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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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對疫歿者深表哀悼

清明逢疫情 掃墓減熱度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今年4月5日，

是港人經歷新冠疫情的第三個清明節。當天，不少市
民按傳統掃墓祭祖，惟受第五波疫情影響，今年掃墓
市民人數較往年明顯減少。不少市民表示，由於2人
限聚令仍然生效，一家人都要分開行動，再加上家庭
經濟亦受疫情影響，導致祭品生意較往年縮水，越來
越多人轉而居家或網上進行拜祭活動。

祭品生意縮水居家拜祭增多
第五波疫情下，今年掃墓人流減少，連帶紙紮祭品

銷情受挫。西環明生行香燭紙紮舖負責人吳小姐表
示，疫下祭品市場受嚴重影響，往年八成祭品會銷售
出去，惟今年連三成都沒有。而受限聚令影響，今年
人流亦較稀疏，估計生意額較往年會跌去三分之二。
她續指，早前多名跨境貨車司機確診，香燭及紙紮祭
品等貨物供應緩慢，導致今年貨源加價近兩至三成，
但因市道慘淡，業界都不敢加價銷售。

新冠疫情快有 3 個年頭，不少店舖亦響應時事潮
流，推出防疫口罩紙紮套裝及護照機票紙紮套裝等，
企圖以此吸引更多市民購買，增加生意額。不過，吳
小姐坦言，實際購買市民並不多。她稱，今年較多人
買的還是食品相關的紙紮套裝及金銀財富袋。

同為西環香燭紙紮舖老闆的杜先生表示，今年因
為貨源緊張，所有貨品買入價平均貴了近 10％，但
由於售價不敢變動，所以利潤越漸減少。他亦告訴
記者，疫下不少店舖追隨潮流，紛紛推出防疫口
罩、護照機票等紙紮套裝等，但市民購入欲望並不
強。

攜兩袋金銀財富袋在巴士站候車的蘇先生蘇太太
表示，金銀財富袋較為方
便，內裏有齊衫褲鞋襪金
銀衣紙，也可向店主提出
想要額外加的祭品。往年
蘇家夫婦都有上山拜祭習
慣，但今年他們將首次改
為在家拜祭。他們說：
「疫情下很多前往墳場的

道路會封閉或進行管制，
較為不便。在家也可以進
行 拜 祭 ， 還 是 心 意 要
緊。」

廟宇冷清不少代客祭祖興起
往年清明時節，位於上環的文武廟香火鼎盛，前來

上香祭祖之人絡繹不絕；今年因政府在宗教場所實施
的防疫措施，文武廟顯得冷清了不少。

為方便市民拜祭先人，東華三院特意推出 「代客祭
祖」特別服務。東華三院助理高級公共服務經理梁中
傑表示，香港人通常選擇將先人牌位安奉在家中或廟
宇等宗教場所，以東華三院為例，轄下12間廟宇均供
奉先人的牌位。因今年廟宇祭祖受到疫情影響，因此
希望照顧市民祭祖需要。他表示，登入東華三院官網
後選擇 「祭祖服務」，填寫個人資料，包括後人及先
人名字，代向先人告內容等之後，職員就可即時在系
統中接收訂單，並在3個工作日內交由每個廟宇的前
線職員完成儀式，服務收費只需268港元。截至4月1
日，東華三院收到超過100個服務申請。

在距離文武廟驅車約半小時的東華義莊，不少家庭
攜帶祭品與鮮花結伴前來掃墓。義莊行政文員湯志德
表示，清明節前後3天（合共7天）為東華義莊預約
拜祭時段，只限預約人士入場，他們須全程佩戴口
罩，並在入場時使用 「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受
2人限聚令影響，拜祭人士不能以2人以上群組方式入
場，且義莊也設
有入場人數上
限。

港府竭力全方位
提升抗疫能力

林鄭月娥指出，新冠疫情爆
發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一直
嚴格按照 「外防輸入、內防擴
散」策略抗擊新冠疫情，以保
障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並加強支援安老院舍、
推動長者接種疫苗、要求院舍
員工定期進行病毒檢測，以防
止院舍出現大規模感染情況。
惟面對傳播力極強的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第五波新冠疫情
來得既急且猛，在2月初農曆新
年後更急速惡化，遠超特區政
府在 「抗疫鏈」中各個環節的
能力；數千名院舍員工和數萬
名院舍院友先後染疫，情況危
急，至今累計超過8000人離世，當中逾九成為65歲或
以上的長者，令人傷痛。

她說，特區政府自3月初因應疫情變化，並經參考
中央援港抗疫內地專家意見後，已將抗疫工作的階段
性重點放在 「三減」、 「三重」、 「一優先」，即全
力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染；處理一些重點人
群、重點場所、重點機構；而且以長者為優先。

林鄭表示，特區政府已竭力全方位提升抗疫能力，
用好中央支持，收治及救治新冠病人。她指，已落實
的措施包括支持醫院管理局購入相當足夠數量的兩款
有效抗新冠口服藥處方予病人，並將九龍中聯網的伊
利沙伯醫院和另外多間醫院轉為救治新冠重症病人的
定點醫院；提升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的容量
並實行中西醫結合診治；設立多間暫託中心照顧症狀
輕微或沒有病徵的院舍院友和正在康復並適合入住的
長者等。特區政府亦加強支援安老院舍和 「居家抗
疫」人士，向他們派發 「抗疫物資包」，以及增設指
定診所和服務熱線；並由4月2日起向全港住戶派發
「防疫服務包」。

六大宗教製作影片悼念疫歿者
此外，林鄭亦感謝 「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

發動六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蘭教、基
督教和道教）製作 「悼亡慰生儀禮」視頻，並在清明
節當天啟播。

據悉，香港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發動香港六大宗
教製作影片悼念離世新冠患者。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周守仁表示，這波疫情有不少長者死亡，亦有小童離
世，對此感心痛、惋惜及無奈，相信上主會開放懷抱
接納他們，讓他們得到安息。希望港人以手足之情，
令香港在疫情下成為一個更加有情有義的地方。

中華回教博愛社副主席哈奇偉說，面對新一波疫
情，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都沒有放棄，多間企業提供
物資及土地，醫護人員日夜不停為拯救市民生命努
力。他指，在中央支持及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成功
地阻擋了首四波疫情，讓社會做好疫苗接種及抗疫的
準備。他又感激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的決心及付
出，包括提供疫苗和大批援港物資、建方艙醫院，內
地援港醫療人員亦為香港打了一劑強心針，溫暖港人
的心。

此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於社交媒體發文
指，清明節前夕，他代表特區政府到浩園悼念恪盡職
守、因公殉職的同事，對他們表達哀思，並向10年前
馬尼拉人質事件中喪生的逝者獻花致意。期間，他分
別到水警總督察林婉儀及社署副署長林嘉泰的墓前拜
祭，並指兩人盡忠職守、不遺餘力服務社會，向他們
致以崇高敬意。他續指，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本港
至今有逾8000名市民離世，對此亦表示深切哀悼，向
他們的家人致以摯誠慰問，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令市
民生活復常。

本港兩年五波疫情已有8349人離世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昨天是清明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代表特區政府向離世新冠
患者表示深切哀悼，並向他們的
家屬和親友致以最深切慰問。從
2020年初至昨日兩年多來，本
港因新冠肺炎疫情離世者已達
8349人；第五波疫情以來，累
計有8136人離世。林鄭表示，
2022年剛過3個月，香港經歷了
新冠疫情2020年初在全球爆發
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為市民帶來
了焦慮和失去親人的傷痛。特區
政府定當繼續竭盡所能，與社會
各界攜手合作，用好中央大力支
援，盡快穩控疫情。

（相關疫情報道刊A3版）

◀昨天是清明節，有部分市民 「冒
疫」 來到鑽石山墳場掃墓拜祭祖先。

記者 馮瀚文攝

清明節前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代表特區政府赴浩園悼念因公殉職人
員。

今年清明節，不少紙紮
舖因應疫情推出如紙紮旅
行套裝（內含高鐵車票、
通行證、護照等）等多款
「潮流」 祭品，但仍難救
淡市。 中通社

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累計
超過8000名人士離世，令人傷
痛，清明之際，特首林鄭月娥

代表特區政府，向新冠疫情離世者表示深切哀悼，
並向其家屬和親友致以最深切慰問。面對疫情奪命
的慘烈情況，全力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
染，盡快穩控疫情是當務之急，而加快疫苗接種，
提升接種率，特別是長者和兒童的谷針尤其迫切。

今次疫情來得既急且猛，而且殺傷力強。截至昨
日死亡人數增至8136人，整體病死率0.7%，其中逾
九成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從目前看，最大的教訓
就是長者疫苗接種不足，資料顯示，85.5%的住院病
例和95.8%死亡病例來自於老年人，而大約90%的逝
者沒有完整接種過兩劑或以上新冠疫苗。科學證

明，接種疫苗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最佳方法。在2
月疫情爆發之前，本港有很長一段時間實現動態清
零，原本是快速提高接種率的良機，可惜由於種種
原因錯過機會，長者成為重災區，兒童的風險也激
增，必須吸取教訓，亡羊補牢。

當前疫情雖然有回落象，但疫情的嚴峻性、複
雜性仍然需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遠不到鬆懈時
刻。政府已提出了復常路線圖，倘疫情沒有反彈，
感染個案下降趨勢持續，會由21日起分三階段解除
大部分措施，亦預告小學、幼稚園及國際學校最快
19 日後恢復面授課堂。不過多位防疫專家已經警
告，一旦香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相信疫情必會反
彈，第六波疫情爆發機率很大。

疫苗接種要有緊迫感。現時本港 70 歲或以上長

者，第一劑疫苗接種率是71%，第二劑疫苗接種率
是59%，換言之，香港仍有接近28萬名70歲或以上
長者未接種疫苗，一旦疫情再起，難道要眼睜睜地
看大批長者染疫離世的悲劇再度發生嗎？至於兒
童方面，情況亦不樂觀，目前3至11歲兒童中，打
第 一 針 的 人 數 是 61.16% ， 打 第 二 針 的 人 數 是
24.2%，疫苗接種率遠遠不足，威脅他們的生命健
康。

香港必須爭分奪秒加快谷針，尤其是全力填補
「一老一小」 的短板，築牢安全防護，如有需要，

亦可考慮以更強硬手段推動接種。政府已訂下目
標，爭取4月底前推高長者和兒童首劑接種率達九
成以上，並推出上門接種疫苗的服務，措施積極進
取，為各界樂見，配合疫苗通行證的全面實施，相

信有助鼓勵市民響應打針。而未接種的市民見識到
疫情奪命的慘痛現實，打不打針往往是生與死的區
別，為保護自己和家人想，也不應繼續猶豫下
去。同時，長者和兒童的身體狀況適不適合接種疫
苗，應由醫生進行評估權衡，若長者同意，家屬不
應阻礙；父母更要積極安排子女打針，千萬不能覺
得疫情放緩裹足不前、重蹈覆轍。

政府將抗疫工作的階段性重點放在 「三減三重一
優先」 上，以盡快穩控疫情，保護生命健康安全是
首要責任與義務。疫情發展複雜多變，接種步伐愈
是拖遝，危險愈是與日俱增。本周專家要討論香港
是否開始接種第四劑疫苗， 「針找人」 的工作務必
要做到更快更好。

疫苗接種要有緊迫感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上海新增陽性感染破萬宗
孫春蘭：堅決打贏防疫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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