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男及菲籍女友今提堂
陳肇始昨日表示，當社區出現首宗變種病毒個案

時，必須採取最嚴謹措施，綜合流行病學調查及經
驗，在有條件下可調整，一旦情況逆轉，不排除再收
緊檢疫安排，而接種疫苗是抗疫重要一環，希望市民
正面看待。她又指，調整檢疫安排是基於科學，並非
由於檢疫中心無法負荷所致，目前亦有足夠的檢疫設
施，以及有後備人手應對，當局亦會適時監察。對於
薄扶林道豪峰早前有外傭感染變種病毒，但有住戶拒
絕撤離檢疫，陳肇始強調，相關情況不理想，又指若
市民不遵從安排可能有法律後果，相信執法部門正在
處理，重申在抗疫下人人平等，呼籲市民合作。

衛生署於5月8日暫控一名29歲印度裔男子及一名
31歲菲律賓籍女子分別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D 章第 3(4)條 「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
料」，以及第 3(2)條 「沒有遵守要求提供所需資
料」。2 人為早前確診新冠肺炎並帶有變種病毒
N501Y的病人，在衛生防護中心跟進確診個案的流行
病學調查中，該男子涉嫌在今年4月16日向獲授權人
員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該女子涉嫌在今年
4月17日沒有遵守獲授權人員的要求提供所需資料，
案件將於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衛生署發言人
表示，在追蹤期間向獲授權人員隱瞞或提供虛假或誤
導性資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並會阻延病毒追蹤
工作，對公共衛生構成重大威脅，重申必定會對任何
違反相關規例的人士嚴肅跟進。

已為市民接種170萬劑疫苗
此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網誌中表示，政府

於4月30日要求全港所有尚未完成接種疫苗的外籍家
庭傭工於5月9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因應檢測需求
在短時間內大增，政府已於全港各區增設超過20個流
動採樣站，並延長多個流動採樣站的服務日期及時
間。他又說，在5月1至7日期間，全港社區檢測中心
和流動採樣站已為超過28萬名外傭採樣，另有超過5
萬名外傭已預約於 5 月 8 日至 9 日在檢測中心接受檢
測，感謝外傭和僱主們配合強制檢測要求，同心抗
疫。

他指出，免費疫苗接種計劃現正在香港全面展開，
現時有不少國家竭力爭取足夠疫苗以遏止疫情，但卻
面對不少困難，反觀香港則有足夠的疫苗滿足整體人
口的需求，但接種的進度卻未如人意，有些人漫不經
心，也有不少人持觀望態度，故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
市民盡早接種。而疫苗接種計劃自2月26日展開，直
至 5 月 8 日已是第 72 日，政府已為市民接種共約
1704400劑疫苗，當中約648900名市民已接種第二劑
疫苗。

昨增1宗變種病毒輸入個案
至於昨日新增的輸入個案，患者為一名52歲女士，

由阿根廷抵港，並驗出帶有N501Y變種病毒。呼吸系
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近日新確診的本地個案多
是此前確診個案的相關個案，或為 「復陽」個案，暫
時未見到變種病毒在社區內擴散，相信不會有大規模
爆發的可能。他又指，本港目前正處於本地新增個案
接近 「清零」的階段，但如何持續 「清零」更為艱
難。他認為，特區政府應在 「外防輸入」和 「內防擴
散」的兩個防線上把好關，不要讓疫情再次大規模反
彈，打破來之不易的 「清零」趨勢。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涉嫌縱暴及包庇
「黃師」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昨公布一份

調查指出，約四成受訪教師有意離開本港教育界。教
聯會主席黃錦良回應認為，該調查十分片面，與現實
教育界情況相距甚遠，可能有政治目的，想把問題放
大；副主席鄧飛則指出，本港教育界自香港國安法推
出以來日漸回復平靜，形容該調查像是蓄意製造業界
恐慌。

黃錦良回應稱，在該調查中指有約19%受訪教師表
示有計劃辭職或提早退休，但事實上，教師行業一直
以來都是有人退休及離職，但同時又有很多畢業生投
入教師行列，認為這是良性流動，不是奇怪現象。至
於有受訪者表示傾向離開，但未有具體計劃，他相信

這亦只是情緒上的反應，不會有實際行動。
黃錦良續指，教師行業一直以來都是需求欠缺，即

是想做教師的人多於巿場上的教職數目，部分找不到
教師席位的人，只能以簽合約方式或助理教師入行。
他認為，該調查十分片面，與現實教育界情況相距甚
遠，可能有政治目的，想把問題放大，引起各界關
注。

調查人數比例過低
鄧飛續指出，教協有逾9萬名會員，但該問卷調查

僅訪問了1178人，認為調查比例過低。對當中發布約
四成教師有意離開本港教育界及其中約兩成人有傾向
離開的數據，他形容調查像是蓄意製造業界恐慌。

他又指，2019年時教師因社會風波普遍承受很大壓
力，不少無辜者在網上被 「起底」，亦有黑衣人衝入
學校搞破壞。他稱，在香港國安法的保護下，現時的
校園環境相較2019年更為平靜。鄧飛批評，在當時真
正有壓力時，有業界並未挺身而出捍衛教師的師道尊
嚴和教育專業。而現時部分教師若非在校園內假借教
育之名灌輸 「黑暴」思想，有違教師專業操守，是不
會感受到所謂壓力的。

鄧飛表示，本港有4間大學可進行師資培訓，近年
又有不少 「港漂」教師湧現，絕不會出現教職人手不
足的情況。又指現時的教育界逐步回復平靜，可以真
正做好教育工作。對於有打算辭職的教師，鄧飛指人
各有志，但感到悲哀和可惜。

建1.5萬過渡房屋達標在望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早前將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
提升至15000個，現與目標只有一步之遙。他強調，
長遠解決房屋供應問題，必須要覓地建屋，才是解決
供求失衡問題的治本之道。特區政府會多管齊下，透
過短、中、長期的措施增加土地供應，匯聚民、商、
官的力量，以及社會各界的全力支持，竭力為市民提
供適切居所。

張建宗：已覓1.4萬單位土地
張建宗昨在網誌撰文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如何紓緩

居住環境惡劣和已長時間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家庭的壓
力。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旨在政府長遠房屋政策及措
施以外，有效靈活運用社區資源，為有需要的市民提
供適切居所。他指出，行政長官於2019年施政報告公
布，在 3 年內﹙2020/21 至 2022/23﹚提供 10000 個過
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為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的供

應，政府其後將目標提升至15000個單位。要如期達
成目標並不容易，必須靠社會各方繼續同心協力。經
政府的努力，以及非政府機構、有心業主的大力支

持，現與目標只有一步之遙。
他續透露，截至今年4月，政府已覓得可在2023年

提供約 14000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土地，當中超過
1100個單位已完成、另外約2400個單位正動工興建並
預計於2021年至2022年落成。其中土瓜灣宋皇臺道
項目的110個單位更已在上月成功取得入伙紙，將惠
及超過220個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士。這位於市區的
項目十分受歡迎，營運機構已收到超過700份申請，
超額六倍多。此外，元朗錦田江夏圍項目亦於今年3
月29日舉行了動土儀式，這個目前全港最大規模的過
渡性房屋項目將為超過6000人帶來溫暖的家和希望。

張建宗又提到，為支援過渡性房屋項目，政府成立
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資
助計劃自去年6月推出以來，至今已批出13個過渡性
房屋項目，涉及約38.6億元資助額。其中於上月批出的
元朗八鄉錦田七星崗過渡性房屋項目，計劃於2023年
第一季落成，可提供約900個單位，惠及超過2000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今年母親節依
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但隨政府因應 「疫苗氣
泡」 放寬部分防疫措施，食肆全部員工接種首劑新
冠疫苗，即可開放6人桌的 「C區」 ，市面飲食業生
意明顯改善。有酒樓表示，自從放寬至6人桌後，
有不少客人查詢與訂位，生意比未放寬前多一成，
母親節晚市亦可做兩輪生意。不過，有酒樓指即使
訂位已滿，生意仍不及去年，因為去年母親節可開
8人桌。

酒樓「C區」6人桌滿座
因應疫情緩和，今年母親節市面氣氛顯得較濃

厚，花墟不少花店推出應節花束外，隨政府因應
「疫苗氣泡」 ，酒樓可劃分成4人桌的 「B區」 及6
人桌的 「C區」 ，食肆生意亦變得熱鬧。昨午市時

段，有位於旺區的酒樓幾乎全場爆滿，而光顧的市
民經歷一年疫情都自覺遵守各項防疫措施。
有酒樓負責人表示，母親節晚市訂位幾近爆滿，

惟受限於入座人數，加上不敢加價的情況下，估計
生意額較疫情前仍少一半。現時實際操作下，最多
只能提供6人桌，令酒樓流失不少大家庭的生意。
另一酒樓負責人表示，母親節早茶時段旺場，比普
通周末多約一成生意，而由於其員工疫苗接種率只
有四成，酒樓最多只可安排4人桌，他預計今年整
體生意會較去年母親節少兩成半。
食客翟太表示，可與女兒女婿及外孫一同飲茶過

節感到很高興，已經很久沒有6人一同外出用餐。
食客李太表示，之前其他節日受防疫措施限制，較
難外出用膳，只能留在家叫外賣，現時措施稍為放
寬，特別高興，心情也特別好。

變種病毒男女涉隱瞞被拘控
港府重申檢疫不合作有法律後果

疫措放寬谷旺母親節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為外地輸入個案，是連續第2日沒
有本地個案，累計至今共有11807宗確

診個案。由於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故衛生防護中心昨日不設疫情記者會。對於
薄扶林道豪峰早前有住戶沒有撤離檢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認為，情況完
全不理想，重申任何檢疫安排具法律基礎，若不聽從可以有法律後果，相信執法
部門正在處理，強調防疫抗疫下人人平等，市民應合作。另外，本港首宗社區變
種病毒患者的印度裔男子及其菲律賓籍女友，因涉嫌隱瞞誤導政府人員被捕，今
日提堂應訊。

責任編輯 何家驊 尚文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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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官媒批美政客干預港司法荒謬

教聯會批教協調查製造恐慌

跨境單親家庭
疫下三餐不繼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特區區域法
院近日宣判 「反中亂港」分子黃之鋒等4人因犯 「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監禁4至10個月不
等。然而，美國個別政客在社交媒體發文公然要求香
港特區政府立即釋放這些「反中亂港」分子。對此，官媒
紛紛發聲譴責稱，美國個別政客的行為何其荒謬無理！

將政治操弄凌駕法律之上
《人民日報》評論指出，法治精神不容褻瀆，違法

行為必受懲處。該判決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司
法程序執行，事實充分、程序合法。美國個別政客的
行為何其荒謬無理！評論又指，美國一些政客本應十
分清楚「非法」必與「懲戒」為因果。在美國，非法集會就
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任何參與非法集會者都將面臨
法律的嚴懲。毋庸置疑，香港特區區域法院對香港的非

法集會參與者依法作出判決，完全是以法治維護公道
正義的體現。美國一些政客對此妄加非議，這是明目張
膽地將政治操弄凌駕於法律之上，令人不齒。當然，美
方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企圖注定是徒勞的。

新華社評論認為，聯繫 「修例風波」以來在香港問
題上的所作所為，美方明知 「理虧」還跳出來指手畫
腳的原因只有一個：決不放棄任何利用香港事務干涉
中國內政的可能。阻撓特區司法機關依法辦案也好，
鼓吹 「美國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也罷，實質上都是
美方試圖通過干預和施壓，破壞 「一國兩制」實踐和
香港繁榮穩定，其唯恐香港不亂的嘴臉暴露無遺。然
而，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徑，早已在
香港吃了敗仗。

遺憾的是，罔顧時代大勢 「開歷史倒車」卻成為美
西方非理性的政治選擇。日前召開的七國集團外長會

再次提及涉港等議題，公然插手中國內部事務，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違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決不許外部勢力搞亂香港
央視新聞客戶端在題為《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的美

政客公然踐踏法治》的文章中指出，自 2019 年香港
「修例風波」發生後，美方一些人便妄圖在港搞 「顏

色革命」，對激進暴力犯罪分子罪行視而不見，甚至
將這些暴力分子打砸搶燒的犯罪活動稱之為 「美麗的
風景線」，令全世界譁然。在反中亂港分子受到法律
懲處後，美方一些政客仍不時跳出來，以所謂 「人
權」、 「自由」之名，行包庇罪犯、破壞香港人權發
展之實。至於他們自詡的 「法治」，則成了美式 「雙
標」又一個翻車現場， 「合則用、不合則棄」罷了。

《環球時報》則發表評論指出，香港前兩年亂成那
樣，卻被美國說成是 「美麗的風景線」。現在香港開
始大力撥亂反正，馬上引來美國的各種譴責。香港局
勢在這麼短時間實現逆轉，這大大出乎亂港分子和境
外勢力的意料，章法也大亂。曾經張牙舞爪的亂港勢
力現在已土崩瓦解，抓的抓，逃的逃，躲的躲，事實
證明，這就是一群數典忘祖的烏合之眾。不難想見，
香港形勢出現的這些變化，會讓華盛頓感到多麼懊惱
沮喪。

最關鍵的是，香港的身後站強大的祖國，中央政
府決不允許亂港分子為所欲為，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搞
亂香港。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沒有手段和力量
為亂港分子提供他們所期待的支持，更缺乏這樣做的
道義藉口。從這個意義上講，美政客對香港的置喙雖
然很惡劣，但也很無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不少跨境家庭生活大受影響。社協昨公布最
新調查研究，於今年 4 月成功訪問了 57 名中港分隔
單親家庭的兒童，了解疫情下，對分隔單親的母親
及子女的生活、經濟、學習及精神健康有何影響。
結果顯示，疫情下，分隔單親因收入及支援少了，
家境更貧困，近九成母親及超過三成子女三餐不
繼，近一半少了教會或志願團體的資助，以致營養
不良，但政府的食物銀行卻不惠及雙程探親人士，
需要特別酌情；更多母子因經濟困難，有病不看醫
生，由2018年的一成二增加至今年的四成三，絕大
部分的原因是費用太貴；七成子女學習更困難，大
部分原因是因為兒童要在家上課，而他們大部分是
赤貧家庭及租住房，七成兒童因為無錢買電腦及
上網等而未能正常學習，五成七表示跟不上老師教
學程度。

另在疫情下封關，特區政府除了為雙程證母親提供
在港續期，以便照顧子女外，基本上沒有為她們提供
任何抗疫支援，雙程證母親因為無香港身份證，派發
口罩、檢測、打疫苗等抗疫支援均無份；而停課及母
親無證更令子女精神抑鬱更嚴重，高於一般人幾倍，
潛伏家庭慘劇危機；對於小朋友來說，通常成長期最
困擾的是學業，但九成二這些單親家庭的子女卻表示
最大的困擾是母親沒有身份證。疫情對兒童及家人生
活影響很大，有三成多母親原本每日往內地兼職工
作，因封關不能工作，收入少了。

社協強調家庭團聚是不容剝奪的天賦人權，要求內
地與香港政府應加速安排香港單親子女的內地媽媽酌
情批准單程證來港定居照顧子女、行使酌情權，批准
特殊困難的母親有身份證留港照顧子女、將抗疫措施
擴展至雙程證人士等。

政府放寬疫措後迎來
母親節，但見市面節日
氣氛濃厚，酒樓食肆生
意亦暢旺。 中通社

剛落成的土瓜灣宋皇臺道過渡性房屋。
張建宗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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