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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95宗新增
確診個案患者包括44男51女，年齡介乎16至97歲。
而92宗本地個案中，有51宗是與之前個案有關連，
亞博館多2宗相關個案；將軍澳—藍田隧道多一人染
疫，這個群組個案增至11宗。

葵盛西等2群組須2次檢測
葵盛西第8座5樓多一個單位有一人確診，同層

至今有9個單位共15人染疫。麗晶花園6座D單位新
增3宗，當中一人是緊密接觸者，另外多一個單位有2
人染疫，至今同座有6個D單位受影響。張竹君指，
會為葵盛西8座及麗晶花園6座居民做第二次測試，
其中葵盛西居民要在本月18日至22日做檢測、麗
晶花園居民要在20日至24日之間接受檢測。

彩雲明麗樓有3個單位共4人確診，中心會向居
民派發樣本樽。將軍澳天晉匯翹子醫務中心，一名診
所助理確診，本月5日最後上班，7日開始咳嗽，中心
會跟進診所員工及病人。

42歲女患者病發數日離世
另外，伊利沙伯醫院一名42歲女確診者病逝，至今

有 114 名患者在公立醫院離世（累計 117 人死於疫
情）。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該女患者本身並無
長期病患，本月4日出現發燒、咳嗽及氣促，上星期
日清晨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當時情況嚴重，
出現呼吸衰竭，需要進行急救及插喉。醫管局重申，
年輕病人同樣會出現嚴重併發症，呼籲市民一定要做
好防護措施及減少聚會。

竹篙灣檢疫中心人員染疫
初步確診個案方面，基督教靈實協會秀茂坪日間活

動中心暨宿舍有一名照顧院友的工作人員初步確診，

上周五最後一天上班，前日開始不適，有數十名殘疾
院友需要送往檢疫。竹篙灣檢疫中心一名當值民安
隊隊員初步確診。他負責於指揮中心接聽熱線電
話，無須接觸公眾或檢疫人士，工作時有佩戴外科
口罩，並與接觸人士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最後一次
當值是上周四。他上周五感到不適，前日得知檢測
初步呈陽性。

大埔那打素醫院骨科一名矯形及創傷科女護士於11
日發燒，檢測初步結果呈陽性，她最後一天上班是本
月11日，期間沒有接觸病人，8名曾和她用膳職員要
檢疫，其中已有7人結果是陰性，沒有病人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有關病房和更衣室等已經進行清潔消毒。
屯門醫院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一名女服務助理上周

五不適，前日求醫，檢測初步呈陽性。她上周一起放

大假，沒有接觸病人，但前日知道結果前短暫回過醫
院，期間沒有進入病房，與一名文員有接觸，文員要
接受28天醫學監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海外抵港人士由本
月22日（下周二）起，須入住36間指定檢疫酒店，期間
不得離開房間，亦不准探訪。負責統籌的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表示，22日零時零分起，所有指定酒店只
會接收檢疫人士，非檢疫人士不得再在這些指定酒店內
住宿。而非指定酒店則不可接收須 14 天酒店檢疫的人
士。他指，部分酒店如能提早在本周五(18日)完成相關防
疫要求成為指定檢疫酒店，可接收檢疫人士。

聶德權透露，有個別酒店已提出，在整個酒店的運
作、防疫要求以及清空非檢疫客人方面，可早一些能夠
做到。他說，如果有酒店能在本周五便已可變身成一間
指定酒店接收檢疫人士，政府會將有關資料在網上公布
發放，讓返港人士清楚知道有關資訊。

聶德權稱，為配合有關安排，政府會在本周五安排由
機場到這36間指定酒店的相關交通，已預約這些指定酒
店者，可在機場乘搭這些指定交通去酒店，相信有關做
法能夠配合到整個 「外防輸入」的措施。

他又提醒，如計劃21日抵達香港的人士，要預訂36間
其中一間指定酒店，確保不會因延誤、檢測時間等情況
而導致不便。政府亦會通知航空公司，如 21 日抵港旅
客，亦都會在上機前檢查他們是否已預訂指定酒店。

港府更新指定檢疫酒店安排
昨晚，政府發言人表示，有關規定所有從中國以外其

他國家抵港人士，由12月22日零時起必須入住指定檢疫
酒店的安排有三項更新（如表）。

發言人證實，如果指定檢疫酒店能完成有關準備工
作，包括達到政府在計劃下的防疫要求，及只有接受
檢疫人士入住，可提早於 12 月 18 日開始以指定檢疫酒
店模式運作。發言人指，自從政府公布指定檢疫酒店
計劃後，部分指定酒店向政府表示可提早完成準備工
作，並可提早以指定檢疫酒店模式運作。從防疫角度
來看，政府歡迎有關建議，因可減少檢疫人士接觸社
區的機會。

昨增95宗確診70餘宗初步確診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
疫情持續肆虐，昨日新增95宗確診，累計
個案已達7541宗。92宗本地個案中，跳舞
群組再增7宗；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驚現

小型爆發，有3至4位清潔員工確診；另有41宗源頭不明個案。當日初步確診
個案則超過70宗。另據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表示，港府對有關所有從中國以外
其他國家抵港人士必須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的安排作出更新，如指定檢疫酒店能
完成有關準備工作，可提早於12月18日開始以指定檢疫酒店模式運作。

港珠澳大橋口岸現小型爆發

檢疫酒店最早周五起運作

香港違反 「限聚令」 和 「口罩令」 罰款升至5000元，但大批外傭依舊聚集在中環街頭。 中新社

【香港商報訊】面對全球新冠疫苗處於求過於供的
狀況，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表示，特區政府採購的新
冠肺炎疫苗劑量足夠覆蓋全港人口，希望在2021年內
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免費接種疫苗；他並指，會研究如
何向受衝擊行業提供進一步支援並盡快公布詳情。同
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政府採購的目標是在
最短時間內、購得最大量疫苗供市民接種，但明年仍
不能掉以輕心，避免疫情再反彈對已疲弱不堪的經濟
和民生加添壓力。

張建宗：疫苗註冊正緊急立法
張建宗在昨天發表的網誌中表示，全港市民盡快接

種疫苗對香港恢復正常生活至為重要，特區政府主導
的疫苗注射計劃是讓市民以自願形式免費接種疫苗。
首批疫苗會優先為醫護人員、長者、長期病患者、安
老或殘疾院舍員工等高風險群組接種。

疫苗採購方面，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採取 「雙管
齊下」策略，一方面參與由世界衛生組織牽頭的新冠
疫苗全球獲取機制，採購供應香港35%人口的疫苗劑
量；另一方面與個別疫苗製造商簽訂預先採購協議，

以獲取更多供應。他又指，為加速疫苗在香港的註冊
程序，讓疫苗盡早能於香港使用，本港已展開緊急立
法工作，允許在香港緊急使用任何經證明安全及有效
的疫苗。

受衝擊行業將獲進一步支援
面對香港持續嚴峻的疫情，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

堅守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策略，採取更嚴厲、更
精準的防疫抗疫措施，務能達到 「清零」。他表示，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有可能需要持續一段時間，對某些
特定行業帶來衝擊。因此，特區政府會研究如何向受
衝擊行業提供進一步支援，並盡快公布詳情。

張建宗呼籲市民在這關鍵時刻暫停社交活動和家庭
聚餐，確保有一個平安和健康的冬至及聖誕節。

陳茂波：疫情受控百業方能復常
當日，陳茂波於網誌表示，政府採購疫苗的目標是

在最短時間內、購得最大量的疫苗（初步目標數量為
香港人口的2倍）供市民接種。不過，在全球層面，疫
苗是處於求過於供的狀況，而且審批過程還未完成，

疫苗供應無可避免會是分批到達。至於隨後整個接種
安排也須按需要和風險分成不同優次群組，分批處
理。

他說，從購買疫苗、制訂接種計劃，以至從高風險
群組開始逐步為市民接種，都需一定時間。而且，接
種疫苗雖能預防一旦感染病毒而出現的嚴重症狀，但
卻不能完全消除被感染的風險。

陳茂波表示，展望2021年，將會繼續是充滿不確定
性的一年。除本地和環球疫情發展仍存有很大變數
外，還有中美關係發展以至地緣政治等影響。為能應
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在編製來年財政預算案時更
須為公共資源的運用釐定先後緩急、留有彈性。涉及
防疫抗疫工作的資源會全力配備，令防疫工作取得最
大效果，這是穩住經濟民生的最關鍵要素，也是恢復
與內地 「通關」和國際往還的先決條件。

他又說，對於因防控措施而被政府要求暫時關閉或
限制營業的處所，利用公共資源提供一定支援是情理
之中，但卻只是杯水車薪，終非長久之計。最重要的
是管控好疫情，讓百業恢復正常營運，市民恢復日常
生活。

港府疫苗採購足夠覆蓋全港人口

指定檢疫酒店
三項更新安排
▶如果指定檢疫酒店完成有關的準備

工作，及只有接受檢疫人士入住，可提
早於12月18日開始以指定檢疫酒店模
式運作。

▶政府於12月18日開始安排專車從
機場及位於華逸酒店的等候檢測結果中
心，接載返港人士前往指定檢疫酒店。

▶於12月21日抵港的人士，出發前
必須預訂指定檢疫酒店，否則將不會獲
准登機。

（詳情可瀏覽專題網頁www.desig-
natedhotel.gov.hk）

本港第四波疫情復熾，政府
大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飽受
重創的餐飲、零售、酒店、旅

遊等行業苦不堪言，結業裁員的消息一波接一波。
雖然政府已公布與兩間疫苗製造商達成協議，各供
750萬劑疫苗，其中首批100萬劑最快下月抵港，給
社會走出疫情帶來曙光，惟要實現全民接種需時頗
長，從嚴抗疫仍是當前迫切任務，一段時間內企業
倒閉、打工仔失業情況或會繼續惡化。非常時期要
有非常作為，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支援受重創行業，
給遭受失業之苦的市民提供必要幫助，助其渡過難
關，熬過黎明前的黑暗。

經歷數波疫情衝擊，本港多個行業已陷入經營艱
難，餐飲旅遊等行業無疑是重災區。原本受益於第

三波疫情受控，零售及餐飲市道有所好轉，失業率
未見惡化，8月至10月的失業率為6.4%，與7月至
9月相同，就業不足率維持於3.8%的水平，其中餐
飲服務活動失業率更由 15.2%改善至 14.8%。不過
這波疫情襲來，又打回了原形，食肆及餐飲場所晚
六朝五禁止堂食，只可以外賣，大部分營業場所需
要關閉等，相關措施或橫跨冬至、聖誕、新年等傳
統生意旺季，損失程度可想而知。業界指禁晚市堂
食令生意大幅下跌七成至九成，擔心年底前再有約
1000 間餐廳會停業或結業。若企業無法支撐下
去，失業潮到來無可避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自年初疫情至今，已
推出金額規模屬歷來最大的支援措施，包括在財政
預算案和防疫抗疫基金下的3輪支援措施，協助受

影響的企業及市民；同時強調，對於因為防控措施而
被政府要求暫時關閉或限制營業的處所，利用公共資
源提供一定支援是情理之中，但卻只是杯水車薪，且
終非長久之計。的確，政府資助只能治標，正所謂長
貧難顧，控制疫情、恢復經濟才能治本。依靠抗疫措
施 「加辣」 、市民自律配合，以及接種疫苗達致群體
免疫，才能讓社會經濟和市民生活復常。不過，香港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疫情無法 「清零」 的情況下，
持續的時間會較大家想像的要長，即使疫苗能夠順利
推出，完成接種非一蹴而就，疫情不會馬上過去，而
受影響的企業有無能力忍受長久虧蝕，要打上大問
號。政府不能坐視不救，與其等到相關行業出現裁員
及結業潮，大量打工仔失業才進行救助，不如未雨綢
繆，適時進一步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的經濟支援，為

未來將會出現的失業潮、裁員潮等作妥善應對，為
市民排憂解困。

誠然，政府需要保持一定的財政儲備以應付不時
之需，但儲備本就是積穀防饑，若度不過短空，又
何談長多。今輪疫情引發的經濟影響未來將持續顯
現，失業潮以至結業潮勢必猛於從前，打工仔手停
口停，面臨斷炊危機，此時動用財政儲備救急，讓
危難企業得存，使民生得到切實保障，就是把錢用
在了刀刃上，只要安排合理合度，並非不可接受。
政府宜總結前幾輪支援的經驗，根據實際需要，更
好地理順和調整支援措施，盡可能將資源用得更精
準到位，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真正幫到有需要的行
業。為了穩經濟、保就業、紓民困，推出新輪保就
業計劃，該做就做。

有必要進一步支援重創行業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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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