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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出現了

首宗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的死

亡個案，民建

聯九龍城支部昨日緊急舉行記者會，要求特區政府協

助整個屋苑進行全面清潔和消毒工作、隔離受影響大

廈，為受影響屋苑的居民提供足夠的防護口罩等物

資，加強區內公眾地方清潔和消毒，及巡查區內的舊

式「三無樓宇」，以免出現社區擴散。同日，民建聯

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特區政府「開倉派口罩」，將

抗疫物資盡快納入《儲備商品條例》，強制任何人在

入境後隔離14天，以嚴阻病毒傳播，令民心安穩。

民記促加強黃埔區內清潔消毒
倡隔離疫廈提供物資 巡查「三無樓」免社區擴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有可能社區爆發，令物
業管理、清潔及保安業界員工上班時
面對沉重壓力。有業界代表建議政府
為業界統一採購及供應防疫物品，並
向所有政府外判前線工友發放額外辛
勞津貼。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議員謝偉銓昨日聯同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會長陳志球、香港物業管
理聯會會長賴志文、香港服務同盟召
集人甄韋喬、香港註冊保安導師學會
會長黃輝成，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房
屋政策小組主席林家輝舉行聯合記者
會，講述業界正面對的困難。

防護裝備只夠用兩周
甄韋喬指出，為加強防疫，屋苑的
清潔工作相應增加，但目前防疫物品
極度短缺，無論口罩及漂白水等消毒
物資價格急升，令營運開支在無形中
加重。

黃輝成則表示，在抗疫期間，所有
保安員須加密巡視大堂衛生及清潔升
降機等工作，惟有關防護裝備相當缺
乏，存貨只能維持一至兩周左右，形
勢嚴峻，倘前線員工不幸染病，將加
劇疫症在社區擴散機會。
陳志球就批評特區政府一方面建議

合適工種家居辦公，但外判服務合約
內容僵化，當物業管理公司安排部分
員工在家工作時，就被指未能滿足合
約規定而被扣減服務費，有部分外判
商則受政府推行在家工作安排影響，
在公務員未能及時處理財務文書下，
外判商無法準時收到應有的服務費。

彈性處理外判工罰款
為此，業界代表要求特區政府加強

支援業界，採取措施確保業界有充足
的防護及消毒物資，包括考慮撥款10
億元援助業界為期6個月，用作補貼購
買物資，並向所有政府外判清潔工、
保安員及前線物管人員發放額外辛勞

津貼。
他們又建議彈性處理外判合約內有

關當值員工數目及相關的罰款規定，
確保不會因個別部門暫停服務，影響
向外判商支付合約費用。
謝偉銓表示，將聯同一批建測規園
界專業人士成立「建測規園抗疫工作

組」，協助香港防範及對抗疫症，初
步的工作方向包括效法沙士時的做
法，協助出現確診個案的屋苑，檢視
其渠管、通風等屋宇裝備，減少疫情
進一步擴散甚至大爆發的可能；就政
府擬以組合屋方式增建隔離檢疫設施
提供專業意見和支援等。

物管盼助購防疫品 額外津貼前線工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名確診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的黃埔花園男居民昨晨病逝，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在聯絡死者家屬提供支援和協助的同
時，向經民聯提出成立緊急應變基金，支援受疫症影
響的家庭。經民聯會率先捐出10萬元，稍後會向商
界籌錢購買防護物資，支援患者和他們的家人，及受
疫情影響失業的人士。
梁美芬對該名新型肺炎患者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向

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我已向經民聯提出成立緊急
應變基金，支援受疫症影響的家庭。經民聯會率先捐
出10萬元，希望更多商界和善心人士慷慨解囊，集
腋成裘，援助救弱。至於基金的運作詳情，募捐方
法，會稍後再作公佈。」
她並要求特區政府進行強制申報健康資料，所有進

入香港的非香港居民均須出示健康證明。同時，所有
入境者都要填報自己曾經到過的地方，由疫情嚴重的
地方來港者須接受14天強制隔離；從疫區返港的港
人及持簽證留港逾14日的旅客則須進行強制家居隔
離，又呼籲非政府組織借出場地，協助政府成立檢疫
中心。

經民聯設基金
支援患者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全港學校最早將
於下月2日復課，民建聯代表昨日與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會面，並向局方提出向學校發出假期網上
學習的指引、代繳保姆車費用、延後2,500元學
生津貼的遞表期限、中學文憑試及升中呈分試的
安排等建議。教育局表示會認真考慮相關建議，
並於適當時候向公眾發放資訊。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及

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昨日與楊潤雄會
面，向政府表達家長對停課的各種關注與憂慮。
鄭泳舜表示，學生停課期間的學習進度備受關
注，惟只有個別學校安排少量網上功課，故建議
教育局加強宣傳現有網上學習平台，協助教師製
作適當教材。

倡政府代繳停課學費雜費
他續說，不少家長反映直資學校學費、保姆車

費、午膳費用高昂，故建議由政府在停課期間代
繳相關費用，並延長2,500元學生津貼的遞表期
限，以紓緩家長的經濟及時間壓力。同時，多間
幼稚園在停課期間面對營運困難，希望政府出手
支援。有關建議獲得教育局的正面回應。
顏汶羽補充，各區中小學對復課安排、防疫物

資供應感到憂慮，楊潤雄亦承諾會就購買口罩、
消毒地毯、溫度計等進一步研究，並作適當支
援。
因應在3月至4月舉行的文憑試及升中呈分

試，張國鈞表示，民建聯及教育局均認同應以公
共衛生情況為大原則，在安全情況下作出安排。
其中，文憑試料會繼續舉行，但仍要視乎疫情而
定，而考場內多人聚集或會帶來安全風險，故教
育局亦已與考評局進行緊密聯繫，並會盡快公佈
詳細安排。

同時，教育局正了解中一收生情況，從而決定可舉行呈
分試的最終期限，故小六下學期的呈分試或有可能取消，
改為只計算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首兩次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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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的死者為
黃埔花園住客，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鄭泳舜與九龍城區議
員林德成即趕赴現場了解情
況。鄭泳舜首先向死者家屬作
衷心慰問，並已要求食環署加
緊有關的清潔工作。同時，因
應目前口罩供應短缺情況嚴
重，他呼籲特區政府立即回
應，為居民提供足夠保障。

鄭泳舜林德成慰死者家屬
林德成則指出，食環署目前
只能清潔公眾地方，大廈內部
的清潔須靠管理公司，安排不
甚理想。為了市民健康、防止
疫情擴散，他建議有關部門應
主動參與屋苑內的清潔工作。
他直言，自己曾要求食環署加
強區內清潔，但因部門資源有
限，只能作局部處理，但抗疫工
作實為重中之重，特區政府應增
撥更多資源、加強人手，在區內
特別是人流密集的地方進行清
潔，減低疫情擴散機會。

潘國華：「三無樓」管理差
九龍城區議員潘國華表示，
區內不少三無（無業主法團、
無居民組織、無管理公司）舊
式大廈欠缺妥善管理，擔心增
加擴散機會，建議當局加派人
手巡查。出席記者會的黃埔十
一期街坊潘伯批評，當日發現
感染個案時，食環署「一個人
員都無出現過，3 日後才現
身」，令街坊相當擔心，更突
顯有關部門未有盡力關顧居
民。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應為
受影響的屋苑居民提供足夠的
防護口罩等物資，並參考當年
的緊急措施，協助整個屋苑進
行全面清潔和消毒工作、隔離
受影響大廈，並立即加強九龍
城區的公眾地方清潔和消毒，
設立24小時專線或諮詢站，介
紹政府將會採取的措施，讓居

民可就防疫及個人健康憂慮尋
求合適醫療意見，並應即時澄
清網上不實謠言。

周浩鼎促速「開倉派口罩」
同日，民建聯因應口罩供應

短缺問題到政府總部請願。立
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面對口
罩目前供不應求、炒賣問題嚴
重，特區政府應盡快動用政府
物流署倉庫內的1,100萬個口罩
儲備，「開倉派口罩」，將之
分發予長者等弱勢社群作應急
之用。
為解決供應緊張的恐慌與杜

絕炒賣問題，他建議將口罩及
消毒藥水等抗疫物資盡快納入
《儲備商品條例》，以便將有
關物品限購、限價及掌握供
應，從而統一發放供貨信息，
務求讓更多市民能夠以合理價
格從市面購買口罩。
對特區政府宣佈關閉多個口

岸關口防疫，僅餘機場、深圳
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及啟德郵
輪碼頭，周浩鼎認為措施能進
一步限制入境人流，並建議特
區政府強制任何人在入境前出
示健康證明書，並在入境後再
隔離14天，本港居民則在家隔
離，以嚴阻病毒傳播。

陳勇顏汶羽促政府增措施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指，明確
要求特區政府「開倉派口罩」
是無分政見立場，只為令市民
免於徬徨。他表示有很多長者
未能買到口罩，或有少量口罩
而不捨得用，認為特區政府可
透過18區民政處派發口罩，令
民心安穩。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強

調，單靠市場機制不足以應付
疫情的威脅，特區政府必須採
取更積極主動的措施，多管齊
下穩定及增加口罩供應，方能
確保社區防疫工作得以維持有
效運作。

■謝偉銓與物業管理界講述業界正面對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為一同
抗擊疫情，荃灣各界人士日前成立「荃灣
社區抗疫連線」。因應最新研究顯示病毒
能經糞便傳播，連線成員昨日要求政府從
速處理荃灣區污水渠破損問題，堵塞病毒
傳播媒介。
一批荃灣各界人士前日成立「荃灣社

區抗疫連線」，希望團結區內建設力量及
居民，籌募防疫用品，免費派發給有需要
的市民，希望達到全民行動、齊心抗疫，
共渡難關的目標。

陳恒鑌促政府果斷抗疫
連線成員、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在連線

成立時表示，防止疫症出現社區爆發情況
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希望特區政府能
夠果斷處理，包括控制入境人流，如有需
要，可採取要求入境者隔離14日，除家
中隔離外，政府也需要考慮更多的隔離措
施，同時，由於荃灣有不少舊樓，衛生問
題需要高度正視。
「愛心青年動力義工協會」主席伍俊

瑜指，他服務的區域舊樓林立，後巷環境
衛生惡劣，有大廈的污水渠因損壞而排出
糞便，環境衛生欠佳，情況令人憂慮。他
們稍後會收集有關大廈的資料，並與政府
部門聯絡，敦促有關部門及大廈及早進行
維修。
在昨日記者會上，陳恒鑌進一步指

出，荃灣區內舊樓林立，樓宇的排污系統
老舊失修，經常出現爆渠倒灌情況，加上
近年劏房多不勝數，人口密度極高，進一
步加重大廈排污系統的負荷。
連線近日巡視部分唐樓的後巷及排污

渠，發現衛生情況十分惡劣，更有排污渠
破損，排泄物隨處可見， 存在巨大隱
患，要求政府採取當年抗擊沙士的手段，
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統籌相關的清潔及
復修、主導污渠維修工程，同時加強洗街
和清潔。
他建議，所有由內地返港者應進行14

日的醫學觀察，徹底堵塞感染源頭。同
時，特區政府加強與醫管局溝通，減少醫
護人員的壓力，並為醫護提供充足裝備和
合理分工。

籲罷工醫護懸崖勒馬
對有眾多私營機構醫生願意回到公立

醫院協助，陳恒鑌對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
表示感謝和支持：「難關面前，有人綻放
光彩，有人落荒而逃。」他呼籲推動罷工
的人可以懸崖勒馬，為市民福祉考慮，
「無人在醫院為病人看病，不應該是這個
社會應該有的事情。」
針對全球口罩搜購困難，他建議特區

政府啟用本地生產線，若有社會人士願意
捐贈口罩，民建聯將盡快幫忙把口罩轉贈
給有需要的人，共渡時艱。

「荃灣連線」：
速修渠阻播毒

■「荃灣社
區 抗 疫 連
線」前日成
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民建聯請願，促請政府「開倉派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建聯要求將抗疫物資盡快納入《儲備商品條例》。

■民建聯昨與楊潤雄會面，要求妥善處理因疫情蔓延而對
學生和學校造成的影響。 民建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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