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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去年多賺41%
平台降費料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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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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目標與國家一致 盡快通關仍是重點

林鄭：未放棄全民強檢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馮
煒強報道：昨日，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先後出席政府高層記者會和立法
會行政長官答問會。林鄭表示，暫
緩全民檢測並非放棄不做，如本港
疫情去到末段，有助達到抗疫目
標，便一定會做。香港抗疫目標與
國家一致，即保護市民、生命至
上，盡快遏制疫情，讓社會恢復常
態，爭取與內地和海外 「通關」 ；
她更指與內地 「通關」 是重點工
作。林鄭強調，抗疫精神是努力不
懈、堅定信心，不躺平、不心存僥
倖，政府無打算 「博懵」 ，並會不
斷改善抗疫手段。（尚有相關報道
刊A3版）

昨錄12240宗確診創月內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第五波疫情正

持續降溫，昨日錄得12240宗確診，為連續5天低於
2 萬宗，亦創下 3 月份以來新低。特區政府同日宣
布，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多14天，生效日期由3
月24日至4月6日。

尚有28萬70歲以上長者未打針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公

布，昨日新增確診中，4250 宗為核酸檢測陽性個
案，7990宗為快速測試陽性個案。他又指，第五波
疫情累計有 6356 名患者死亡，整體死亡率 0.59%，

年齡介乎11個月大至112歲。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
立業表示，連同滯後個案，前天再多205人離世，為
114男91女，年齡介乎29至106歲。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第五波疫情累計
確診逾百萬宗，數字由3月初的高峰到近日逐步下
降至每日1.4萬至1.5萬宗。他指，安老院舍爆發在
今波疫情中非常嚴重。截至3月22日，共有780間院
舍有人確診，涉逾3.4萬個院友、8700名院舍員工染
疫。他指，安老院舍爆發高峰期也在3月初，每天
約3000至4000名院友及職員感染，其後數字逐漸回
落，現時每天約500名院友及職員感染。目前，安老

院舍共有55%院友已接種疫苗，部分因曾感染未能
即時接種疫苗，政府目標是下月底為所有院友打
針，直至接種率達至九成。

他又說，未來特區政府還須更關注社區生活長
者，多做功夫推動打針。現時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
約70%，即約28萬名70歲以上長者尚未接種疫苗。
他呼籲長者盡快接種，又強調特區政府期望在4月
底前讓該年齡群組接種率達到90%。

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多14天
特區政府今日刊憲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生效

期間為3月24日至4月6日。
政府發言人表示，有關措施包括：繼續實施二人

限聚令；仍然禁止兩戶以上人士在私人地方聚集；
口罩令繼續維持；食肆每最多兩人，晚市暫停堂
食；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OK、戲院、體
育處所、泳池、宗教處所等表列處所繼續暫停營
業。另外，商場、百貨公司、超市、街市或市集被
動查核 「安心出行」及 「疫苗通行證」；繼續停止
所有大型活動等。

此外，政府前日圍封多幢大廈進行強檢。當中，
彩虹丹鳳樓發現52宗初陽，翠屏北翠楣樓有48
宗，梨木樹柏樹樓有 27 宗，澤安麗澤樓有 16
宗。政府昨繼續圍封多幢大廈進行強制檢測，包括
彩虹翠瓊樓、天水圍天祐苑祐寧閣、東頭貴東
樓、翠屏北翠梅樓等。

昨早，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政府高
層記者會；下午，她又以視像形式出席立法會行政
長官答問會，回應議員就抗疫工作的提問。

林鄭強調，香港沒有放棄全民強制檢測，現時只
是暫緩，特區政府會用更積極、精準的措施處理第
五波疫情，並會掌握好時機，讓措施行之有效。在
考慮內地和本港專家意見後，香港當前抗疫的重點
是減重症、減死亡、減感染，提升醫院管理局的治
療能力，亦要優先處理長者的問題。她說，抗疫工
作不是路線之爭，香港抗疫的目標很清晰且與國家
一致，就是以保護民眾的生命至上，盡快遏制疫
情，讓社會盡早恢復常態。特區政府希望以最小的
代價達致最大的抗疫效益，亦希望最大限度減少疫
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去年12月份差不多達至通關條件
林鄭指出，和內地 「通關」絕對是一項重點工

作，這不單單只是對特區政府，對香港社會和經濟
發展都是必須的。她提到，在兩地恢復往來方面，
本港和內地相關機構在去年尾的4個月中已商討到了
一個很成熟的階段，而且內地專家也赴港給出了一
些建議，包括如何應對疫情和做好感染控制、 「通
關」和機場安排。非常不幸的是，之後本港出現了
第五波疫情。林鄭表示， 「當情況容許時，會重啟

相關的 『通關』討論。」
林鄭又稱，如果本港疫情去到末段，有助達到抗

疫原則、精神和目標，一定會做全民檢測，並強調
不會計較資源。她說， 「現時未到這個時候，因感
染數字仍然很高，建設能力仍可提升，當所有方艙
或隔離設施準備得更好，更加能推行有關工作。」

一眾議員普遍關注與內地 「通關」路線圖。林鄭
回應指，現今暫時沒有 「通關」時間表，未知疫情
何時受控並達到清零。她表示， 「通關」一定要有
條件，去年 12 月份差不多達至有關條件；第五波疫
情穩定後將按照經內地評估後的條件進行。

特首親自接觸新冠口服藥廠家
答問會上，民建聯議員梁熙希望政府做好長者、

兒童的疫苗接種，期望兩者都可達九成。林鄭回應
說，重症醫治方面，政府已接納內地專家建議，包
括將伊利沙伯醫院轉為指定醫院。她又提及新冠口
服藥情況，指自己與兩間藥廠親自接觸，形容有關
藥物的購入數量相當足夠，並已向醫管局表明用藥
可 「鬆手一些」。

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提出，政府可在第一階
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前，先讓符合注射疫苗等防疫
規定的市民和商戶，優先恢復正常生活。林鄭表
示，第五波疫情令本港一次過收緊措施，希望在4月

21 日能一併放寬部分處所的限制。例如，屆時食肆
可放寬限制，不用再區分 「ABC 類」，惟市民須使
用疫苗通行證。

亦有議員關心取消有關國際禁飛令後，檢疫酒店
一房難求。林鄭回應稱，政府正積極與業界商討，
將隔離酒店轉為檢疫酒店，讓準備回港的香港居民
和外傭可預訂。惟部分酒店仍正接受隔離人士入
住，須等他們離開酒店後消毒方可。

議員們歡迎政府提出失業援助，惟又促請再放寬
一些，如增設開工不足支援計劃。林鄭表示十分關
心僱員福祉，並提及有關臨時失業支援措施盡量會
寬鬆處理，惟很難全面做到百分百覆蓋，會盡量做
到涵蓋面最闊。

只要有利抗疫政府會「有法必用」
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簡慧敏表示，政府使用《緊

急規例》以豁免中央援港措施的法律困難，希望政
府能作更多解說。林鄭感謝各位議員自第五波疫情
以來提出的意見，至今已收到 55 封議員信件。她
說，當中對《緊急規例》的應用，議員們有很多有
用 意 見 ， 而 抗 疫 是 頭 等 大 事 ， 政 府 會 「有 法 必
用」，如任何現行法規窒礙抗疫工作，必定會使用
《緊急法》。

另外，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言人補充，自《緊急

規例》於 2 月 24 日生效至今，政務司司長已就三類
項目行使豁免權，包括就中央援建位於落馬洲河套
區的應急醫院以及其他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的工程
項目；讓安老院舍可使用牌照批准以外的適合地方
分隔及照顧確診長者與非確診長者；為到步援港的
內地醫療人員豁免相關註冊等法律規定。

疫苗接種達標可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當日，特區政府宣布如學校全部教職員和九成學

生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可恢復全日面授課
堂。楊潤雄表示，幼稚園、小學和國際學校按計劃
最快 4 月 19 日恢復面授課堂，中學面授課則須等待
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完成後才分階段恢復，上課時
間仍以半天為主。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舉行期間，
個別中學如人手許可，可考慮進行網課。

他續說，因應不少學校和學生希望盡早全面恢復
校園生活，局方決定個別學校只要符合兩項條件，
便可按實際情況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其一，學校所
有直接僱用的教職員，不論教學或非教學人員，必
須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其二，已接種兩劑疫苗
的學生須佔全校學生人數九成。文憑試方面，教育
局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並諮詢衛生專家意見，以
決定是否如期於下月 22 日開考，局方下月初再行公
布。

東航空難尋獲一部黑匣子
救援現場發現遺體殘骸

A8

昨日，特首林鄭月娥回應媒體和
議員有關問題時指出，全民強制檢
測須 「一早」 和 「一晚」 使用，且
內地的組織動員能力並非香港一朝
一夕可以 「抄過來」 。

中通社

政府日前宣布暫緩全民強制
檢測後，社會上出現不少質
疑：有人認為當局 「躺平」 ，

也有人不滿遲遲未放寬社交距離限制，要求更多自
由等等。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卻未必公允，政府
現時所做的完全是依據疫情變化，更科學地完善優
化防控措施，工作重點依然是減重症、減感染、減
死亡，最高宗旨是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當下全社會
應當停止不必要的爭拗，努力不懈，齊心抗疫，相
信很快便會見到勝利的曙光。

根據專家研判，第五波疫情3月初已達到高峰，
但近日每日確診病例還有萬多宗，反映本地疫情仍
然十分嚴峻。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病毒絕非某些人
所講的只是 「大號感冒」 ，理工大學最新研究表

明，逾四成患者在康復後一年內仍有 「疲勞綜合
症」 ，出現疲勞、下肢乏力等症狀，而海外最新研
究亦顯示部分痊癒者面臨不育及大腦老化。輕視疫
情，實不應當！

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可看到，特區政府近期在抗
疫上更趨精準積極，絲毫不見疲態。例如在提升收
治能力方面，林鄭月娥昨透露，當局希望能將更多
普通病床轉為收治新冠病人的病床，早前已處理好
7000 至 8000 張床，現時滯留急症室的病人越來越
少。而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在接受中新社專訪時亦指
出，加強公私營醫院合作，部分私家醫院最近決定
撥出大約 1000 張病床，接收公立醫院的非新冠病
人。上述舉措加上在內地取得成效的中西醫合療方
案，相信有助為本地新冠病人提供更適切治療。

第五波疫情已造成6000多名市民死亡，最大教訓
就是沒有抓住去年疫情平穩的良機 「谷針」 ，尤其
是加強對院舍長者的保護。現在回想起來，社會上
之所以出現 「疫苗遲疑」 ，固然有政府資訊發布工
作不夠完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立心不良者
刻意抹黑疫苗成效，鼓噪誇大疫苗副作用，甚至一
些業內人士在這一科學問題上態度模糊，導致社會
上爭拗不斷，不少市民特別是長者疑慮重重拒絕接
種，以致新一波疫情突襲之下，釀成如斯慘劇。政
府現時正在 「趕落後」 ，包括推動社聯為長者上門
打針，同時要求學校教職員完成接種兩針疫苗，以
及校內超過九成學生完成接種兩針疫苗，才可恢復
全日課等等。希望這些工作是亡羊補牢，未為晚
也！

社會上有聲音認為，儘管特區政府出台了不少積
極措施，但只要不落實全民強檢，疫情終歸留有尾
巴，內地也不會放心與香港恢復免檢疫通關。這其
實是誤解。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明言不會放棄全民
強檢，如果於疫情末段可以達致目標，就一定會
做。至於與內地通關，則仍是港府優先選項。

顯然，政府當下所有工作，都是為徹底戰勝疫
情，恢復免檢疫通關而創造條件。事實上，我們具
備戰勝疫情的條件和底氣，特別是在中央全力支持
下，方艙醫院陸續完工、大批內地醫護來港協助、
醫療和日用品供應充足，抗疫工作越見順暢。只要
社會各界積極配合政府，在心態上拒絕 「躺平」 ，
不再做無謂爭拗，齊心協力之下，香港必可走出疫
困。

不躺平 不爭拗 贏疫戰 早通關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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