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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公會與YMCA攜手培訓
新一代網絡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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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Ngo辦環保展覽設免費環保工作坊

【 香 港 商 報 訊 】

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

利嘉閣為答謝後勤員工

在疫情嚴峻之時，堅守

崗位，向前線同事作出

全力支援創造出不俗成

績，決定由今年1月1日起調

高全體後勤員工的薪酬，加幅為2.5%。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表示，全球受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打擊，無論社會經濟或市民生活都受到重大影

響。在疫情爆發初期香港樓市交投量即時急跌，但隨

着政府推出多項防疫措施，以及市民開始適應疫情帶

來的影響，樓市逐漸回升，而全年二手成交宗數較去

年顯著回升近兩成之多；預期在新冠疫苗應市之下，

疫情得以維持穩定，甚至逐漸減退，樓市將出現較顯

著的反彈，樓價有望自低位顯著回升約10%，呈現「

有升無跌」的格局。廖氏補充，預期樓市將會顯著反

彈下，公司會作出相應部署，會增聘前線員工，目標

由現時約2600人上升至3000人；不過隨着市民搵樓模

式 的 轉

變，分行

數目增幅

會減少，

並將資源

重點投放

在資訊科

技發展及

線上宣傳

推廣。

【香港商報訊】香港銀行公會與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YMCA)為協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生活態度及

努力追尋夢想，早前攜手推出「YOL青少年意見領

袖培訓計劃」，在資深傳媒人李燦榮的指導下，學

員已完成網絡主播訓練，並邀得多位名人作訪談嘉

賓，構思和製作多套短片，早前已於社交媒體向公

眾播放，展示培訓計劃的成果。

「YOL青少年意見領袖培訓計劃」為來自基層

家庭、對「關鍵意見領袖」行業有濃厚興趣的小五

至中六學生免費提供網絡主播的訓練，包括口才表

達、訪談技巧、構思和製作短片等。完成理論課程

後，學員分成多個製作團隊，構思和拍攝12套涵蓋

升學、理財、金融科技、創業、運動、可持續發

展、義工活動及親子樂融等與緊貼青年生活的短

片。多位專家及各界卓越人士擔任短片嘉賓，包括

三屆亞運金牌得主黃金寶、無止橋慈善基金發起人

紀文鳳、親子教育專家陳美齡、信和集團創新聯席

董事楊孟璋等，為年輕人分享其人生經驗及追尋夢

想的歷程，短片已於香港銀行公會和YMCA的社交

媒體發放。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宣布，利嘉閣全體
後勤員工加薪2.5%。

　三屆亞運金牌得主黃金寶分享比賽對人生的啟
發，並示範簡易居家運動，鼓勵年輕人在疫情下
堅持運動。

香港的廢物量每年持續遞增，除了棄置在堆填區，

青少年還可藉着大會的免費「舊物重生工作坊」，學

習如何將家中舊物重塑，並在「廢物再造展」展出新

物的第二生命。

活動中的免費工作坊，包括自家製購物袋工作坊、

磨砂杯、花樽、花瓣畫等等，需要預早網上報名參

加。工作坊主要以廣東話進行，參加者只需安坐家

中，準備好Zoom程式，相應自備材料，開開心心學

習重塑家中舊物，紓緩一下抗疫下的緊張情緒。

完成課程後，只要將作品攝錄或拍照片作出簡介經電

郵遞交，所有參與作品均會在「廢物再造展」網上展覽，

活動完成後，大會還會頒發證書正式委任為新一代「減碳

大使」。除此之外，展覽當日導師還將會從所有作品中揀

選三個最有創意性的作品，競逐冠、亞、季軍各獎項。

【香港商報訊】安坐家中也可以有新搞作。Smile N 

Go Welfare 微笑共行慈善團體以「環保重塑」為主

題，在2月6日設立「廢物再造展」網上展覽，屆時有

創意攤檔、本地音樂表演以及環保分享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新
冠肺炎持續肆虐本港接近一年，特區政
府正籌備展開疫苗接種工作，市民有望
於 2 月起接種疫苗。食物及衛生局副局
長徐德義昨日接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
慧訪問時說，即使疫苗接種計劃開
始，不代表可取消所有公共衛生防疫措
施。

徐德義：須檢視疫苗實效
徐德義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對市民來

說是新事物，特區政府會將疫苗的好處
和潛在風險向公眾解釋清楚，疫苗專家
工作小組內幾名成員有不同背景，當中
有人曾參與多個公共衛生大型事項和熟
悉安老院舍運作，相信他們可向當局提
供意見。特區政府也會密切監察疫苗的
副作用。

徐德義認為，當局需要一段時間才檢
視到疫苗的實質效用，即使疫苗接種計
劃開始，都不代表可取消所有公共衛生
防疫措施，但特區政府會繼續鼓勵公眾
接種疫苗，令整個群體受感染機率減
低。

同場的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就
指出，部分長期病患者未必適合接種疫
苗，但他們卻屬高危群組，希望政府的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能盡快釐清有關問
題。而當疫苗抵港後，當局要在短期內
安排大量人手為市民接種，相信公營體
系人員會疲於奔命，建議特區政府為私
營系統的醫護人員、甚至非醫護專業的
人提供培訓，協助接種疫苗計劃。

不鼓勵混合接種不同疫苗
此外，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

明昨早在電台節目中表示，不鼓勵市民混合接種不同
藥廠的疫苗，強調只有在疫苗供應不穩定或不足夠的
情況下，才會考慮混合接種模式。他指出，至今未有
臨床試驗確立，混合接種不同藥廠的疫苗有效及安
全，但理論上，復星及阿斯利康疫苗，雖然用不同技
術製造，但都是利用新冠病毒的S蛋白作為抗原，刺
激免疫系統從而產生抗體，因此勉強有機會可以混合
接種。他透露，藥劑師學會將會派員協助接種新冠肺
炎疫苗，1700名註冊藥劑師即使只有一半願意幫忙，
都有近1000人可提供協助。

增53宗確診將藍隧12工人染疫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新增

53宗確診個案中有43宗本地個案，其中37宗與之前
個案有關連。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再多11宗確診，
累計共有12人感染，主要是搭棚、釘板、雜工等，
當局已要求地盤停工和進行強制檢測。她說，確診工
人來自3間細公司，疑地盤工人的工種可能較難實行
防疫措施，如戴口罩，加上共用更衣室，增加傳播風
險，地盤的其他工人可能造成隱形傳播，建議當局可
考慮減少工人共用貨櫃的人數，亦要加大有關更衣、
用膳的空間。

張竹君又提到日前公布的個案中，一名有長期病患
的女子，曾經於上月28日在瑪嘉烈醫院內科日間病

房接受治療，追蹤下發現同病房有2名病人和2名醫
護人員初步確診，防護中心要求曾經到有關病房的人
士接受強制檢測。

病房首名女疫患居深水疫廈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表示，最早確診的病人有

家人早前已受感染，暫時會將40多名曾於病房接受
治療的病人，以及20多名職員列為密切接觸者，須
要檢疫，當中大部分是血科病人。她說，會配合食物
及衛生局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預料醫院服務會受影
響，希望病人體諒，局方會檢視如何將影響減至最
低。

此外，袁國勇昨午到瑪嘉烈醫院涉事病房視察及進
行調查，逗留約 2.5 小時後見記者講述情況。他表

示，本港48幢疫廈，其中9幢在瑪嘉烈醫院周圍，病
人很容易把社區感染帶入醫院。是次涉事病房首名確
診的66歲女病人居於深水一幢疫廈，她去年12月
28 日因骨髓瘤需要入院進行化療，曾出現發燒徵
狀，但由於化療病人通常都有發燒，醫生未發現她有
其他病徵，之後再量體溫亦變回37度，故讓她接受
吊針約5個半小時。期間女病人有半小時除下口罩用
膳，另外2名受感染的病人和2名醫護，均和這位女
病人的位置很接近，或因短距離空氣傳播感染。

袁國勇建議日間護理病房須檢測
袁國勇指出，與以往個案不同，以往病人都是已入

院，但今次是在日間護理內科病房。他說，所有入院
病人都會做病毒測試，但日間護理病房就不同，建議
進入日間護理病房的病人也要接受測試；如有發燒的
病人，就不要讓他們在日間病房接受治療，應到監察
病房或負壓病房，直到有病毒陰性測試結果，再轉到
日間護理病房。另外，他又提出，盡量不要讓病人在
日間護理病房用餐，但坦言 「講就容易做就難」，因
為不可能不讓病人進食，故建議考慮食輕餐，例如三
文治、餅乾，縮短除口罩時間。

他又指，政府相關部門已抽取空氣槽入風及出風位
等環境樣本，另27位醫護、55位病人已接受檢測，
不排除未來會有更多確診個案。至於染疫醫生有7名
同事、23位接觸過的病人，以及另2名陪同上述女病
人入病房的親人都列為密切接觸者須要檢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昨日公布
第四波疫情市民防疫情況調查。有關調查於去年12月
以抽樣電話訪問了1150名市民，問及會否主動接種新
冠肺炎疫苗，67%受訪者表示會主動接種，26.6%稱不
會，而不會主動接種疫苗的原因包括擔心疫苗會有副
作用、對健康有即時危險及認為疫苗對抗疫無用等。
不會主動接種疫苗的受訪者之中，被問及若然接種疫
苗後回內地可以豁免14日隔離檢疫，25.5%受訪者表
示會轉變立場主動接種疫苗。另外有75.6%受訪者期望
香港盡快與內地及澳門恢復正常通關。

民建聯促早準備早統籌
調查結果亦顯示，71%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推

行全民強制檢測，以防止疫情傳播。另外近65%受訪
者表示疫情令自己或家人的工作收入減少，66.5%受訪
者表示擔心疫情會令自己或家人失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是次調查發現，絕
大多數市民對疫苗有信心，並願意主動接種。建議特
區政府必須妥善籌備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並按照
「早準備、早統籌、早公布」的原則，盡快完成尋找

接種場地、安排物流運輸、招募工作人員、開展宣傳
及報名工作等，讓疫苗抵港後，可第一時間讓市民開
始接種。

民建聯又建議當局公開更多臨床數據，證明供港的
各款疫苗均安全可靠，從而加強市民對疫苗的信心，
吸引更多市民於稍後時間主動接種；盡快落實推行全
民強制檢測；以及推出短期失業援助金，應對將至的
結業潮。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香港專業人士協
會（專協）昨日提出兩項防疫建議，包括建設智能排
氣保護裝置及長期污水監測系統，期望可及早阻止新
冠肺炎病毒進一步在社區蔓延，並希望特區政府能夠
採納建議，以達至 「清零」目標。

專協主席黃山表示，由專協提出裝設的排氣保護裝
置 「Smart Vent Protector（SVP）」有多重除菌和除
臭的技術，只需安裝在屋頂現有的排氣管頂端，便可
為氣體進行消毒；SVP同時擁有單次性安裝、減低病
毒和細菌在排氣管內散播以及環保設計功能的好處。
黃山續指，裝置計劃可於今年初稍後推出市面，售價
約為8000至10000元。

目前，SVP已在不同樓宇進行測試，並獲得建造業
議會的支持。黃山透露，SVP在5幢大廈中進行了測
試，當中包括商場、酒店和商業大廈；他提到，測試
主要關注冠狀病毒、一般性細菌，又補充指還可測出
大腸桿菌，而結果發現SVP可減少八成細菌。

促建長期污水監測系統
專協常務副主席龐朝輝稱，專協認為應該在全港屋

苑、樓宇或當局認為較高危公眾地方的污水渠，建立
一套檢測新冠肺炎病毒的長期污水監測系統，以阻截
社區傳播源頭達至 「清零」。他續表示，在進行污水
檢測時需要政府引領， 「官、商、民」合作，訂立標

準的方法和統一的資料庫、資料解讀指引，同時配合
衛生防護中心的數據，以更有效精準抗疫。龐朝輝同
時指出，在嚴峻疫情下進行強制檢測及減少市民外出
流動，切斷所有隱形傳播鏈是很需要的，冀盡快令病
例 「清零」，帶領香港走出 「疫」境。

黃山續說，要實踐上述建議，政府需要提供實際執
行上的支持，組織和訓練相關行業的人員，如屋宇設
備工程師、建築測量師等專業人士，讓他們可協助從
大廈排污系統的下水道沙井中採納樣本，樣本隨後可
交往註冊化驗所進行分析，而分析報告也可交給衛生
防護中心作評估，並策動地區性強制檢測和其他預防
措施。長期污水監測系統有助制止新冠肺炎的傳播，
也可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他並認為，傳統對付傳染病

的應變計劃很多都未必適合現時的新冠肺炎病毒疫
情，而政府應即時安排充足的資源和設立更多檢測方
法，從而革新現有措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社會福利署昨
日表示， 「社會福利署津助機構興趣班導師補助金
計劃」 (第三期)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3 月 31 日截
止，申請詳情已上載社署網頁。

有關計劃是 「防疫抗疫基金」在2020年12月獲通
過的措施之一，旨在為成功申請第一期及/或第二期
的興趣班導師，以及在2021年1月至4月期間受聘/
曾協議受聘於社署津助機構營辦的津助福利服務單

位，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有關藝術、舞蹈、手工、體
育等方面訓練，因當前疫情持續導致服務暫停而收
入受損的每名合資格興趣班導師，提供一次過7500
元的補助金。

成功申請第一期及/或第二期的興趣班導師將會收
到有關計劃第三期的電話短訊通知，符合資格的申請
人可填妥申請表格，透過郵寄直接遞交社署；新申請
人須經由相關的津助福利服務單位向社署遞交。

瑪嘉烈病房小爆發
9幢疫廈包圍 疑經社區傳入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馮煒強報
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昨日新
增 53 宗確診個案，當中 10 宗為輸入個
案，而43宗本地個案中，有6宗屬源頭不

明，至今累計確診達9017宗，突破九千大關。瑪嘉烈醫院內科病房日前有一名女病
人確診，經追蹤調查，再多2名醫護人員和2名病人初步確診，有關病房需要強制檢
測。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午到瑪嘉烈醫院視察及進行調查，認為是次
出現院內感染是源於醫院附近的社區爆發情況嚴重，有9幢疫廈在醫院周圍，疑到訪
醫院的患者或因此將社區的病毒帶入醫院，繼而透過空氣短距離傳播開去。

專協倡大廈裝置排氣消毒

津助機構興趣班導師獲7500元補助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提議革新措施應對疫情爆發。
記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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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受訪市民稱
將主動接種疫苗

瑪嘉烈醫院日間內科病房爆發疫情(右圖)，港大講座教授袁國
勇到場協助調查後向傳媒匯報情況(上圖)。 記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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