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反彈，昨日新
增 60 宗確診個案，全屬本地個案，其
中13宗源頭不明，累計至今共有9343
宗確診個案；另有 30 多宗初步確診個
案。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示，早前做強制檢測後，
在新填地街26號再發現多6個單位有確
診個案，此唐樓累計共有 21 人確診；
另外有初步陽性個案涉及2個單位。衛
生署將會再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
新填地街20、22、24和26號單位的人
士強制檢測。

增60確診地盤群組添9宗
張竹君表示，60 宗新確診個案包括

30男30女，年齡介乎1至75歲，當中
22人在臨時檢測中心發現。在47宗與
之前個案有關連的個案中，其中9宗確診個案是中九
龍幹線地盤工人的緊密接觸者、有3宗是青衣救護站
的救護員，3宗港九小輪相關個案包括2名工作人員及
1名緊密接觸者，該群組累計有8宗個案。

她指，早前經強制檢測後，在新填地街 26 號再發
現個案。防護中心向附近大廈派樽亦發現個案，包
括 20 號有 2 個單位有個案，其中一個單位的個案與
中九龍幹線地盤有關，22 號亦有一個單位有個案，

未知源頭。大廈4個唐樓門牌的走廊相通，而每個
房單位都有獨立洗手間和廚房，過往不會將這類毗
鄰房戶送往檢疫，但估計今次房單位即使有獨
立廁所，可能改裝後仍有部分設施相通導致傳播，
故決定同門牌的同層毗鄰房住戶列為密切接觸
者，全部送往檢疫。由於防護中心沒有住戶名單，
已經找警方協助。

至於早前強制檢測的坪石金石樓、藍石樓和黃石

樓方面，港大的污水樣本監察持續驗出陽
性，可能有個案在首次強制檢測中未能發
現，會再進行第二次強制檢測。

另外，醫管局指，瑪嘉烈醫院職業治療
部再多一名員工初步確診，患者是職業治
療師，之前有做檢測，前日再做檢測時初
步呈陽性，同日起喉嚨不適，上星期五曾
經在製作壓力衣的多用途室工作過，因應
職業治療部之前有 3 名病人服務助理確
診，醫管局將 1 月 4 至 8 日在用途室逗留
過超過2小時或用膳的人，列為密切接觸
者，一共有5名職業治療師要檢疫，至今
有11名職員要檢疫。局方又指，有13名
病人曾經使用衣車所製的康復用品需要回
收。

誤寒冷致不適易減警覺性
此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表示，近日天氣寒冷，不少人出現喉嚨不適或
流鼻水，減低警覺性，可能出現感染病徵都未去檢
測，呼籲市民加強警覺，若醫院持續出現爆發，或
會影響高危病人，甚至醫院的服務。他又認為，當
局在追蹤接觸者的工作仍然未夠迅速，期望新成立
的啟德個案追蹤指揮中心，能加快相關工作，政府
亦要考慮加派人手，達至 24 小時內完成緊密接觸者
追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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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疫情反覆不能掉以輕心
林鄭月娥表示， 過去一個星期，從每日確診數字

可見，疫情雖然有很緩慢下降的象，但亦出現了一
些反覆，而確診個案的性質和出現的環境也令人擔
憂。其中，醫院、大型地盤等先後出現感染群組，確
診者也包括每天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消防處救護員、小
輪船員、船長、公共交通工具司機等；這些人士接觸
面很廣，不能掉以輕心。

面對全球疫情日益惡化，林鄭月娥強調政府必須繼

續堅守 「外防輸入」政策。對於受此影響而在外地滯
留的市民，希望他們明白政府是為全港市民安全
想，對有關政策予以諒解。至於 「內防擴散」方面，
她強調需要每位市民的支持，包括接受病毒檢測，堅
守社交距離、減少聚會。

檢視某些行業准局部復業
因應農曆新年即將來臨，林鄭月娥再次呼籲市民

應減少聚會，節慶期間大家要在比較平靜的環境中
度過。她又多謝各位市民在過去一年的諒解和配

合，但希望大家繼續謹守防疫措施，共同打贏這場
疫仗。

被問到政府計劃何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林鄭月娥
表示，過去兩波疫情放寬是當本地感染個案回落至單
位數字，政府會不斷檢視確診數字趨勢。她又提到，
考慮到有業界意見要求措施不再一刀切，當局正檢視
某些行業如做足防疫措施、員工願意檢測、使用 「安
心出行」等，可否容許局部復業。不過，她亦強調現
時並非適當時候作出檢視，強調目前仍需謹守社交距
離措施，嚴陣以待。

不會有金錢鼓勵接種疫苗
此外，林鄭月娥在談到疫苗接種計劃進度時表示，

其中一款疫苗最快可在本月抵港，另外兩款分別於今
年第一季及下半年抵港。她續指，特區政府會確保疫
苗的供應充足，以讓市民按時、順利地接種。特區政
府也已為疫苗接種訂定法律框架，新冠疫苗顧問專家
委員會將於本星期舉行會議，再觀察疫苗的相關數
據，並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作出推薦。她重申，當疫
苗抵港後，自己會第一時間接種。她並強調，接種疫
苗屬於自願行為，特區政府不會提供金錢方面的鼓
勵。

疫苗接種免費自願
林鄭冀市民減少聚會平靜過春節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農曆
新年在即，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有緩和
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

前再次呼籲市民減少聚會，希望市民在節慶期間能在比較平靜的環境中度
過。此外，其中一款新冠疫苗預料最快本月抵港，她表示全港市民將免費獲
得疫苗接種，並強調接種疫苗屬於自願行為，特區政府不會提供金錢方面的
鼓勵。

新填地街房爆疫擴大強檢

中大促政府解說
增疫苗接種比率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在本港疫情第三波的高峰期進行了1200個電話訪
問，昨日公布結果顯示，受訪港人整體對新冠肺炎疫
苗接受程度只得三成七，遠低於其他國家的約六成至
九成，而疫苗接受程度按年齡分析呈 「J形」曲線，
顯示年輕人接受程度較高，緊接年齡組別的接受程度
回落，隨後較年長市民又較願意接種。

指政府角色最具影響力
調查亦發現，在推薦者影響力分析中，政府、醫

生、家庭成員和朋友的建議能有效加強疫苗接受程
度。其中，政府的角色最具影響力，是醫生和家庭
成員影響力的5倍。

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陳基湘表示，受訪市
民對新冠肺炎疫苗的接受程度遠低於群體免疫或放寬
抗疫措施及恢復經濟活動所需的先決條件，情況令人
關注。香港應設定目標，在市民知情的情況下自願接
種，使疫苗覆蓋率達到至少七成。中大醫學院建議政
府優先進行4個主要領域的溝通，包括解說以新式方
法mRNA和DNA製造的疫苗、製造商以往製造疫苗
的經驗、對產地來源的關注及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已接
種政府所選定疫苗之人數和安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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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副理事長李世榮、理事胡綽謙等昨日發起
網絡請願，再次要求政府盡快設立 「失業援助金」，
以解決市民急切的生活困難。

新社聯表示，2020年9月至11月的失業率為6.3%，
整體失業人數為24.43萬以及就業不足的人數是13.31
萬，又引述有金融機構指，如計算第二輪保就業計劃
結束的影響，預計香港失業率在今年會在7%以上；而
服務無家者的機構更發現近期有不少人因失業而露宿
街頭，更有7歲兒童要與家人在街上露宿。

胡綽謙反映失業市民的意見時指出，失業市民認為

申請綜援金非常苛刻，因而窒礙了他們申請，故促請
政府推出短期和簡單的失業援助機制。

陳勇也認為政府首要是幫助市民渡難關，在面對市
民的迫切需要下，政府應從善如流；副理事長李世榮
則呼籲政府要拆牆鬆綁，用最簡單的援助方式幫助市
民解決困難，盡快恢復香港的經濟活力。

健身及康體教練盼援手
另外，工聯會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昨日到政總外請

願時表示，政府由去年12月10日起便要求全港所有健
身中心及體育處所再度暫停營業，而業界教練及從業員
已累計最少逾180日停工，另有七成業界從業員無法得
到政府的賠償和支援，促請政府正視業界情況，並要求
政府優化第四輪 「防疫抗疫基金」的申請機制以及增設

康體業界的緊急失
業生活援助津貼。

新社聯請願促設失業援助金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理事長黃國，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郭偉
強、陸頌雄等昨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財
政預算案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政府撥出150
億元即時推出失業停工現金津貼、向旅遊及酒店
等受新冠肺炎影響的重災行業從業員派發1萬元
津貼、向市民派發8000元電子消費券等。工聯會
亦希望政府鼓勵市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設 10
億元疫苗注射保障基金，為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
不良反應的市民提供經濟支援。

倡盡快恢復兩地經濟往來
其他建議包括，推動已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免檢疫

通關，盡快恢復深港兩地經濟活動和市民往來；2003
年政府在沙士疫情後開設7.3萬個臨時職位，希望政
府推出第二輪臨時職位的開設，臨時職位數目不應少
於沙士時的總數。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成員鄧家彪建議，可向全港18
歲以上居民派發一張 「廣深港」高鐵來回電子車票，
讓市民於恢復通關後一年內乘搭至高鐵直達的58個內
地站點，加速恢復與內地的交往。

工聯會其他建議包括增發兩個月綜援金、職津、長
生津、生果金和傷殘津貼；盡快合併普通和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並劃一採取高額津貼的金額；推出租津、
租務管制及物業空置稅三管齊下的措施；公屋免租兩
個月，紓緩租金負擔等。

工聯會晤財爺獻策幫打工仔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團結香港基金
昨日舉辦 「團結卓爾論壇」，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
長張信剛以《文明的激盪──歷史觀點與未來展
望》為題發表演講。張信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疫情對不同文明及宗教背景的人都構成嚴
重威脅。人類能在短期內製造疫苗應對新冠肺炎病
毒，說明科學的進步，但是人類還沒有達到完全了
解自然、適應自然，並且讓自然界為人類服務。他
認為，人類應從疫情中反省 ， 「在 2020 年我所感
受到的，就是我們應該要想一想，是否繼續彼此鬥
爭，還是應留意、克服、適應自然帶來的困難」。

張信剛續指出，香港從殖民時代開端，西歐、東
亞與南亞文明就一直和諧共存，已經高度互相滲
透，沒有文明衝突的象。香港華洋文化融洽相
處，東西文明並存，不同習俗與禮儀同受尊重，這
種經驗值得發揚光大，建立更為包容的心態，凝聚
更加廣泛的共識。他認為，和諧共處、國際合作、
文明互補是人類在地球上創造美好新世界的必要條
件。他強調，全球人類冀求美好生活， 「天下為
公」與 「和而不同」將是人類的最佳選擇。

張信剛冀息爭鬥
全球合作抗疫情

當局因應疫情擴散，強制佐敦新填地街20、22、24、26號的住戶接受檢測。 中新社

工聯會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右六)提交財政預算案建議。

張信剛出席 「團結卓爾論壇」 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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