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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本港新增2401宗確診，包括2337宗
本地及64宗屬輸入個案，另再多28名患者死亡，第
五波疫情累計錄得13045宗死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楊何蓓茵在社交專頁發文表示，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或接種站昨日恢復運作，呼籲 「一老一幼」盡快接種

適當劑次的疫苗。

中心復運籲老幼接種疫苗
楊何蓓茵昨日表示，新冠疫情管控工作已進入新階

段，社會逐步復常是各界的共同目標。而要達到這個
目標必須有序地一步一腳印推進，接種新冠疫苗仍是
重要一環，也是社會復常一塊重要的拼圖。她提到，
現時三歲以下幼童第一針接種率25%，第二針接種率
不足 15%；至於 80 歲或以上長者第一針接種率約
72%，第二針接種率約70%。她呼籲 「一老一幼」及
距離接種上一針超過半年的市民，從保護自己、身邊
家人及朋友的角度出發，盡快接種適當劑次的疫苗，

共同鞏固得來不易的防疫屏障。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現階段最重

要是部署應對 「後口罩浪」，避免解除口罩令後公營
醫療服務會癱瘓。他解釋，若每天溫度高於 20 攝氏
度，病毒生存時間較短，溫暖天氣亦令確診者炎症反
應較輕，3月底至4月初解除口罩令是安全的。他預
計在解除口罩令後，香港單日確診數字仍持續在2000
至20000宗。袁國勇坦言， 「後口罩浪」雖會造成嚴
重後果，但早放寬比遲放寬要好，期望屆時能建立起
免疫屏障，他建議長者及長期病患者在下個冬季來臨
前、即10月至11月期間再接種一次疫苗，高危人士
亦應在冬季繼續戴口罩。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陳學鋒昨早舉行記者會，公
布該黨最新進行的 「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結果。該
調查於上月13日至29日進行，成功以電話訪問862位
市民。結果顯示是次雖然 「目前狀況指數」由6月時
的83下跌至新低位73，但 「消費者預期指數」由上
次的105升至113，創2005年以來新高，顯示市民預
期未來本港復常及經濟谷底復蘇的機會已較高。而
「綜合消費者情緒指數」由上次的98回升至101的正

面水平，是自2021年6月以來最高位。

民調：「消費者預期指數」創新高
周浩鼎表示，由於 「目前狀況指數」仍然下跌，反

映市民近期經濟狀況仍然偏弱，期望新年度政府財政
預算案向香港市民派發至少5000元的消費券，以紓解
市民經濟壓力，亦可振興零售、餐飲等中小企。周浩
鼎又說，兩地目前已實施首階段 「通關」及復常措施
下，政府應加緊力度重振經濟，促進產業多元化，並
開拓對外聯繫及市場領域，讓社會工商各界能迎接更
多發展及工作機遇。

陳學鋒則指，經過疫情肆虐三年，期望疫情過去，

內地以及海外自由行旅客等各方面能逐步帶動本港經
濟恢復。他指出，當局亦須積極舉辦大型盛事，以鼓
勵大量海外旅客訪港，從而有序開放，重振本港經
濟。

新民黨倡取消雙倍印花稅
同日，新民黨亦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就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遞交多項建議，提出以稅務措施帶動交
投及增加政府收入，其中包括建議取消 「雙倍印花稅
(DSD)」，保留針對短期炒賣的 「額外印花稅(SSD)」
及針對海外資金的 「買家印花稅(BSD)」，即香港永
久居民 「非首置」只須支付最高4.25%印花稅。為帶
動交投及吸引企業來港上市，建議下調股票印花稅至
0.1%；足球博彩稅由50%上調至80%，以增加政府收
入。

為鼓勵生育，新民黨建議向每名新生嬰兒父母派發
兩萬元資助；向使用卵子及精子冷藏服務的市民提供
五萬元津貼；聘用外傭加入為扣稅項目，最高限額為
5.5萬元；引入累進式子女免稅額，第二名子女起免

稅遞增2.5萬元，第四名子女後劃一將子女免稅額增
加一倍。針對基層市民方面，建議綜援出 「雙糧」、
發放 「N無人士」津貼、公屋免租一個月等。

其他建議還有推動人民幣及港幣數碼化，與央行合
作推動數碼化貨幣交易結算平台；加快檢討創業板，
研究成立新交易市場為中小企提供全新融資渠道；重
啟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上調投資資產要求至
2000萬元；完善與兩地專業資格互認機制，讓香港專
業人士通過統一考試，取得大灣區內執業資格；推動
香港成為大灣區綜合食品貿易中心等。

此外，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昨早於電台節目中表示，
本港正處於復常的關鍵時期，部分行業過去三年處於
水深火熱，政府應該扶持，建議再派發幾千至一萬元
電子消費券，相信對刺激本地消費會有相當正面效
果，亦是還富於民的較直接方式，他形容是 「小財唔
出大財唔入」。出席同一節目的勞聯主席林振昇指，
希望在社會復常後進一步刺激飲食及零售業，建議全
民派發5000元消費券，相信這筆300多億元公帑開支
會帶來經濟提振作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保安局早前表
示，將逐步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於2023年年初進
行地區諮詢，以期於2024年年初起實施逐步開放，
容許沙頭角邊境禁區內全部地方（中英街除外）進
行旅遊活動。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洪昨日表
示，保安局已就明年首季逐步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
諮詢委員會，計劃開放每天旅行團及個人旅客遊
覽，上限1000人。

邊境位置設圍欄防誤闖禁區
李冠洪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局方還計劃在沙頭

角一帶增加停車位等社區設施，並在邊境位置設圍
欄，防止有人誤闖禁區。

沙頭角鄉事委員會歡迎逐步開放沙頭角，增加當
區經濟收益。李冠洪提出，希望以後可以全面開
放，不設人數限制及毋須預約；當中開放中英街的
問題較複雜，涉及兩地政府磋商，若將中英街規定
為正式過關點，只持回鄉卡即可進入，則管理更方
便。

新界社團聯會北區地委會主席溫和輝表示，目前
開放計劃範圍僅限於碼頭位置，遊客如同 「路過」
沙頭角墟，對當區經濟幫助不大。他期望進一步開
放後，遊客能到當區逗留，增加當區經濟收益。他
提出，區內目前只設一個小巴站及巴士站，擔心開
放後遊客數目大增，或影響居民的出行交通，期望
局方檢討交通安排。

專家倡三月底四月初撤口罩令

多個政團冀再派消費券
促進經濟復蘇 紓解市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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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逐步開放
明年初日限千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運輸署昨日宣
布，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同意增加港珠澳
大橋往來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車常規配額，
以加強港澳之間的陸路跨境交通。自大橋啟用至
今，運輸署已發放共1800個香港配額，考慮到大橋
附近一帶的交通情況，運輸署將增發1000個香港配
額。

公司及個人配額各500個
據悉，新增配額將由今年第二季度起分兩個階

段發放。新增的 1000 個香港配額分為公司及個人
配額兩類，每類各500個，有效期為不超過三年。
若申請數目超出擬發出的指定配額數目，運輸署
將按申請類別抽籤決定處理每宗申請的先後次
序。

新增配額的申請資格維持不變。公司配額供在港
澳兩地均有註冊的公司，或在澳門有關聯公司的香
港註冊公司申請；而個人配額則供在澳門從事受薪
工作或開設公司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持有有效
香港配額的私家車可以不限次數經大橋進出澳門市
內。配額有效期屆滿後會重新接受申請，以期更多
人可以受惠。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
李銘欣報道：隨本港逐步擺脫
新冠疫情影響，踏上復常之路，
社會各階層均對未來前景及下月
22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寄予厚
望。多個政黨團體均認同派發消
費券及不同津貼等方法，有效促
進本港經濟復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區政府昨日
嚴厲譴責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有關香港國安法以
及本港法治、權利和自由的不實言論和污衊抹黑，
並堅決反對任何對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偏
頗評論。特區政府強烈敦促美國政府，立即停止不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為，立即停止
干涉香港特區的事務。

國安法實施令港生活經濟復常
對於梅儒瑞針對本港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失實和

無理指控，特區政府發言人直斥純屬無事生非，
危言聳聽。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美國政府和
政客一直假借不同事件、場合和藉口詆毀香港國
安法，對盡責、忠誠和依法落實香港國安法的香

港特區肆意攻擊，並對香港國安法實施讓廣大香
港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營商環境恢復
的實況置若罔聞，批評美國政府和政客的專橫跋
扈表露無遺。

就梅儒瑞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就香港國安法作出
解釋的肆意歪曲和蓄意抹黑，特區政府發言人嚴正指
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權是 「一國兩制」原則
下的重要一環，體現了法治原則。今次解釋不直接處
理具體司法案件，而是釐清有關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
用法律的依據，絕不存在損害香港法院受基本法保障
的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的問題。

發言人強調，基於國安事務的本質，行政機關遠比
法院處於較佳位置作出合適的判斷，因此法院會對行
政機關就國安事務方面的判斷予以尊重，這一項原則

也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維護國家安全的通則。
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只是就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
所述的問題，向法院提供一項有約束力的認定，不是
取代法院處理訴訟中的其他爭議，也不是代替法庭判
案。

外交公署斥公然詆香港法治
另外，針對美國駐港總領事在美國智庫舉辦的香港

經濟前景研討會上借題發揮，公然詆毀香港法治和自
由，惡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釋
法，蓄意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
26日表示強烈不滿，予以嚴厲譴責。

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25年來，中央政府始終全面
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充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廣泛權
利與自由。當前香港正處於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新一屆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堅決維護國
家安全，大力恢復經濟活力，積極回應民眾關切，行
政機關和立法機關良性互動，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
審判權，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

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 「不設防」問題，打擊的是極少數，保護的是
廣大香港居民。發言人強調，梅儒瑞作為美國政府派
駐香港的高級外交官，對當前香港的大好局面視而不
見，充耳不聞，不斷詆毀香港法治和自由，為反中亂
港分子撐腰打氣，唱衰香港發展前景，只能暴露其亂
港遏華的險惡用心，必將會被鐵一般的事實狠狠打
臉，再次遭到可恥的失敗。

港府譴責美國駐港總領事污衊抹黑言論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因應全港學
校將於 2 月起逐步有序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昨日在社交平台公布，當局在 「校園
．好精神」網站推出 「校園復常．好精神」專
頁，提供多元和實用的資源，幫助學生盡快重拾
正常的學習和社交生活。她鼓勵教育界善用專頁
的資訊，主動關心學生的需要，幫助他們調節心
態及生活常規，以配合全日面授課堂的節奏，享
受校園生活。

調節心態配合全日面授課
據介紹，在提升一般學生的適應力方面，學校可參

考 「協助學生適應全日面授課堂」資源包所建議的四
個方向，支援學生重新適應全日制校園生活，包括安
全感、熟悉感、寬容與調節及情緒調節。家長可參考
「協助子女適應全日面授課堂」小貼士，盡早與子女

建立常規，以及妥善分配作息時間等。此外，由臨床
心理學家主講的 「壓力處理我有計」家長教育短片已

上載及連接至專頁。
在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風險的學生方面，學校可參

考 「認識及支援有自我傷害行為的學生」專頁，內容
包括如何制定校內的及早識別及支援機制、即時介入
策略及跟進建議等；家長亦可於專頁下載 「如何幫助
有自我傷害行為的學生」家長小冊子，協助子女處理
其困擾。另一方面，當局亦會針對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及跨境學童等群組，提供建議及資源，幫助他們處理
壓力及焦慮。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一名30歲消防員
前日年初四到蒲台島釣魚，家人其後無法與他取得聯
絡，至昨日報警求助。警方連同消防處及政府飛行服
務隊接報到蒲台島一帶展開海陸空搜索行動，但至今
仍未尋回事主，警方發圖呼籲市民提供消息。

警方及家人發圖尋人
失蹤消防員陳錦輝（30歲），在前日上午放工後，

向家人表示會到蒲台島釣魚，但至昨日凌晨還未返家，
家人擔心其安全，遂報警求助。至昨晨10時許，警方
連同消防處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蒲台島一帶展開
海空搜索，行動至入夜後結束，但仍未尋回。陳錦輝家
人昨晨在社交媒體發文尋人，並上載陳錦輝出發時身穿

衣服的圖片。消息稱，陳駐守紅磡消防局。
警方呼籲市民提供失蹤男子陳錦輝的消息，他在前

日上午在佛光街最後露面後便告失蹤。陳身高約 1.7
米，體重約75公斤，中等身材，方面型，黃皮膚及蓄
短黑髮。他最後露面時身穿黑色外套、藍色長褲、黑
色鞋，攜有一個白色漁竿袋及一架手拉車。任何人如
有該失蹤男子的消息或曾見過他，請致電36618036或
90206542與西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或與任何一
間警署聯絡。

今次是本周第二宗涉及釣魚失蹤事件，年初二(23
日)一名65歲男子陳樹到龍鼓灘釣魚，至晚上仍未回
家，家人報警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和水警在現場
海面搜索，至今仍未尋回。

男子蒲台島釣魚失蹤 救援人員海陸空搜索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內地與本港免
檢疫 「通關」以來首個農曆年長假期結束。在五日
長假期，本港總出境人次超過54.2萬人次，其中港
人出境佔逾 45.3 萬人次，即總出境人次的大約
84%。

41萬人次入境內地客佔6.6萬
根據入境處在各口岸的統計，由年三十至年初

四，本港共錄得逾41.7萬人次入境，其中內地旅客
佔逾6.6萬人次，佔總入境人次大約16%。

內地訪港旅客入境高峰是年初三，共有逾1.6萬
人次到港，當日最多人經高鐵西九龍口岸入境。
至於港人外遊高峰是在年三十，有逾 10 萬人次出
境，當日最多人經落馬洲支線管制站離境，其次
是機場。

另外，香港與內地本月初實現首階段復常 「通
關」，至今運作大致暢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自首
階段 「通關」以來，兩地疫情不但未有惡化，相
關數字持續處於低位，有條件進一步放寬限制，
包括取消入境核酸檢測、開放更多口岸以及增加
過關名額，以短期內達致全面復常 「通關」為目
標。他續指，只有全面復常 「通關」，內地活水
才能源源不絕湧入香港，香港才能以更積極的姿
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地共享疫後復蘇新機
遇。

春節五日長假
45萬港人外遊

大橋往來港澳私家車
港增1000個配額

消防員陳錦輝在蒲台島釣魚失蹤，警方發圖尋人並
聯同多個部門海陸空搜索。

周浩鼎（左）及陳學鋒公布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結
果。 記者 馮俊文攝

左起：黎棟國、葉劉淑儀及容海恩講述對財政預算
案建議。 記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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