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撤銷「口罩令」至今

近半個月，政府專家顧問、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口罩令」撤銷

後，呼吸道感染個案未見因

此上升，包括流感在內的疾

病只出現零星病例，而新冠

疫情各項監察數據，包括每

日重症及死亡人數保持個位

數，以及大廈污水監測數據

穩定，顯示香港目前免疫屏

障強，看不到再有大爆發的

情況。他認同香港的新冠疫

情已完結，並相信隨着夏季

來臨，愈來愈多市民脫口

罩，但長遠要控制疫情，必

須靠疫苗接種，為此，聯合

科學委員會將研究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恒常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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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專家：港新冠疫情已完結
撤「口罩令」感染個案未見上升 將研疫苗接種恒常化

許樹昌指出，近日呼吸道感染個
案都十分零星，並沒有如往年

高峰期出現爆發，其他流感症狀個
案也不是特別多。目前，本地新冠
個案仍以Omicron BA.5及BA.2為
主，雖然傳染性強，但殺傷力不
大，「目前市面仍有不少人佩戴口
罩，是因為已經形成習慣，估計夏
季會有愈來愈多人脫下口罩。」
他說，新冠變異病毒株CH1.1亦
在本港出現，理論上若成為主流時
或會引發新一輪爆發，「但暫時本
港的免疫屏障強，看不到會有大爆
發的情況。」

港應對疫情比沙士進步
長達三年新冠疫情終告結束，今

年正值沙士20年，在兩次世紀疫症
中，許樹昌都有參與抗疫。他認為
這次香港應對新冠疫情已有進步，
「回望2003年沙士，當時情況更惡
劣，起初長時間不知道感染的原
因。2002年11月爆發，到2003年3

月22日才知道是新型冠狀病毒，當
時沒有負氣壓房間，亦沒有有效的
治療藥物。今次新冠很早已知答
案，是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很快就
有核酸及快速測試，差不多一年已
研發疫苗。隨着科技進步，這些疫
症大流行的準備會愈來愈好。」
回顧這場新冠疫情，許樹昌表
示，首四波疫情的圍堵政策有效，
但當傳播性強的Omicron出現，加
上當時疫苗接種率低時，在圍堵政
策下沒有病徵的患者都獲安排住
院，令負壓病房難以負荷，導致醫
院爆煲，「因為圍堵政策，一些無
症狀或輕症（患者）都收入醫院隔
離，咁樣負氣壓病房多多都不夠
用。若真係睇返轉頭，早一點用家
居隔離檢疫，醫療系統就唔會短時
間內崩潰。」
在新冠疫苗接種恒常化方面，許

樹昌表示，因應世衞的建議再做本
地防疫調整，衞生防護中心聯合科
學委員會將於本月底開會，相信疫
苗接種恒常化的機會較高︰「第六
針是否需要打？要等世衞疫苗小組3
月20號和21號開完會就會有些建
議，將疫苗恒常化、好似流感疫苗
這樣打，相信機會都高，譬如長者
和長期患病人士、免疫系統失調人
士，他們真係需要年年接種新冠疫
苗，相信將來可能好似流感針咁樣
年年打。」
他又透露，中大醫學院已計劃展

開二價疫苗研究，跟進接種第四
針及第五針的市民，以及了解他
們6個月後抗體水平。參與者需要
抽血，分析其過去是否曾受到感
染，其後會在他們接種二價疫苗
後的第一個月及第六個月再次抽
血，以分析其抗體及T細胞的記憶
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健怡）青年與長者兩條似乎互
不交集的平行線，在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撮合
下，長者的人生閱歷豐富了青年的眼界；青年的朝氣感
染了長者。該計劃一共培訓250多名退休人士成為「逆
風領袖」，啟導年輕人建立正向人生態度和抗逆力。有
參與的港青在「逆風領袖」扶持下，逐步實現大學夢，
也有新來港青年打開心扉，融入香港生活。
由社創新動力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為期三年的「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昨日告一段落，
當中「逆風飛翔計劃」是以正向心理學為主軸的跨代共
學活動，由退休人士擔任「逆風領袖」，用人生經歷啟
導年輕人建立正向人生態度和抗逆力。
多名「逆風領袖」退休後活出更精彩人生，在退休前

任職客戶服務管理工作的何錦明就是其中一員。重溫18
歲在山上露營的舊照，他沒有緬懷年少的青春，反而多
了一份歉意，「之前經常行山露宿，但只是在消費大自

然，從未為大自然做些什麼。」
退休三年，他一直致力「還債」，就是投身環保活

動，曾出動500多次清潔海岸及山徑，其間遇到很多可
愛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名15歲中學生堅持參與離島淨
灘，「我經常會和學校合作，期望可以藉此帶動年輕人
有環保意識，懂得保護環境。上個星期，我就和50人的
親子團去龍鼓灘清走垃圾。」

成青年「樹洞」助打開心扉
何錦明也成為了不少青年的「樹洞」，聆聽他們的心

聲。他印象最難忘的，是認識了一名剛從內地移居香港
的學生。對方因為語言和生活上的不適應影響學業，更
失去積極性，「當時這位學生經常和我說不想讀書，想
出去打工賺錢，我勸導他讀書可以增加自己的選擇性，
亦邀請他參加保護環境的活動，讓他既可以親親大自
然，都可以認識更多朋友。」

何錦明強調，與青年交流最重要不是完全改變對方想
法，而是讓對方打開心扉，走出自我世界。

獲導師支持 終圓大學夢
盧秋娟和賴志賢本來互不相知、相交的兩代人，因為

該計劃而相遇。盧秋娟說，賴志賢擁有寫作天賦，但缺
乏自信，「當初他經常認為自己不可能。」
在賴志賢眼中，盧秋娟是他親切的人生導師，「我就

讀九龍工業學校時，原本對於自己學業真的沒有信心，
加上疫情，當時真的覺得自己考不上大學，但是Paula
（盧秋娟）鼓勵我多參與中文寫作比賽，在學習上給我
教導，如果沒有她的支持，我應該一早就放棄自己的夢
想了。」
人生路上遇到逆風，但在盧秋娟鼓勵下，賴志賢一步

步實現大學夢，成功升讀教育大學中文系，還在一個徵
文比賽中獲得冠軍，正在逆風飛翔。

長者任「逆風領袖」增港青抗逆力

◆導師盧秋娟及學生賴志賢本
來互不相知、相交的兩代人，
因為該計劃而相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何錦明冀與年輕
人一起保護環境。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健怡 攝◆為期三年的「賽馬會逆風跨代計劃2.0」在昨日告一段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阿樂（化名）過去幾年一
直由社會福利署署長監護，但他未有因與雙親失去聯絡
而自暴自棄，更在家舍中幫助照顧其他年幼舍童，積極
投入生活，並立志成為社工，希望日後能服務他人。他
昨日與其他43名兒童及青少年，獲得社署及東華三院的
嘉獎，以表揚他們過去一年在學術、操行、體藝及服務
方面的進步或優秀表現。
社署署長李佩詩與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馬清揚昨日出
席「壯志驕陽嘉許禮2023」，和超過140名受社署署長
監護或接受東華三院住宿服務的兒童和青少年歡聚，向
他們表達關懷。其中，有44名兒童及青少年獲頒發「最
佳成就獎」或「最佳進步獎」。
李佩詩在嘉許禮上讚揚獲嘉許兒童及青少年自強不息
的精神，並感謝家屬、照顧者、義工和社工陪伴這些兒

童及青少年走過艱難時刻，使他們能茁壯成長，並鼓勵
更多家庭成為寄養家長，分享家庭關愛。

立志做社工 幫有需要者
「最佳成就獎」得主之一的18歲阿樂，自中一起入住兒

童之家，其後與雙親失去聯絡，2019年成為社署署長監護兒
童。他在社工及家舍家長照顧和鼓勵下，積極面對生活和學
習上的挑戰。他為人友善、富同理心及有耐性，在家舍擔當
「大哥哥」角色幫助年幼舍童，並在社工啟發下立志投身社
工行列，期望以自身經歷服務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另一名「最佳成就獎」得主是17歲阿俊（化名）。由

於生母需要工作和照顧其他家人，他自小被安排入住院
舍，目前正就讀中五，擅長體育項目，是學校籃球隊和
田徑隊隊員，曾代表學校參賽並獲得多個獎項。他努力

裝備自己，目標是考入大學報讀喜愛的課程，期望畢業
後有穩定收入過獨立生活，同時減輕母親的負擔。
截至去年12月底，共有762名兒童及青少年受社署署
長監護，其中48%住在寄養家庭或兒童之家，另外33%
接受院舍服務，餘下則接受其他安排，包括與其他親友
同住等。

少年獲社署監護 變「家舍哥哥」助後輩
◆李佩詩（右
一）出席壯志
驕陽嘉許禮
2023， 與 兩
位「最佳成就
獎」得主交
談。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再有
一批網上圖片流出，顯示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早前
發生冧天花事故。從相片
中可見，事發後現場地面
有多塊碎石屎，假天花支
架扭曲斷開。威院發言人
昨日確認於今年1月26日
接獲職員通知，威院特別
大樓8樓婦產科一個多用途
室有天花石屎物料掉落。
該處並非臨床範圍，沒有
病人或職員受傷。院方已
於即日向醫管局通報事

件，並在維修及檢查後確認樓宇結構
安全。

靈實鑿穿氧氣喉 病人轉房
靈實醫院昨日則發生了一宗裝修

工程意外事件。事發在昨晨約 11
時，該院主座大樓有裝修工人懷疑在
工作期間意外鑿穿氧氣喉管，影響病
房氧氣喉管的氧氣濃度。院方隨即安
排修補氧氣喉管裂口，及調動氧氣
樽，確保病人供氧不受影響。為安全
起見，院方安排4名需要高濃度輸氧
的病人轉到其他病房。所有病人的病
情沒有受到事件影響。
院方會繼續密切監察其他病房的

氧氣供應，確保病人治療不受影
響。
院方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呈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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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院早前發生冧天花事
故。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20年前，香港
受沙士肆虐，幾經艱辛擊退疫魔；20年後的今
天，香港在同心合力下戰勝新冠疫情，社會邁
向復常。來港出席「從沙士到新冠」健康教育
展覽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表示，相隔約20
年一遇的大型疫症，證明病毒不可能離我們而
去，疫苗、口罩及良好衞生習慣最為重要。他
讚賞香港抗疫有效，兩地可以更緊密合作防
疫。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相信，香
港未來仍需面對傳染病挑戰，醫療衞生體系應
追求「超常」及改革創新，持續加強醫療系
統，提升本港的醫療水平。

健康教育展回顧沙士新冠兩疫
「從沙士到新冠」健康教育展覽昨日起一連
兩天在荃灣一個商場舉行，回顧非典型肺炎及

新冠肺炎兩場重大疫症，並特別加入呼吸科疾
病如慢阻肺病、哮喘等資訊，以及長新冠症狀
的應對方法等，與市民共度後疫情時代。主辦
方邀請了「抗疫英雄」鍾南山等多名參與兩場
疫戰的醫生出席開幕禮。
鍾南山表示，20年間發生兩次大型傳染疾
病，可見傳染病是無法離開的，但相信人類可
戰勝每場疫症。他讚揚香港在持續三年的新冠
疫情中的防疫工作有效。香港一些基礎研究顯
示，使用口罩極為重要，內地亦大力推展；香
港去年出現較大的疫情，出現重症及死亡個
案，其後鼓勵公眾接種疫苗，於去年8月至9
月時疫情趨穩，為復常做好準備。他指出，香
港較內地提早放寬防控措施，本月起還撤銷口
罩令，相信有關先行做法對內地有很大的促進
作用，希望香港與廣東更緊密合作防疫。

盧寵茂：醫衞體系應追求「超常」
盧寵茂致辭表示，由沙士至新冠病毒的20

年間，傳染病沒有離開過人類，相信香港未來
仍需要面對傳染病的挑戰，需要保持警惕，包
括公共衞生需要常態化，市民要有良好的公共
衞生習慣，「抗疫不單要政府努力、醫護人員
努力，最緊要的是市民合作，共同抗疫。」
香港經濟和社會活動逐步復常，他強調，醫
療衞生體系不應止步於復常，更要追求「超
常」、改革創新。政府最近提出醫療人手措
施，包括由去年開始的引進非本地培訓醫生，
而醫務衞生局近日提出《護士註冊（修訂）條
例》，建議引進非本地護士人才，都是為了確
保公營醫療系統有足夠醫護人手，提升醫療水
平，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鍾南山讚港抗疫有效 兩地應緊密合作防疫

◀ 許樹昌表示，香港目前免疫屏障強，看不到再有大爆發的情況，認
同香港的新冠疫情已完結。圖為2023年香港花卉展覽開幕時，現場人
山人海，市民除下口罩賞花拍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鍾南山（前排左一）讚賞香港抗疫有效，兩地可以更緊密合作防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