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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制購票初見成效
港研修例將 「炒飛」 入刑

A3 A5

「港深地名故事」 之鯉魚門
一個海鮮最聞名 一個填海大變身

責任編輯 曉辰 美編 坤華

今天出版1疊共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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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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持續錄得5位數，昨日新增10683宗確診，包
括193宗輸入、10490宗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目前疫情趨勢仍在不斷
上升，特別是自8月中以來上升加快，預計短期內會
繼續維持上升；現時BA.5已成主流病毒株、傳播性
高，市民宜盡早接種新冠疫苗。

疫情不斷上升未見平台期
歐家榮昨通報指，當天新呈報8宗死亡個案，涉及

4男4女，年齡介乎59至102歲。院舍方面，共7間安
老院舍及1間殘疾院舍出現確診個案，共涉及11名院
友。他指，死亡個案中，60 歲或以上長者佔絕大多
數，無打針或只打一針的長者病死率高達7.83%，而
已打3針病死率降至0.14%，兩者有56倍差別；如已
打4針，病死率進一步下降到0.04%，與無打針相比
有196倍差別。

變異病毒株方面，懷疑BA.4或BA.5的個案持續上
升，初步數據佔整體的64.4%，較前日的63.1%再有上
升。現時BA.5病毒株個案升至佔整體的56.7%，BA.4則
升至7.7%，BA.2.12.1佔6.3%，餘下29.3%是BA.2.2。

歐家榮指，目前疫情趨勢不斷上升，特別是自8月
中上升加快，預計短期內會繼續維持上升，疫情不同
指標均顯示現時已回復到3月中的水平，暫時未見是
「平台期」，呼籲市民不要鬆懈。他續指，現時

BA.5已成為本港疫情主流病毒，傳播性高，不少早
前確診的市民康復已逾三個月，免疫力逐步下降，呼
籲市民盡早接種新冠疫苗。

新冠「流感化」言之過早
另外，行政會議成員、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表示，假設新冠病毒會 「流感化」是言之過早，現時
不適合 「放手」取消防疫措施。他指，社會上有一部
分人重視社會運作，認為只要市民確診後能免疫，加
上高接種率，就能逐步復常，但他疑惑西方 「躺平」
模式是否真的成功，有關國家還是出現不少死亡個

案。部分國家出現新的病毒變種，感染後病症並非如
外界所料的越來越輕。他認為，不能假設可以讓病毒

爆發而發展成流感。
營運官涌體育館接種中心的尚至醫療醫務總監郭寶

賢表示，隨單日確診數字重上萬宗水平，接種疫苗
的兒童數字亦有上升，平日每日大約有600至700名
兒童打針，前日就增至約1600人。3歲以下的幼童平
日並非特別多，但前日就有 36 個幼童打針。他續
指，相信政府準備將疫苗通行證的年齡下限降至 5
歲，亦會推動家長帶子女打針。

長者對疫情存有很多謬誤
昨日出爐的一項調查結果指，本港未完成接種3劑

新冠疫苗的受訪長者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長者表
示會盡量延遲或不接種疫苗，亦有約一成受訪長者表
示擔心疫苗安全性。

負責調查的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指，接種疫苗後異
常事件屬十分罕見，並引述海內外研究指，第三針
「溝針」保護效果較好。隨疫情持續、冬季來臨，長

者應盡早完成接種第三、四劑疫苗，不應等待新一代
疫苗。

本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表
示，社區長者對疫情仍存有很多謬誤。他引數據指，
BA.5 變異病毒株傳播速度較 BA.2 快 35%，BA.4 或
BA.5有較高免疫逃逸能力，第五波疫情曾確診的人
有機會再次感染。有研究顯示，二次感染的人死亡及
住院風險，是首次感染人士的2至3倍，不管有無病
徵或病徵輕微的人，均有機會出現長新冠後遺症。他
呼籲，有病徵要盡快檢測，求醫獲得口服藥，以減低
死亡及重症風險。

外媒不專業影響港府抗疫施政
盧寵茂指，有關報道內文首先大篇幅引用 「知情人

士」的內幕消息，繪形繪聲儼如親歷其境，大爆政府
擬於今年11月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措施，更指內部
官員在抗疫政策上出現分裂矛盾，並找來多位社會人
士對這消息作評論。而這些提供消息的所謂 「知情人
士」，名字除了有 「the people」（那些人）就只有
「the person」（那人），內幕消息是否屬實似乎並不

重要，各大本地傳媒廣泛轉載報道，儼如真有其事。
盧寵茂稱，此文章令人聯想到《延禧攻略》，歷史

上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並不重要，反正就是電視劇劇
本，觀眾喜歡看而成為熱播，又或能達到編劇的目的
便是成功， 「這回是非吸引的觀眾的確是不少」。

盧寵茂續指，報道引致讀者誤以為特區政府在抗疫
上出現內部分裂及有矛盾，賠上了的不單是傳媒應有
的專業精神，更可能影響特區政府抗疫施政。 「作為
其中一名抗疫主要問責官員，我必須予以澄清，由行
政長官領導的問責團隊對整體抗疫政策一直都是目標
一致的，會繼續根據疫情發展而調整個別措施，以達
致精準抗疫。」

堅守五原則問責團隊絕無矛盾
盧寵茂重申，（本港）抗疫措施都是建基於五項原

則，包括 「不躺平」，持續控制確診數字，更好管理
風險和提升應變能力，防止醫療系統超出負荷能力；
減重症和減死亡；保護高風險人士，包括 「一老一
幼」和長期病患者；以科學精準的方法識別不同風險
級別人士以減低管控人數和管控範圍，容許最多的日
常活動和涉及的人數；平衡風險和經濟動力，在風險
可控的情況下維護民生活動和香港的競爭力。而問責
團隊每一員對堅守這五項原則都是毫無懸念的，絕無
矛盾，強調與內地及國際通關如同兼有家庭及事業，
並非零和遊戲。

盧寵茂又說，相關報道提及國家抗疫策略是另有目
的，就如西方電影中的牛仔角色是大英雄，被侵略的
原居民就被描繪成野蠻入侵者。他引述數據指，內地
新冠死亡比例，是每百萬人口有4宗，比例遠低於美國
和英國每百萬人口有約3000宗死亡。美國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剛於上周三公布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
民眾平均預期壽命由2019年的78.8歲跌至76.1歲，預
期壽命連續兩年下降，更跌至1996年以來新低；而新
冠疫情正是導致民眾壽命縮短的最主要原因。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
外媒彭博早前引述 「知情人士」 報
稱，香港特區政府擬於今年11月取
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措施，更指港府
官員在抗疫政策上出現分裂與矛盾云
云。昨日，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為題發

表網誌指，有關報道引致讀者誤以為
在抗疫上特區政府內部出現分裂及有
矛盾，更可能影響特區政府抗疫施
政。他澄清說，由行政長官領導的問
責團隊對整體抗疫政策一直都是目標
一致的，毫無懸念堅守 「不躺平」 、
減重症和減死亡等五項原則，且絕無
矛盾，重申與內地及國際通關 「如同
兼有家庭及事業，並非零和遊戲」 。

+10683宗！短期確診個案仍將續升

特區政府5大防疫政策
1、不躺平，持續控制確診數字；

2、減重症，減死亡；

3、重點保護高風險人士，包括 「一老一幼」 及長期病患者；

4、科學精準識別不同風險級別人士；

5、平衡風險與經濟動力。

◀第五波疫情反彈之際，特
區政府為精準抗疫一直堅持對
懷疑有確診個案的大廈進行圍
封及強制檢測。

記者 崔俊良攝

盧寵茂稱港府問責團隊
對抗疫絕無矛盾，並質疑
外媒報道另有目的。

本港確診個案連續兩日錄得本港確診個案連續兩日錄得55位數位數。。 中新社中新社

本港疫情確診數字持續在日
增萬宗左右徘徊，情況令人憂
慮。而且抗疫疲勞普遍存在，

坊間似多躺平心態。專家提醒，假設新冠病毒會
「流感化」 是言之過早，現並不適合 「放手」 取消

防疫措施，擔心會引起重症和死亡個案上升。現時
問題是一旦爆疫，在病例激增情況下，公營醫療系
統是否能承擔得了，以及如何有效減少重症和死
亡，更好保護市民生命健康。政府仍要堅持精準抗
疫，不斷檢視執行情況和查缺補漏，執行好各項防
疫措施。更重要是廣大市民要積極配合，特別是重
點保護好 「一老一幼」 ，推動接種疫苗，進一步鞏
固防疫屏障。

昨日本港新增10683宗確診個案，不排除確診個

案升勢會持續。香港近期好不容易踏上復常之路，
沒人願意看到疫情復熾令防疫措施再度收緊。但不
得不說，即使感染個案數字不斷升高，由於本港重
症和死亡率不高，市民實際感受到的影響並不大，
輕忽了染疫的危險性。近日還有聲音指香港擬於11
月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措施，稱港府在抗疫政策
上出現分裂矛盾云云，暗示香港在抗疫方面會選擇
躺平，任由疫情爆發達致群體免疫。

對此，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鄭重澄清，強調
特區政府堅持不躺平、減重症和減死亡、保護高風
險人士。他並指，去年美國民眾平均預期壽命由
2019年的78.8歲跌至76.1歲，預期壽命連續兩年下
降，更跌至1996年以來新低，而新冠疫情正是導致
民眾壽命縮短的最主要原因。無獨有偶，前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亦表示，部分國
家出現新的病毒變種，感染後病症並非如外界所料
的越來越輕，質疑西方躺平模式是否真的成功。作
為負責任的特區政府，抗疫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
容消極應對，更不能存有僥幸心理和賭一鋪的心
態。對於現有的防疫措施，政府都應該嚴格執行，
同時要提升檢測追蹤能力，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市民已經接種疫苗，是香港
在疫境之下，重症和死亡個案沒有顯著飆升、醫療
系統不至於 「爆煲」 的主因。而目前對加強對 「一
老一幼」 疫苗接種的保護，關乎香港抗疫的成效及
復常的進程。

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本港未完成接種三劑疫苗的
受訪長者中，超過三分之一稱會盡量延遲或不接種

疫苗。惟本港留院及重症個案中長者佔了絕大部
分，長者染疫後的死亡率亦是最高。至於幼童，政
府早前已將疫苗的接種年齡放寬至6個月至3歲，但
現時接種率僅約一成，情況並不理想。近日還接連
有幼童染疫後出現重症甚至死亡個案，說明後果可
以很嚴重。所以，政府應採取更積極有效的手段，
催谷 「一老一幼」 接種，盡快補強防疫短板。比如
採取外展或上門接種、研究將 「疫苗通行證」 適用
年齡降至5歲以上，以及要求學生打齊三針達九成
方可全日面授等，都有助推作用。疫苗的安全性經
過科學驗證；同樣是染疫，有沒有疫苗保護情況大
不一樣。接種疫苗是保平安的有效方法，市民對此
應加深認識，積極配合接種抗疫，同心協力推動社
會復常。

抗疫不躺平 接種保平安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盧寵茂轟外媒報道失實令人誤解

港府抗疫目標一致不躺平
202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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