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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集
香港第五波疫情仍在高位，社會上卻

出現抗疫鬆懈的情緒。特首日前表示，
「我有很強烈的感覺，大家的容忍力開

始下降」 。抗疫必須兼顧經濟、社會發
展，要盡可能地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但抗
疫措施的鬆緊必須依據科學，不能只跟隨社會情緒
走。

香港第五波疫情的確診人數已經突破百萬人，死亡
人數超過6000人，每日確診仍在約15000人的高位，
單日死亡人數仍超過200人。這些數據顯示，本港第
五波疫情仍處於高位橫行的階段，疫情是否已經回
落，仍言之尚早，香港仍須繃緊神經，集中精力抗
疫。

但是，社會上已經有部分人開始出現鬆懈的情緒，
這表現在，市面上的人流已經開始增加，部分人放鬆
警惕，海灘上出現人群聚集，而且其中有不少人並沒
有戴口罩，未跟足政府的防疫措施。特首林鄭月娥也
提及部分金融機構已經失去耐性，她表示： 「我有很
強烈的感覺，大家的容忍力開始下降，有些金融機構
對防疫措施失去忍耐。」

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一些論調，認為香港第五波
疫情的高峰期已過，已經出現群體免疫，而且疫苗的

接種率也已超過九成，有條件可以逐步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亦有些專家以疫苗接種率作為放鬆防疫措施的
指標，認為只要疫苗接種率達至某一個比例，就可以
放鬆防疫措施。

抗疫是香港目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現階段，香港的
疫情仍然嚴峻，而且，疫情多變，即使第五波疫情稍
有緩和，也難免會出現新的變種，導致新的疫情。過
早地放寬防疫措施，有可能令香港抗疫前功盡棄，再
次陷入疫情下的苦況。

不錯，抗疫必須兼顧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以最小
的成本，爭取最大的抗疫成效，但這些必須以穩控疫
情為前提條件，否則，在疫情尚處於高位之時，跟隨
社會情緒，鬆弛懈怠，麻痹大意，就有可能前功盡
棄，令經濟社會遭受更大的損失。

分階段分區放寬防疫
放鬆防疫措施非單憑疫苗接種率，或者每日確診數

和死亡數判斷。放鬆防疫措施可以分階段、分區域推
進落實，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時間。

深圳就是一個可以參照的榜樣。香港第五波疫情波
及深圳，深圳 3 月 11 日起推行為期 7 日的 「全民強
檢」 ，並落實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全市的公共交通

暫停，餐館暫停堂食等，經濟、社會運作暫停。3月
18日，深圳在完成兩輪檢測之後，已有五區實現了全
面 「動態清零」 ，包括光明區、鹽田區、坪山區、大
鵬新區和深汕特別合作區。這五區的巴士、地鐵可以
恢復，區內的黨政機關、企業、工廠復工，公園、廣
場等亦重新開放，但仍然限制居民跳廣場舞。

深圳的做法值得香港參考，雖說 「一國兩制」 之
下，香港與深圳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上存有不少差
異，香港不可能完全照搬深圳的防疫、抗疫措施，但
是仍有不少經驗可以參考學習，尤其是總體防疫抗疫
的思路。

深圳不是完全不理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是完全
不顧及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是採取了科學抗疫、
精準抗疫的方法，用最短的時間，集中精神，動員全
社會的力量，達至 「動態清零」 。盡快恢復生產、生
活，盡可能減少疫情帶來的損失，減少疫情對社會的
影響。

香港可以從深圳經驗上汲取營養，現階段，應該考
慮的是如何盡早達至 「動態清零」 ，未必是全港一次
過 「動態清零」 ，也可以分階段、分區域落實 「動態
清零」 ，然後按實現情況逐步放寬防疫措施，盡可能
減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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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因兩地收緊防
疫措施，導致供港鮮活食品大減。感謝
中央政府各項支援及各方努力，38名內
地屠宰專家來港閉環管理支援兩個月，

關閉消毒的上水屠房再度重開；部分鮮活食品及所需
生產物資更可經由水路及鐵路供港，政府也利用 「緊
急法」 讓部分供港貨車直接來港。如此操作為香港市
民注入一支強心針，讓問題得以紓緩，然而，疫情下
的鮮活食品供應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以活雞為例，供港活雞由本地養雞場飼養，然而
雞苗及受精蛋主要由內地經陸路關口供應，疫情之
初自然由於防疫措施及跨境司機短缺而無法供港，
在此非常感謝內地相關部門快速反應，以水路運輸
受精蛋到港，紓緩了一部分問題，但絕大多數農場
由於沒有孵化機器，導致成本大增，供應大減。其

實按業界所述，如使用12噸的貨車，每月只需約15
車次便可滿足本地農場對雞苗的需求，本月起，特
區政府開始動用 「緊急法」 酌情容許內地貨車直接
供貨來港。政府各部門必須通力合作，盡力補上漏
洞、理順問題。有時候只要政府多走一步，既可幫
助市民回復正常生活，也有助成千上萬的 「打工
仔」 保住飯碗。

不過預防勝於治療，雖然中央政府對港人訴求可謂
「有求必應，照單全收」 ，但若香港能更早擺脫單一

產業發展，兼顧方方面面，相信絕對有助香港控制疫
情。內地現時也開始出現疫情，深圳在自身危難中仍
不忘照顧香港，實在讓人感動，如香港能更爭氣，也
會減少深圳的負擔。

以漁農業為例，可能很多人認為香港土地不足，還
可以發展漁農業？實際是由於香港現時有關農業的法

例，導致如民宿、農業加工等不能發展，對農用構築
物的限制導致農地不能盡用；反觀內地與外國的多層
式農場，一棟建築足以容納數個甚至數十個農場，節
省數倍土地，釋出更多漁農業發展空間。農場集中，
可更有效善用農場廢料作飼料和肥料，發揮更大功
用，甚至減碳；不少漁農業也可在現時香港或大灣區
偏遠的地方進行，有助善用土地，釋出城市發展空
間。由於內地疫情，自給的鮮活食品可能也不充足，
更揭示香港大有必要提高自給能力。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筆者聯同業界多次向特
區政府反映上述問題，如今香港遭逢疫情，各種問題
一一顯現。特區政府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首先要強
化自身能力，盡快控制疫情重回正軌，不再拖國家後
腿。站穩陣腳重新思考發展方向，香港不應再錯失任
何機遇。

港事
講場

在香港防疫大戰中，除了戰鬥在一線
的醫護人員、送物送藥活躍在社區的義
工們，還有一群是市民熟悉的制服人員
——他們就是我們的紀律部隊人員！

你看：
每一次的大廈圍封強制檢測，都有他們在繁忙的現

場執行各種安排，維持秩序，通宵達旦不眠不休；
頻繁發生的救護車出車，搶救危急新冠患者，都有

消防部隊救護員承受巨大壓力，在爭分奪秒的忙碌
身影；

在國家援建的方艙醫院當中，是紀律部隊的工作人
員在負責管理，他們細緻周到、不厭其煩、以人為本
處理種種繁瑣而重要的環節；

在每天大量援港物資源源不斷運來香港的時候，是
海關和入境處的人員，在全力協助人流、物流的通關
服務，加班加點已經是常態；

當然，在維護抗疫的社會穩定環境、執行各項抗疫
法律、打擊抹黑謠言的主力更是紀律部隊；

還有大家看不到的拘留院所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的被拘留人士染疫，是懲教署職員盡很大努力，冒

極大的風險，克服重重困難仍然要將院所管理好；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在接受中新社專訪的時候，

首次比較全面地披露了各個紀律部隊在這次抗疫大戰
中參與的工作和所擔負的責任，讓外界一窺他們的辛
勞和貢獻；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接受中新社專訪時亦表
示，面對疫情，警隊會確保維護日常城市治安、服務
市民，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不受影響，會確保香
港的治安維持穩定。紀律部隊確實是香港抗疫大戰的
一支生力軍，值得全社會的點讚！紀律部隊也堪稱楷
模，值得全體公務員學習！

紀律部隊是香港抗疫生力軍
正是得益於紀律部隊的有力工作，現在中央援建的

5個小區隔離設施，目前的入住率均達八成以上，最
高的達到九成。截至3月18日，青衣方艙醫院入住率
為85.4%，前新田購物城方艙醫院入住率為86.8%，港
珠澳大橋人工島方艙醫院入住率為75.4%，粉嶺馬適
路方艙醫院入住率為91.9%，洪水橋方艙醫院入住率
為87%。而且各種服務以人為本，管理井井有條，愈
來愈得到入住市民的好評和肯定。在短時間內能做到

這樣是很不容易的。
同樣，各項團封行動安全順利進行，救護服務逐漸

改善，各類援港物資源源順暢入港，整個社會治安在
疫情情況下保持穩定，都離不開紀律部隊的貢獻。沒
有他們的努力和貢獻，結果是無法想像的。

鄧炳強在專訪中強調，要以人為本，管理好方艙
醫院，嚴厲打擊各種抹黑國家破壞抗疫的違法行
為。的確，香港現在的疫情仍然高位徘徊，抗疫任
務還非常繁重，絕不能夠有厭戰情緒、僥倖心理、
懈怠狀態，堅持就是勝利，必須咬緊牙關撐到底。
包含血濃於水同胞感情的方艙醫院和各種隔離設
施，一定要繼續管好用好，這也是香港抗疫的重要
法寶；對各種誣衊攻擊國家支持香港抗疫的言行，
對各種破壞香港抗疫的言行都要繼續依法加強打
擊。相信在中央的指導和支持下，只要特區政府更
好擔負起主體責任，發揮紀律部隊這樣的全力以
赴、連續作戰的精神，所有公務員以紀律部隊為榜
樣全力工作，全港市民展示應有的素質全面配合，
香港定會早日戰勝疫情，經濟社會恢復正常，迎來
更好明天！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何俊賢

疫情反映加強漁農後備力量不容忽視

湖北省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記者提問心術不正記協竟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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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
心聲

內地醫護無私援港，但在政府疫情記
者會上，一名自稱來自Now新聞台的女
記者發問，如果有病人投訴內地醫護，
或不幸出現醫療事故，當局會如何處

理。有關提問，引起市民憤怒。
香港政研會等民間團體請全港市民一同譴責及投訴

該事件，收集市民意見，向Now新聞台、通信事務管
理局、警隊國安處投訴及舉報。

事件發生後，Now新聞台隨即發聲明，指記者有關
內地醫護的提問引起市民關注及不滿，對此深感抱
歉。據聞，Now新聞部主管、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執委
陳鐵彪在內部會議上形容該記者提問 「犯眾怒」 ，因
此發聲明致歉；並稱內地醫護來港，他 「絕對正面贊
成」 ，現時救人最要緊，不應有任何事拖後腿。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facebook批評有
關提問，香港醫護分身乏術，大批老人家危在旦夕，
醫護感染康復後再奔前線， 「內地醫護離鄉別井來香
港救人，醫療事故？投訴？」 他質疑該記者是 「腦袋
問題還是心術不正」 。

內地醫護來港支援，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

泰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香港本身力量無法應付第五
波疫情，感謝中央派出有經驗的醫護人員來港抗疫，
形容此舉是落實了 「香港有求，祖國必應」 的說法。
對於有人對內地醫護心存偏見甚至敵視，范徐麗泰斥
責 「完全是反咬好人一口」 ，強調大家應該團結齊
心，特區政府亦要更加努力，讓市民有信心抗疫。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回應指，在香港目
前疫情下，非常感謝內地醫護支援。他呼籲，大家應
對此本感謝的心，在這一時間市民接受治療才是最
重要。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在表述上，
提問者應該避免予公眾有所觀感，認為其有預設的政
治立場，或是有誣衊的成分， 「始終人犧牲咁多
，離鄉別井無償幫你，第一樣關注竟然係點樣去
告佢，呢個就不能夠接受」 。

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對於該記者履行職務時遭
抨擊深表遺憾及擔憂，指留意到有個別組織及網上言
論指控記者借提問散播仇恨，有組織發起聯署要求追
究。記協對有關現象表示憂慮云云。記協主席陳朗升
聲稱，不能按記者的提問判斷其立場，涉事記者是履

行職責，對她被人身攻擊感失望，促外界停止有關行
為云云。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點名批評記協倡議所謂 「人人
是記者」 ，令黑暴期間湧現 「13歲學生都係記者，無
受過訓練又係記者」 的亂象，鄧亦批評記協執委會成
員只集中來自幾個媒體，令人質疑其代表性，強調任
何組織、團體違反法例包括國安法都要負責。記協主
席陳朗升聲稱記協不會輕言解散。2021 年 12 月 29
日，警方國安處人員早上帶同法庭手令，到陳朗升住
所搜查，指他涉嫌觸犯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之後將
他帶走。

記協打記者工會之名行反中亂港之實，黑暴期
間，記協不但縱容暴力，更同反對派政客及媒體一唱
一和，包庇黃媒作假新聞，容許黑衣暴徒假扮記者，
誣指警方，儼然黑暴打手，煽動市民反政府反中央，
被央媒痛斥 「淪為反中亂港勢力的工具」 。如今，劣
斑斑的記協又為某記者心術不正的提問保駕護航，
顯示記協仍然頑固堅持亂港立場。記協主席陳朗升聲
稱記協不會輕言解散，不過是夜行人吹口哨，進入倒
數的記協已時日無多。

政務官要向紀律部隊學習全力以赴戰疫情
浠文

今年正值香港
回歸 25 周年，
也 是 香 港 實 施
「一國兩制」 的

中間點。有關香港在回歸50
年後何去何從的各種揣測再
度浮現。有人擔心 「一國兩
制」 會在2047年結束，其實
他們現在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了。

中英兩國在 1984 年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同意香
港在回歸後維持資本主義制
度和原有生活方式不變，包
括保留原有法律制度。但
《聲明》的第 3 條第 12 項列
明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方
針將 「在五十年內不變」 。
同樣，《基本法》第 5 條也
採用類似的字眼。

「一國兩制」行之有效
有人問 「一國兩制」 可以

不設年限，為何要定下 「五
十年不變」 呢？其實在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時，雙方
均認同，中國要死守一個特
定的對港政策方針是不切實
際的，更何況香港在2047年
之時可能已經出現重大變
化，需要新的政策方針。基
於無法預測香港未來，雙方
決定留下轉圜餘地。

50年並不是一個神奇的數
字，期限同樣可以是25年、
75 年，甚至 100 年。時任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指出，50年
只是 「一個形象的講法」 ，
「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

後是不需要變」 ，因為到時
可能兩地生活水平已經沒有
差距。最終50年被視為一個
合理期限，有足夠時間讓北
京檢視 「一國兩制」 是否可
行，抑或需要作出修改。

自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
兩制」 經歷種種挑戰依然屹
立不倒，足見其行之有效。
雖然在 2019 黑暴期間質疑
「一國兩制」 成效的噪音驟

起，但中央政府仍然對 「一
國兩制」 充滿信心，並當機
立斷在《基本法》框架內推
行必要的改革。現在暴亂止

息，社會回復平靜，立法會全面恢復職能，社會創
傷亦得以撫平。 「一國兩制」 經歷考驗後變得更強
韌。

鄧小平在任時認為 「一國兩制」 不僅為香港締造
美好前程，也能成就整個國家的未來。他的繼任人
均表認同。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2月22日
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表示： 「香港回歸祖國20
多年不平凡的歷程充分證明，實行 『一國兩制』 ，
有利於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根本利
益，有利於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

習近平的評價相當正面，可以斷言 「一國兩制」
將在2047年後延續下去。今年出席 「兩會」 的香港
代表團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其間夏寶
龍表示中央將堅定不移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香
港在2047年後會繼續沿用 「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
施的普通法和法律制度亦不會改變。

港人是 「一國兩制」 得益者
全國政協委員、前律師會會長蘇紹聰透露，夏寶龍

指出如果 「一國兩制」 行得正確，50年後也沒必要
變。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引述夏寶龍的講
話，指出中央處理香港的問題時總是從 「為香港
好」 的角度出發，雖然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但只會在必要時和香港遇到真正困難時才會出手。

港人和外來投資者毋須再擔憂香港前景。2047年
後一切將如常運作，普通法和法治亦然。然而，境
外反華勢力仍是個隱患，他們會直接或間接地透過
代理人來拖香港的後腿。所幸的是，特區政府現在
應對危機的能力比以往來得強。但願反中亂港勢力
汲取教訓，明白任何通過破壞香港來打擊中國的陰
謀注定要失敗。

「一國兩制」 的 「終結論」 多年來不絕於耳，前
港督彭定康最賣力唱衰 「一國兩制」 ，他一直以來
不放過任何機會抹黑中國，不斷利用在港的政治代
理人煽動民意、恫嚇港人和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如
今他和一眾黨羽大勢已去，證明 「一國兩制」 遊刃
有餘。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港人自然是最大的得益
者。夏寶龍的表態為受疫情困擾的港人帶來了喜
訊。投入職場的年輕人樂見香港有清晰的未來，為
子女想而考慮移居海外的父母明白香港不會在25
年後驟變，地產商和業主也不用再擔心手上的業權
會在一夜間喪失。

商業社會一向重視政局的穩定性，夏寶龍的表態
有助外資公司更容易地作出留守、擴張或拓展業務
的決定，亦有助於準投資者在考慮香港、新加坡或
東京作為投資目的地時有更全面的視野。香港最近
對比廣州、上海和深圳等地失去部分優勢，但香港
在疫情受控後有望收復失地，因為前景無虞。

美國及其 「五眼聯盟」 盟友以及彭定康之流，一
直宣稱關注 「一國兩制」 的存續，但他們所言所行
對香港展示出的惡意，暴露了他們的虛情假意。他
們強橫打壓香港，包括對港實施制裁，撤銷香港的
特殊貿易地位，中止移交逃犯協議和對港發出旅遊
警示。但香港並不會因此倒下。

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想修補他們破損的聲譽，他們
應讚揚北京表態延續 「一國兩制」 ，因為相信英方
在1984年談判期間也想不到中方會有此一舉。
（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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