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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流感高
峰未正式殺到，本港公立醫院已逼
爆，醫管局一度要加開共1,300張病床
應付需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指
出，因為染上流感而入院的病人比率
上星期開始有所上升，相信香港可能
在短時間內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該
局暫時已增聘超過390名自選兼職醫
護人員當「外援」；衛生署今年訂購
81萬劑流感疫苗，比去年多15萬劑，
以配合疫苖接種計劃的需要，呼籲市
民盡早接種。

公院加開1300病床
據醫管局的統計顯示，急症室在本

月10日至16日每日平均有5,964人次
求診，經急症室入內科病房的人次亦
由前一星期每日平均967人增至1,049
人；內科住院病床的住用率升至
112%，全港公院一度要加開1,300張
病床應付需求。
公院床科緊張與流感有關，衛生防

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在本月8日

至14日期間，公院主要診斷為流感的
入院率為每1萬人口有0.09人，數字
雖然低於0.25的基線水平，但已較一
周前錄得的0.08為高。
黃加慶並表示，衛生防護中心最新

收集的呼吸道樣本中，有3.14%對甲
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指本
地季節性流感的整體活躍程度雖然仍
處於低水平，但已高於前一周錄得的
數字，不排除香港可能在短時間內進
入冬季流感高峰期。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崗表示，醫

管局總部已向聯網分配約7.32億元的撥
款，以計劃及準備應對冬季流感高峰
期，包括預留資源加開病床及新增醫
療設備，並透露該局暫時已增聘超過
390名自選兼職醫護人員。他承認，聯
合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曾出現病房爆
滿，無法分配急症室病人上房，但該局
會加密巡房、加快檢測和診斷，期望可
以加快康復病人出院和病床流轉。

流感疫苗增訂15萬劑

政府今年繼續推行多項季節性流
感疫苗接種計劃，受惠對象除了小童
及長者外，亦包括 50 歲至 64 歲人
士，暫時有逾100萬名市民已經獲資
助接種，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1.8%，當中以6個月大至未滿12歲
兒童的接種率最高(48%)，但50歲至

64歲人士接種率卻只得7%，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今年度政府
額外投放 1.9 億元經常撥款予衛生
署，該署今年亦增加訂購流感疫苖至
81萬劑，比去年多15萬劑，以配合
疫苖接種計劃的需要，呼籲市民盡早
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醫院
管理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年報顯
示，2018/19年扭虧為盈，錄得14.4
億元盈餘，其間多名管理層仍獲加
薪，以今年中退休的前行政總裁梁柏
賢加幅最大，年薪調升24.3萬元高達
626萬元，增幅為4.04%，高於同年度

該局0.38%的整體加薪幅度，被指是
「肥上瘦下」。
年報披露，醫管局2018/19年度的
整體收入較上一年度增78億元，支出
同樣較上年度增55億元。最大增長的
收入來源是「經常性政府補助」，獲
623億元，較上一年度增加68億元。

文件指，醫管局錄得14億元盈餘，主
要來自因人手不足而未能填補的空
缺，該款項已撥入收入儲備，用作長
遠財政規劃。當醫護人手供應逐步改
善，收入儲備將用於應付未來的財務
需要。
2016/17及 2017/18年度醫管局錄

得赤字，但不少高層仍獲加薪，除了
今年中退休的梁柏賢獲加薪 4.04%
外，港島東聯網總監陸志聰及九龍中
聯網總監盧志遠，年薪同為 555 萬
元，其中陸志聰的年薪較他早前擔任
港島西總監時加薪約21萬元，盧志遠
則獲加薪21.6萬元。之後任新界東聯
網總監的羅思偉，年薪達 512.7 萬
元；九龍東聯網總監譚錦添的年薪為
507.6萬元。

醫局缺人手錄盈餘 管理層薪照加

流感未殺到 公院先逼爆

一次啟迪心靈的走訪

上個月，我有幸隨同香港新聞文化界人士前往福
建，展開了為期一周的參訪學習之行。這次重回故
土，我內心激動不已，那些山和水，那些小時候的
往事都一幕幕湧上了心頭……

這次行程涵蓋了武夷山、廈門、永定等地。廈門
是我的故鄉，我帶着深厚的故土情懷回到了家鄉。
父母於上個世紀80年代從福建移居到香港，為了工
作和養家餬口，我出生後便被父母送回廈門，寄養
在爺爺家。小時候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只記得家
門外是一片荒蕪之地，但我與爺爺相處的點滴卻深
深鐫刻在我腦海裡，那時候爺爺總會把我心愛的饅
頭放到我手心，吃起來特別香甜，特別溫暖。長大

後，我回港讀書，臨別回港時，爺爺語重心
長地對我說：「這裡永遠是

你的根，有根才有家，心中有根，心就踏實。就像
樹一樣，沒有根，樹就會倒下。」爺爺的這番話，
對我往後的價值觀產生深遠的影響。晚上安頓好所
有團員後，親友們帶我在廈門島內走了一圈，重走
小時候走過的路，重回到以前我住過的地方，看到
廈門的巨大變化，我心潮澎湃，激動不已。作為國
家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東
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及國際性港口風景旅遊城
市，如今的廈門和幾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眼底下盡是現代化的高樓和高端的城市
建設。這個曾經偏僻的海防小城，在40年改革開放
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國城市蝶變的密碼。

鼓浪嶼是廈門的海上花園，在這美麗的小島上，
坐立着一個不平凡的紀念館－陳嘉庚紀念館。陳
老一生愛國愛鄉，傾資助學，先後在集美創辦了小
學、中學、師範等學校，1921年克服重重困難創辦
了第一所華僑大學－廈門大學。在抗日戰爭爆發
時，冒着生命危險，團結了一大批愛國華僑，籌款

救亡，為中華民族振興做了卓越貢獻。我和團員們
聚精會神地聽着講解，無不被陳老一生愛國愛鄉、
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拜服、感動。

行程的最後一站來到上杭縣古田村古田會議會
址，毛主席就是在這裡確立其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
軍的領導地位。大家聽着講解員抑揚頓挫、帶有主
播口吻的聲線走到毛主席紀念牌前鞠躬。在那裡，
我們看到一名衣衫筆挺的老人牽着一名四五歲的小
女孩走到毛主席像前獻花。這一幕，感動了在場的
很多團員，有些團員眼泛淚光地感慨：「這就是鮮
活的國民教育啊，香港就是缺少這樣的教育。」

回來看現在的香港，不禁慨歎，香港回歸祖國
20多年，部分年輕人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公然做出傷害兩地感情甚至嚴重暴力違法的行
為。作為土生土長的港人，難免心痛。當下，香
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中，近半年的修例風波給社會
帶來嚴重破壞，導致嚴重的社會撕裂。香港當務
之急是化解分歧，全社會各界人士應團結應對，

重拾過去的獅子山精神，共同帶領香港走出困
局。此時，我想起了一位前輩的話，「有國家
在，香港倒不下的！」希望與所有愛國
家、愛香港的人共勉。

宣傳文體部 李若潔

■在古田毛主席紀念園瞻仰毛主席雕像。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黑衣魔沉重打擊
香港零售、餐飲及旅遊業，有店舖在營商困境下倒
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與副主席容海恩昨日與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要求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向
全港成年人派發1萬元針對性消費券；將薪俸稅的
全數寬免上限提高至4萬元；為減租至少15%的商
舖業主扣減1%利得稅，鼓勵業主與商舖共渡時艱
等。
葉劉淑儀與容海恩在與陳茂波會面時表示，香港

的本地生產總值錄得自2009年以來最大跌幅，第
三季按年收縮2.9%，更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而
要解決目前經濟困境，首要的是止暴制亂，否則香
港長遠經濟難以復甦。
10月份零售業銷貨總值大幅下跌24.3%，10月

份訪港旅客人次亦較去年同期下跌43.7%。同時，
餐飲服務業失業率更在第三季大幅上升至八年來最
高的6.2%，反映零售、餐飲及旅遊業已成為今次
暴亂的重災區，因此新民黨建議特區政府用超常規
的針對性方法應對目前的經濟狀況。
該黨建議特區政府：一、向全港成年人派發1萬

元針對性消費券，金額分別為飲食業4,000元、零售業
4,000元及旅遊2,000元，以紓緩三大最受影響行業；二、
設立3億元「旅遊業應急計劃」，希望協助旅遊業內共
6,000多名導遊及超過17,000名領隊渡過難關；三、將薪俸
稅的全數寬免上限提高至4萬元，希望惠及夾心階層納稅
人；四、為減租至少15%的商舖業主扣減1%利得稅。該四
項一次性的支援措施，涉及約932億元。
新民黨並建議一項經常性措施，提出向產後母親派發兩

萬元現金津貼，長遠以鼓勵生育及減輕相關家庭壓力，又
建議政府增加博彩稅，以應對近年急升的經常性開支及15
年來首次的財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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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本港住戶數目淨增長有所下跌，
及私人住宅單位空置情況後，政府決

定下調2020/21至2029/30年度的十年建屋
供應目標至43萬伙，但維持公私營房屋比
例為7：3，未來10年的公營及私營房屋供
應目標分別為30.1萬伙及12.9萬伙。

估算專業 否認「造數」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目標中的
30.1萬伙公營房屋單位中，有21萬伙為公屋
或綠置居單位，而其他資助出售單位則有
9.1萬伙。他並透露政府預計未來10年可建
的公營房屋單位較去年增加2.4萬伙，達
27.2萬伙，新增的單位主要位於填海、新發
展區及改劃現有用地。

由於目標下調了，公營房屋落成量與目標
的差距也縮窄了，由去年缺6.7萬伙，收窄
至尚欠2.9萬伙。對於政府在仍有26萬宗公
屋輪候申請，輪候時間長達5.4年的情況下
調低建屋目標，陳帆承認輪候時間有上升壓
力，但強調最新目標是基於專業估算，否認
有「造數」之嫌。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接受傳媒

訪問時亦表示，調低總房屋供應目標至43
萬伙是按一貫方式估算，並強調即使政府調
低建屋目標，預計的公營單位供應仍少於目
標，呼籲各界繼續支持開拓土地，令香港有
更多大板塊土地可用於興建公營房屋。

公屋聯民記批「數字遊戲」

不過，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對政府調
低建屋目標的決定表示費解，批評做法會
令未來的公營房屋供應量大幅減少逾1萬
個，「現時的公屋輪候壓力仍然極大，市
民對舊邨重建及購置資助房屋的需求十分
殷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同樣批評政府調

低房屋供應目標，「公屋輪候時間遠遠超過
3年的目標，樓價一飆再飆，年輕人租不起
也買不起。在這樣的情況下，仍調低房屋供
應目標，是否自欺欺人？」
柯創盛並指，報告提到未來用於增建的公

營房屋的土地涉繁複的行政程序、土地改
劃，和平整工程，並指撥款進度和建屋快慢
均可能影響最後房屋單位落成量，擔心政府

最終或未能達成目標，要求政府以多管齊下
的方式大刀闊斧地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全面
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公佈《長遠房屋策略

2019年周年進度報告》，將未來10年的建屋目標下調兩萬個至43萬伙，

當中包括30.1萬伙公營房屋單位。目標下調了，但政府預料期內的公營房

屋興建量僅約27.2萬伙，仍未能達標；市民輪候「上樓」的時間也勢必延

長。公屋聯會及民建聯分別指，政府是「玩數字遊戲」，漠視正在輪候公

屋市民的需要。

■陳肇始表示，今年度政府額外投放1.9億元經常撥款予衛生署，該署今年亦增
加訂購流感疫苖至81萬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帆指政府會維持公私營房屋7：3的比
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帆預計未來10年可建的公屋單位較去年增加2.4萬伙，達27.2萬伙，新增的單位主要
位於填海、新發展區及改劃現有用地。圖為油麻地避風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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