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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伊院否認 專家冀篩查兩月內受控

醫局被指隱瞞腸道惡菌疫情

多間公立醫院近月出現多宗抗萬古霉素腸道鏈球菌
感染個案，「重災區」伊利沙伯醫院上月30日

起，篩查所有住院病人是否帶菌者，至今共抽取600多
個樣本測試，部分經已有報告。何㟞良昨日在電台節目
中批評，醫管局隱瞞伊利沙伯醫院爆發疫情，伊院臨床
感染控制及醫院聯網行政架構亦同樣不足，對疫情掉以
輕心，以致疫情不斷惡化。

何㟞良：今年3月已出事

何㟞良透露，早在3月已發現感染數字上升至超過100
人，當時理應採取嚴厲措施，包括統籌跨聯網醫院同衛
生防護中心展開研究，但醫管局一直隱瞞疫情。直至他
7月去信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後，醫管局才改變處理
手法，以及採取大型篩查措施，但疫情至今仍未受控。
他認為，院方如果一早採取防控措施，與衛生防護中心

商討對策，疫情未必會演變至今，爆發過千宗感染個
案。

帶菌無病發 勿掉以輕心

他期望院方展開大型篩查工作後，感染數字能在1個
月至2個月內逐步回落。他指就算病人只是帶菌者，並
無病發，亦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根據海外數據，每4個
帶菌移植病人當中，便有1人發病，擔心萬一惡菌傳至
器官移植中心，會為手術帶來死亡風險，甚至需要關閉
移植中心，後果將屬災難性。

醫院有壓力 盼給予時間

對於何㟞良對醫管局的批評，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後
回應指，否認醫管局對疫情掉以輕心，以及隱瞞疫情。
高永文表示，醫管局現已做了600多個病人篩選檢查樣
本，其中300多個已完成報告，當中只有10多個呈陽性
反應，情況比他預期中少。高永文表示，相信醫管局和
伊院有留意疫情，但不同階段有不同措施。他說，伊院
現時有大批病人進行篩選檢查，相信對醫院運作會造成
一定壓力，期望公眾給院方空間和時間，讓院方做好篩

選檢查工作。

已即時隔離 篩查高危者

被問到伊院是否在細菌爆發初期掉以輕心，伊利沙伯
醫院副行政總監何曉輝說，當時已隔離帶菌者，以及篩
查高危病人。他重申，進行大型篩查前，需考慮對病人
的影響。他又指，伊院展開篩查後，至今已完成化驗
200多個外科病人樣本，發現有20個帶菌者，佔3%，屬

預計之內。他強調，帶菌者均沒有出現病徵。
何曉輝估計，未來2星期會為腦外科、內科等病人篩

查，帶菌者比率會進一步上升，或會達致雙位數。內科
病人較多是需要入住護老院的長者，可能有需要延長住
院時間。他續稱，伊院已開設有24張病床的隔離病房予
帶菌者入住，有需要時會再增加隔離病房及人手應付。
現時受影響的非緊急病人不足30%，預料月底會完成篩
查。

漫畫星光大道周年 58萬人參觀醫專首辦開放日助認識業界前景

擴堆填區擬明年初再「闖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張文鈴）伊

利沙伯醫院近月爆發抗萬古霉素腸道鏈球菌感

染，上月30日起，院方更啟動重大事故控制中

心，為所有住院病人作篩選檢查。香港大學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㟞良批評醫管局隱瞞疫

情，期望院方展開大型篩查工作後，疫情於1

個月至2個月內受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否認醫管局隱瞞疫情，指不同階段會有不同

措施，現時篩查情況亦較預期好。另外，伊利

沙伯醫院副行政總監何曉輝表示，細菌爆發初

期，已隔離帶菌者，以及篩查高危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環境局暑假前提出擴建
堆填區遭遇「滑鐵盧」後，有意於下季再度「闖關」。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將於本月內為首批私營垃圾車加裝
尾蓋和污水兜，並會繼續與地區人士會面，期望於明年第
一季再向立法會提交擴建堆填區建議。

本月為私營垃圾車升級

黃錦星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政府將分批把私人業
界垃圾車升級，加裝尾蓋和污水兜。第一批改裝垃圾車會
在本月內完成，以協助香港整體垃圾運送更衛生，社區更
受惠。當局會修訂法例，規定將來前往堆填區的垃圾車需
達至某個標準，包括不可「滴汁」、不可沒有尾蓋等，長
遠優化垃圾營運。

首個焚化爐 興建須8年

黃錦星又指，第一個焚化爐需約8年才可建成，而且只
能處理香港三分之一都市固體廢物，所以堆填區擴建是基
本市政需要。他重申，打鼓嶺滲漏只屬個別事件，政府前
日加設網址，逐步把堆填區運作、污水情況等資料上載到
網頁，以增加溝通。
黃錦星期望，可於明年第一季把擴建堆填區建議提交立

法會討論。當局未來兩個月至三個月，會與不同地區繼續
溝通，並正在考慮安排機會，與十八區區議會主席以及區
議員加緊會面和溝通。
另外，建築廢料方面，黃錦星表示，正與業界緊密溝

通。業界將於本月內就建築廢料議題，向政府提交具體建
議，包括是否需檢討建築廢料收費。不過，他指現時約
95%建築廢料運往填料庫，只有小部分運往堆填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廣東計劃」已
接受申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社署
至今共收到約1.3萬份申請，面見200多位申請
者，預料最快可於7日內發放津貼。當局將增加
人手及簡化程序，希望每日處理的申請從80宗提
升至100宗。他又指，單親家庭中，女性佔63%，
在職貧窮機會大，當局會在未來數月內更「全
速、全方位」研究針對性扶貧配套措施。

約見後最快7日內發放

為移居廣東的香港長者提供生果金的「廣東計
劃」，本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張建宗昨日在研討
會結束後表示，社署共收到約1.3萬份申請，並由
本月2日開始面見長者。截至前晚，共約見200多
位申請「廣東計劃」的長者，會在7日後發放津
貼。
張建宗表示，程序上有需要面見長者，希望市

民諒解申請需時。如果申請人行動不便，會安排
社署代理機構派社工家訪，現時每日處理申請約
80宗，期望汲取經驗後盡可能增添人手以及簡化
程序，增至每日處理100宗申請，社署暫未接獲
投訴。張建宗更特意感謝工聯會與當地銀行作出
安排，讓移居廣東的香港長者只需有銀聯卡，在
內地便可每月提取900元人民幣，免卻申請手續
的麻煩。

單親女性在職貧窮63%

此外，政府早前訂立貧窮線，鎖定支援的在職貧窮戶當
中不乏單親家庭，女性比例更佔63%。張建宗指出，政府
會在明年1月15日施政報告公布前，「全速、全方位」深
入研究加強裝備、培訓、託兒服務等配套措施，以支援這
類群組。他又重申，最低工資與貧窮線是兩回事，未來會
在釐定最低工資的檢討過程中，參考貧窮線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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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中環市集商販近日被市建局下令年底遷
走，近20名販主昨日舉行申訴大會，批評市建局新任主席上任後推翻前任
承諾，直言「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能接受。有商販訴苦指，已在原址開檔
數十年，亦與鄰近不少食肆簽下供貨合同，遭逼遷後難免違約，並需賠償
至少數十萬元，對市建局違反承諾大感無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
示，市建局單方面決定不續約，將影響商戶近百員工生計，要求當局盡快
與商販重新展開會談。市建局回應指，稍後將約見商販。
中環市集橫跨嘉咸街及結志街一帶，向來以貨廉物美聞名，為大部分半

山區居民提供日常飲食。據悉，市建局前任主席張震遠在位期間，為了在
市集範圍進行重建，曾把該區劃分為A區、B區及C區，曾對區內商販承
諾，先待商販覓得新舖位才要求遷出，並會在B區重建新鮮食品大樓後，
容許原區商販優先投標，以取得理想舖位繼續經營。

新主席上任 疑違反承諾

不過，市建局新任主席上任後，眾市集商販隨即於上月23日，突然接獲
由市建局委託律師樓發出的律師信，要求於今年底交出檔位，否則由市建
局為商販扣起的每月一半租金將不會發還，令眾商販措手不及。因此，逾
90%受市建局重建計劃影響的商販組成「中環市集商戶大聯盟」，昨日召
開申訴大會，批評市建局「人去茶涼」，質疑新主席蘇慶和一上任就推翻
前任對商販的承諾，不但拒絕與商販續約，而且要求他們在短時間內遷
走，無疑是有意為難。

檔主憂違約 賠償數十萬

已擺檔逾30年的陳先生表示，因與蓮香樓、陸羽茶樓等食肆簽訂供貨合
同，一旦遭逼遷，難免因未能供貨須違約，估計單是違約賠償便至少需付
數十萬元，尚未計算未能開檔的損失，認為市建局冷酷無情。同樣面臨逼
遷危機的參茸海味店主關先生表示，開業20年來相安無事，張震遠當年推
重建計劃時，亦不時與商販聯絡，但新主席上任以來，不曾與商販聯絡。

王國興：過百人或失業

聯盟召集人許偉堅表示，商販3個月內難以遷走，預料屆時有不少商舖
倒閉，令過百人陷入失業危機。王國興表示，以往市建局曾體現對中環生
活市民及商販的承諾，在商販未有違約的情況下，當局不應單方面不續
約，要求當局盡快與居民會談，大聯盟下周一亦會到市建局請願。市建局
回應指，商戶租用臨時舖位時，已知需在工程展開後遷出，當局稍後將約
見商販，了解商戶有沒有特別經濟困難，再決定會否有空間彈性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維寶）

為了慶祝「香港
漫畫星光大道」
開放一周年，香
港動漫畫聯會昨
日於九龍公園廣
場舉辦「香港漫
畫星光大道一周
年同樂日」，現
場設立多個漫畫
工作坊，讓市民
及旅客對漫畫製
作有更深入了
解。「香港漫畫
星光大道」至今
已錄得逾58萬參觀人次，大會在過去一年
間，通過逾170場導賞團，向參加者介紹不
同展品，以及香港漫畫製作發展。

黃玉郎盼繼續推廣發展

香港動漫畫聯會於去年9月，在九龍公園
設立全球首條以推廣漫畫文化為主題的香
港漫畫星光大道，豎立24個本地原創漫畫
角色彩繪雕塑，並展示10位本地漫畫家銅
製手印。為了慶祝香港漫畫星光大道開放
一周年，香港動漫畫聯會昨日於九龍公園
廣場舉辦「香港漫畫星光大道一周年同樂
日」，現場設有9個漫畫工作坊，包括參照
漫畫人像速寫、製作不同印章等，讓市民
及旅客對漫畫製作有更深入了解。出席同
樂日的香港動漫畫聯會會長黃玉郎表示，
希望香港漫畫星光大道未來繼續進一步推
廣本地動漫畫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

本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及增長問題，
為醫療帶來挑戰。有見及此，為了
吸引更多有志者投身醫科，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昨日首次舉行醫專開放
日，讓公眾更了解本港醫學專業發
展和潛力，期望讓更多人投身醫學
界，貢獻社會。該學院主席李國棟
透露，年底將成立新的醫學模擬訓
練中心，會配有更多處境訓練，考
驗醫生個人以至團體的合作性。
醫專昨日首次舉行開放日，多名

官員和學者出席揭幕禮，包括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衛生署署長
陳漢儀、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等。該學院主席李國棟表示，今年
是醫專20周年，主題是「人力資
源」，展覽主要介紹各專科培訓及
發展前景，如婦科、急症科、麻醉

科、外科等，期望讓公眾及有志向
醫科發展的學生提早接觸本地醫療
行業資訊，對醫療界前景有更確切
認識。

將會成立模擬訓練中心

李國棟昨日向傳媒透露，醫專將
成立新的醫學模擬訓練中心，有別
於一般科技性模擬訓練中心。中心
內，將配有更多處境訓練，包括應
急情境、病人以至對公眾的溝通，
考驗醫生個人以至團體的合作性。
他表示，整個模擬訓練中心設於醫
專7樓，興建費約1,000萬元，預計
將會於12月10日開幕，下月會有傳
媒發布會。

父帶子赴會 盼子港讀醫

有家長昨日帶同子女參加醫專開

放日，了解本港醫療專科發展及特
色。任職中學數學科教師的鄭先
生，昨日一早帶同兒子到來。他表
示，有意讓今年就讀中三的兒子未
來在本港就讀醫科，又指心儀港大
醫學院。鄭先生認為，本港醫科專
業訓練不俗，對子女成長發展有幫
助。兒子則表示，向來喜歡科學，
因此對讀醫科感興趣。

有藥房退出測試 高永文認有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特區政府就本港奶粉

供應情況進行壓力測試，有報道指，有藥房退出測
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回應事件時，承認
推行壓力測試有困難，對於有藥房退出，他指每個零
售點取向都不同，強調測試不是針對個別參加的藥
房。他呼籲香港家長毋須擔心，並強調當局不會輕易
撤銷限奶令。

取向各不同 非針對個別藥房

高永文表示，有留意到測試期間，傳媒報道和市面
上所有發生的現象。他重申，壓力測試嚴謹，對於測

試密度、時間等細節，則不會透露。他又指，黃金周
是奶粉需求高峰期，配合壓力測試下，會觀察本港整
個奶粉供應鏈，但現階段不會評論。同時，對於有藥
房退出測試，高永文承認，推行壓力測試有困難。他
指每個零售點取向都不同，強調測試不是針對個別參
加的藥房。他呼籲家長毋須擔心，並強調不會輕易撤
銷限奶令。
另外，去年DR醫學美容集團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高永文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調查。而當局區分醫學
與美容小組的工作已完成，2星期後會把報告呈交委
員會，並盡快提交立法會討論，但暫時未有時間表。

■中學教師鄭先生（右）期望兒子

（左）在港就讀醫科。 張文鈴 攝

■少女在「老夫子」公仔

下拍照。 梁祖彝 攝

■張建宗表示，預料最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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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署與職員會面。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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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表示，市建局單方面決定不續約，將影響商戶近百員工生計，要求

當局盡快與商販重新展開會談。 莫雪芝 攝

■關先生表示，開業20年來相安無

事，張震遠當年推重建計劃時，亦不

時與商販聯絡。 莫雪芝 攝

■陳先生擔心，難免因未能供貨須違

約，估計須賠償數十萬元。

莫雪芝 攝

■何㟞良期望院方展開大型篩查工作

後，疫情於1個月至2個月內受控。

梁祖彝 攝

■高永文否

認醫管局對

伊利沙伯醫

院疫情掉以

輕心，以及

隱瞞疫情。

張文鈴 攝

■張建宗表示，預料最快可

於7日內發放津貼。圖為長者

在社署與職員會面。 中通社

中環商販不滿逼遷 市建局將約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