每日獲6千配額

老闆：備物資增人手 近日已有內地客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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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廳臨時安置了
眾多病床。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內地免檢疫通
關在即，已「冰封」3年的旅遊業見到復甦曙光，惟
不少導遊為生計早前已轉行，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
松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香港旅遊業組織
聯盟早前的調查顯示，九成受訪導遊表示不願意全
職重返旅遊業，七成則願意做兼職，原因是擔心重
返旅遊業後收入不穩定，此情況不利旅遊業復甦。
他指，聯盟日前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請願，要求政
府制定政策挽留人才，並倡議政府及資方設立復工
獎勵或津貼，吸引導遊等從業員重投旅遊行業。
周小松表示，新冠疫情持續下，香港旅遊業首
當其衝受到重創，近20萬旅遊從業員特別是導遊
造成嚴重打擊，雖然政府過去也有為業界和導遊
推出不少支援，但支援對於3年來停工的旅遊從

業員來說是杯水車薪，導致部分人為了生計被迫
轉行。而很多從業員已在其他工作崗位穩定下
來。他續指，考慮到疫情的不可控等不確定因
素，已轉行的從業員不敢貿然放棄現時的工作，
重投導遊行業。
他指出，特區政府正努力爭取最早在本月8日，

與內地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相信下階段香港將
向旅客全面開放，旅遊業長遠前景理想，但復甦初
期需要足夠的導遊及人手，他認為政府有必要推出
措施吸引導遊重返旅遊業，倡議設立一次性復工獎
勵或津貼。另外，過往導遊的薪酬制度一直存有漏
洞，他建議，新成立的旅遊業監管局牽頭檢視薪酬
制度，並設立「導遊服務費」，讓導遊有穩定、合
理的收入保障，以長遠吸引人才。

九成導遊拒做全職 議員倡設復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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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東主陳旭
（中）表示已有零星
內地熟客訂房，左右
為 他 的 租 客 及 朋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