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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以「四個點
讚」全面、精闢回顧過去一年國家和香港不平凡的經歷與成
就，以「四個應當」總結去年非法「佔中」事件帶來的深刻反
思，表達了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期待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方案獲得通過的共同願望，重申中央「三個堅定不移」的誠
意、立場和原則。張曉明的致辭鼓舞港人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張曉明對國家和香港不平凡的經歷與成就的「四個點讚」，
既大氣磅礴，又充滿激情，不僅令人感受到澎湃摯熱的愛國激
情和深沉豪邁的民族自豪感，感受到國家和香港美好光明的未
來，感受到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的堅定步伐，而且
充分肯定香港特區政府及其警隊「堪當重任」，高度讚揚香港
各界人士維護法治，匯聚成愛國愛港的巨大正能量，「眾志成
城」，鼓舞港人信心。

回首愈深邃，前瞻愈智慧。非法「佔中」給香港帶來深重創
傷，張曉明總結香港社會對「佔中」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四
個應當」：一是應當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二是應當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優勢；三是應當給予青少年
更多的關愛；四是應當更加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求香
港的更大發展。

在這「四個應當」中，張曉明首先指出，反思「佔中」，最根
本的就是要思考如何正確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與
國家的關係。他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要
擺正一國之內的地方與中央關係，不能容許借口高度自治而排斥
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散布「港獨」言論，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
與中央政府搞對抗。這是繼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公開批評
「港獨」後，張曉明以中央駐港機構最高代表的身份對「港獨」

言論作出表態，表明中央不能容許有人在中國的特區肆意鼓吹
「港獨」。這是對「港獨」言論及行為的當頭棒喝。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優勢。「佔
中」的教訓之一，就是法治有時也可能會變得很脆弱。張曉明
提醒人們，要小心呵護法治，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沒有「任
性」的特權。青少年是香港和國家的未來。然而，有不少青少
年參與非法「佔中」。這一現象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青少年的教
育和培養問題。張曉明提出，社會各界應為青少年的成長和發
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增添對前途的希望和
奮鬥動力。青少年成長為具有民族自豪感、國家歸屬感和社會
責任感的新一代，才能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

祖國內地從來是香港發展依托的腹地和堅強後盾。加強與內
地交流合作，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香港擔心內地進步而被
「邊緣化」，甚至擔憂香港「內地化」，都是不必要、不合時
宜。張主任的提醒，有助港人正確看待兩地合作的重要性，在
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發揮獨特作用，不斷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

展望2015年，通過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是香港社會的
共同期望。張主任重申「三個堅定不移」：中央對2017年在香
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誠意是堅定不移的；要求行政長官普選
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
不移的；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是堅定
不移的。這清楚表明，中央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不
容懷疑，希望反對派議員順應主流民意，回歸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正軌，支持政改方案通過，讓香港民主發展邁出歷
史性的一步。

張曉明致辭鼓舞港人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本港昨日再多7人死於流感，自上月初至今已經造成118人死亡。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由於流感病毒出現輕微基因轉變，
出現「漂移」情況，加上由H3N2流感病毒主導，所以今年有較多
長者受感染入院，或引致較嚴重疾病。事實上，今年流感的死亡率
較以往為高，說明病毒可能已出現變種，令到殺傷力更大。本港今
年冬季尚有兩個多月，而農曆新年很快到來，隨時令流感病毒進一
步擴散。當局應立即提升防疫級別，由政府高層全面統籌抗疫工
作，包括醫療體系的應對、在學校出現大規模爆發時的應變以及社
區的防疫衛生工作等，都要作出全面部署。同時，針對老弱、醫護
人員等高危群體，當局應加緊為他們接種疫苗，將流感傷亡人數減
至最低。

每年冬季都是流感的高發期，但今年的流感潮明顯並不尋常，不但
病毒傳播速度快，殺傷力更加驚人。應對流感潮衝擊，當局不能只沿
用以往應對冬季流感的辦法，必須因應最新的疫情，提升防疫級別，
統籌防疫部署，特別是針對醫療部門的壓力，盡快增撥資源，以免影
響其他醫療服務。教育局也應及早制定指引，如果學校出現大規模流
感爆發時，是否需要立即停課，停課的時間及安排如何，都需要未雨
綢繆。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假期，將會有大量人流出入境，如何防範
流感在人群間傳染，都需要盡早制定方案，絕不能掉以輕心。

應該看到，流感對於長者、抵抗力較弱人士的殺傷力極大，即使
能夠康復，也可能留下嚴重後遺症。他們是這場流感潮中最需要支
援的一群。但新流感疫苗最快也要到4月才可大量供應，屆時冬季
已經過去，流感殺傷力也大減，作用已經不大。因此，當前首務就
是盡快為有需要人士接種疫苗，當局應主動為長者及醫護人員接
種，甚至可研究加大補貼或乾脆免費，以吸引更多有需要人士接
種，防患於未然。

提升防疫級別 應對流感危機
A6 重要新聞

流感「三數」趨穩 不必全民口罩
料高峰期持續至下月底 強調有充裕藥物抗病毒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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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

流感入 ICU及死亡人數
流感類型 入ICU 死亡
甲型（H3N2） 175人 108人
甲型未有亞型 7人 7人
乙型 5人 3人
總數 187人 118人
註1：數字由2015年1月2日下午至2月4日下午
註2：187人需入住深切治療部（ICU）個案中，有47
人曾於流感季節前或期間接種疫苗

資料來源：衛生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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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流感在本港造
成過百人死亡，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解釋，是由於病毒出現抗原漂移現
象，基因改變，病人身上沒有中和抗體，
導致較多人感染，病情亦較嚴重。抗原漂
移通常隔3年至6年出現一次，在2004年
導致超過800人死亡，2005年更高達超過
1,100人，當中逾80%由H3N2導致，死亡
個案主要是長者及長期病患，或是5歲以
下兒童。

死亡人數或增至600人
袁國勇認為，今年的流感疫情如維持多

兩個月，死亡數字可能增至300人，如現
時情況仍未見頂，更有可能增至600人，
但不會超出2005年的情況。至於非高危人
士的死亡率，以往只佔0.2%，現時暫時未
見超出這個數字。
他指，現時常用治療流感藥物如特敏

福，流感清都有效用，建議在病徵出現頭
48小時內治療，出現併發症的機會就會低很多。至於
高危人士應採取預防措施，包括65歲或以上長者、長
期病患者、孕婦及嚴重肥胖人士，他們在人多地方應
戴上口罩，回家後第一件事是洗手，以及注意手部衛
生。袁認為，現階段無需要全民戴口罩，暫時亦毋須
停工停課。

病毒基因突變產生變異株
所謂的「抗原漂移」，其實是指病毒出現基因突

變，產生變異株。病毒分為A,B,C三型，B、C型只會
在人類身上發現，而A型則廣布於人及其他動物。A
型病毒又依「血球凝集素抗原」(HA)及神經胺酸抗原
(NA)分為許多不同亞型，目前有15種HA抗原，9種
NA抗原，2種抗原組合於不同的病毒株中，形成很多
亞型，例如我們常見的「H5N1」及「H7N9」等。
當病毒出現基因變異時，可以是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及抗原移轉(antigenic shift)。抗原漂移是由於HA
或NA的點，出現突變並產生變異株，影響病毒的特
性，這現象於人類的病毒株發生較多；抗原移轉是指
當有兩種病毒同時感染一個細胞時，病毒的八段基因
可能會相互分配而產生新的變種，成為各種不同的亞
型。

本港流感疫情嚴峻 ，
死亡個案不斷上

升。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傍
晚召開記者會，簡報冬季
流感季節的最新監測數
據。梁挺雄表示，上星期
共錄得64宗與流感相關的
成人嚴重感染個案，是自
2011年流感季節以來最高
每星期數字（33宗）的新
高；今年至今共錄得187
宗成人嚴重感染個案，包
括118人死亡，當中包括
175宗為甲型（H3N2）；5宗為乙型；7宗為甲型。

成人嚴重感染個案多涉長者
梁挺雄指，成人嚴重感染個案主要涉及長者，分別有

155宗嚴重感染個案和108人死亡，佔整體82.9%和
91.5%；上周安老院舍爆發集體流感個案有31宗，本周
暫時亦錄得10宗。梁挺雄強調，由於疫苗可減低疾病嚴
重程度、入院和死亡，特別是高危群組，呼籲仍未接種
的長者應盡快接種。
今次流感較往年嚴重，梁挺雄解釋應付今次流感季節使
用的疫苗，去年9月已經開始在市場供應，但由於流感病
毒出現輕微基因轉變，出現「漂移」情況，加上由H3N2
流感病毒主導，所以今年有較多長者受感染入院，或引致
較嚴重疾病。

入院入ICU病毒樣本數據皆穩定
不過，他指三項敏感數據，包括長者入院數字、送入
深切治療部的數字，以及衛生防護中心驗出對流感病毒
呈陽性的樣本比例，近日已較2星期至3星期前穩定，沒
有再急速上升，顯示未來情況未必會非常嚴重，暫時沒
有需要呼籲全民戴口罩，但高危人士到人多擠逼地方，
仍然應戴口罩。至於感染數字會否再急升，他認為未來
可能仍會處於高水平，但是否會急升仍要觀察，他不覺
得現時要呼籲全民戴口罩。
對於有指昨日新增的7宗死亡個案均是進入深切治療

部不足1日即死亡，梁挺雄回應指不能單靠此數據作判
斷，因並不清楚患者之前發病時間的長短。

當局重視發布工作宣防疫
被問到當局是否低估流感疫情，梁挺雄表示，當局一

直重視發布工作，自12月底已經透過不同途徑發布訊
息，過去多個月亦有做注射流感疫苗的宣傳，未來幾日
會透過社交媒體發布流感最新數據；當局亦已第三次發
信，建議校方採取措施預防流感，包括為學生量體溫，
並提醒同學有不適要留在家中等。他續說，流感在學校
的爆發很多時好快就停止，較少停課，但如果有很多班
別和學生感染，有很多嚴重個案，都是考慮建議停課的
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衛生防護中

心昨日公布，由前日下午12時至昨日中午，

本港再增添9宗成人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當

中7人死亡，令由1月2日至今的累積死亡人

數增至118人。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

雄昨日表示，多個數據都顯示，流感情況已較

2星期至3星期前穩定，但仍然處於高水平，

提醒市民不能掉以輕心。 他預計流感高峰期

會持續到下月底，但現時難以估計流感最終會

導致多少人死亡，因為當中會受很多因素影

響 。他又強調，當局會密切監察情況，現時

亦有充裕的抗流感藥物，但他認為暫時沒有需

要呼籲全民戴口罩。

■梁挺雄指，流感情況已較
兩三周前穩定。 陳廣盛 攝

高永文籲新春勿「諱疾忌醫」

立春寒風「遲到」市區今料12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受寒冷冬季季候風影
響，本港由昨晚開始氣溫下降，今日市區最低氣溫
約在12度左右，新界會再低一兩度，預計明早天氣
仍然寒冷。適逢流感高峰期，衛生署提醒市民做好
保暖，保障健康。

周末始回暖「酒後恐更寒」
昨日適逢立春，但天氣未有回暖，反而受寒冷冬

季季候風影響，天文台昨午4時20分發出寒冷天氣
警告，晚上氣溫開始下降，至今早最低氣溫約12
度。預測今日日間天氣乾燥，短暫時間有陽光，最
高氣溫約16度。吹清勁偏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
隨後數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明早仍然寒冷，周末期
間始回暖。
寒冷天氣加上流感高峰期，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

民小心保暖，注意健康，尤其長者、心臟或呼吸系
統疾病患者和長期病患者更應特別小心，例如要多
留意天氣預報，按氣溫加穿適當禦寒衣物、進食足
夠食物以攝取充足熱量、多做運動助增加血液循
環、同時避免長時間暴露於戶外。發言人又特別提
醒，「飲酒不能保暖，因酒精會令血管擴張，使身
體熱量流失。」
勞工處亦提醒僱主，寒冷天氣警告生效期間，
應盡量安排僱員交替在戶外及戶內或有遮蔽的地
方工作；僱員如有不適，應盡快通知主管和看醫
生。
社會福利署特別提醒長者注意保重身體，呼籲其
親友和鄰居多關心及慰問體弱長者的身體狀況，尤
其是獨居長者，有需要可致電社署熱線：2343 2255
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多位議員在立法會提出
緊急質詢，要求政府加強通報流感疫情。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指，醫管局在流感高峰期來臨前已制定
整體應對措施，包括增設逾280張病床，本月亦會增
加普通科門診近1,500個服務名額，必要時會考慮減
少非緊急手術。他認為現階段毋須全民戴口罩，最重
要是保持雙手清潔，又提醒市民勿因忌諱，在農曆年
間拒絕求診。

增病床門診額 紓急症壓力
近期流感個案及死亡宗數急升，連議員亦有染

病，需戴上口罩出席會議。3位議員昨日在立法會提
出緊急質詢，部分議員質疑政府低調處理今次流感
爆發。
高永文表示，本港自去年12月踏入冬季流感季節，

流感活躍程度持續上升，並迅速在1月中至後期達到
高水平，醫管局早於冬季流感服務高峰期來臨前，制
定了整體應對措施，包括由12月開始增設282張為期
6個月的病床、農曆新年期間亦會增加1,486個服務名
額，增幅達30%，以紓緩急症室的壓力。
他又說，若服務需求進一步急增，醫管局會考慮減

少非緊急手術，騰出病床及護理人手以應付流感病人
的需要，但癌症手術、緊急心臟手術、涉及肢體及重
要器官的手術則不受影響。

憂全城戴罩釀社交疏離
高永文表示，今年流感的爆發嚴重程度，肯定較過去
數年高，有專家已預計，除嚴重病例會增加，整體爆發
時間亦可能會延長。對於現時需否全城戴口罩，高永文
表示，近日接觸過不同專家，有些認為全城戴口罩可製
造社交疏離，對流感擴散可起到抑制作用，但亦有人不
同意，他建議兒童、長者、長期病患者等抵抗力低的市
民，外出時最好戴口罩，但暫時毋須全民戴口罩。
他又強調，患流感的市民往往自行服用坊間的藥

物，或因風俗習慣，即使在農曆新年前後染病亦不求
醫，都是不智的做法，呼籲患病市民盡早求醫，由醫
生處方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並且在病發後48小時內
採用，效果才最明顯。

「每逢流感也嚴陣以待」
對於外界批評當局低估情況，問他有否預計整個高

峰期中，會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高永文表示，並非
要估計相關人數會有多少，「而是每次也要嚴陣以
待，採取嚴謹的措施。」
他又說，衛生防護中心即將發放第三輪通告，特別

建議曾爆發流感的學校採取預防措施，例如量度體
溫、勸喻發燒的學生不要上學。衛生防護中心會密切
注意最新情況，再考慮需否停課。

■流感高峰期間，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坐不少等候診症的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袁國勇認
為，高危人
士應採取預
防措施，在
人多地方應
戴上口罩。
旺角街頭有
不少途人戴
口罩防禦。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