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日本本土確
診個案逐漸增加，
令這個港人素來熱
愛的旅遊地點感染
機會亦提高。有在

日工作的港人表示十分擔心，尤
其是不知源頭所在，加上日本國
民及政府防疫意識偏低，自己只
能做足個人衛生措施，盡量多清
潔以減低感染機會。有正在日本
旅遊的港人則認為，按人口比例
計，日本的感染率仍是很低，相
信做足個人措施就不必太擔心。

日人防疫意識普遍偏低
一年前隻身到日本從事資訊科

技業的江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直言，日本防疫意識
十分低，月初仍只有很少人戴口
罩，近日才較多，但目測也只有
約半數人有戴，「佢哋（日本
人）唔識驚，（日本）政府又不
斷唱淡，而最大問題係會唔知點
解就中咗招，所以先咁緊張保護
自己。」

他表示，最令他擔心的是如果

確診，就算醫好也會有永久傷
害，所以自己平日已減少出街，
即使去也盡量少去空氣不流通的
地方，「你要去買餸、去街市都
無得避，去完即洗手，回到家即
洗衫囉！仲要唔好隨便郁口罩及
搓眼，保命緊要。」

江先生指出，無人知道疫情會
持續多久，及是否已到高峰，只
希望不論香港特區政府抑或日本
政府也做好防疫措施，不要讓疫
情擴散，「始終我家人也在香
港，無可能唔擔心吧！」

正在東京旅遊的港人楊先生則
表示，今次先到東京後往九州十
天遊的旅程早已定好，且剛好於
年初辭職，「我last day翌日便出
發到日本。」前日到日本後，他
反而覺得「冇咁驚」，因為感覺
街上的人流比從前少，所以也不
太擔心。

長戴口罩隨身備消毒液
「雖然近日多了確診個案，但

按人口比例計仍屬很少，且大多
能找出感染源頭，我今次出發前

反而驚入境政策會否拒絕港人入
境。」話雖如此，但他強調一定
會長戴口罩，及隨身帶備消毒
液，「至少自己做足預防措施，
其他都驚唔到咁多，要中招留在
香 港 也 會 中 ， 甚 至 可 能 性 更
高。」

被問到現時受疫情影響，經濟
大受打擊下，本身從事零售業的
他會否擔心很難搵工時，楊先生
說：「相信的確存在一定困難，
但減薪又好轉行又好，總找到一
份工不會餓死人的。不過我也會
再睇睇情況，就當放長假休息一
下吧，或許留待4月視乎情況再搵
工。」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東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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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70確診者30密切接觸者待援 特區政府留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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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第二班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上82
名港人及兩名澳門人的包機，昨日凌晨1
時40分抵港，港人隨即送往火炭駿洋邨
接受14日強制檢疫，兩名澳門人則由澳
門特區政府接回，直接由機場經港珠澳
大橋返回澳門。連同上周四（20日）首
班包機，目前已共有208名港人住進駿
洋邨隔離，其中兩人昨日感到不適送
院。消息指，其中一人初步確診新冠肺
炎。

第二班包機82人直送駿洋邨
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港人的第

二班包機凌晨抵港，82名港人乘客分別
乘搭6輛旅遊巴，昨日凌晨3時起陸續抵
達火炭駿洋邨，接受強制檢疫14日。車
上所有人戴上外科口罩，還有身穿全套
保護衣的醫護人員陪同。
此前因日本有關部門資料錯誤而被國

泰拒載的17名港人，均已自費購票乘搭
全日空航班返抵香港，並搭載一輛小巴
於凌晨5時許到駿洋邨，接受14天的隔
離。據了解，還有3名自費回港者被送
往該邨。換言之，正在駿洋邨隔離的港
人已有208人。

救護車昨日兩度進入駿洋邨，一名68
歲男子昨晨11時半因發燒由擔架床送
院。他戴上外科口罩，醫護人員穿上全
套保護衣。下午3時許，駿洋邨內再有
人不適，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
消息指，68歲男子初步確診。
據了解，該名初步確診男子須服降血

壓、心臟科藥物，於前日自行量度體溫
時錄得攝氏38.2度，並服食退燒藥，但
未有即時通知醫護人員。昨晨，檢疫中
心的醫生再為他量體溫時錄得約攝氏37
度，男子向醫護和盤托出，透露曾有輕
微發燒。
前日，一名9歲小童因發燒送去沙田

威爾斯醫院，初步病毒檢測呈陰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到駿洋邨巡察，

邨內仍有警員24小時輪流把守，出入車
輛、為隔離者帶更換衣物的親友都要登
記。而昨日天晴有太陽，不少隔離者都
打開窗戶，及在窗外晾衫，呼吸新鮮空
氣，一解被困郵輪多日的悶氣。
首批返港的隔離者胡女士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早前在「鑽石公主號」上
的房間隔離多天，故住在駿洋邨不能外
出都相當習慣。這幾天自己都是早早上
床睡覺，每天睜眼起來都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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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傳
播率高，為了
防 止 疫 情 擴
大，特區政府
早前在社區設
立檢疫中心和「指定診所」，例如「鑽石公主
號」的港人入住的駿洋邨，就是其中一間檢疫中
心。不過，泛暴派散播恐慌，煽動居民反對甚至
破壞有關設施。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指定診所」
有助減輕急症室的壓力，及避免患者在等候區交
叉感染，設立檢疫中心及「指定診所」的策略是
合理和必要，呼籲市民理性看待。

檢疫中心是給與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接受
強制隔離，而「指定診所」則為減輕急症室的壓
力而設。曾祈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在豬流感期間特區政府亦曾設「指定診所」，主

要目的是減輕急症室的壓力，及避免交叉感染。
他解釋，急症室內不只是患有傳染病的病人，

還有一些患有非傳染病的病人，例如心臟病、中
風等，若他們困在一起會很危險，容易在急症室
的等候區交叉感染。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出發，社
會應做到盡早察覺，及早隔離，以切斷傳播鏈，
故設立檢疫中心及「指定診所」的策略是合理和
必要的。

與民居有距離 毋須過分擔憂
對有人擔心區內設有檢疫中心或「指定診所」會

增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曾祈殷指出，新冠肺
炎是以飛沫傳播，「飛沫最多都係一兩米」，並非
空氣傳播，加上現時幾乎全民戴上口罩，所以社區
爆發的風險較低，況且檢疫中心與民居仍有一段距
離，根本毋須過分擔憂，市民應理性看待。

他直言，其實離開自己的住宅已經不安全，因
為大廈的公共設施，如電梯按鈕等，均有可能附
上病毒，故建議市民除了戴上口罩外，手部衛生
亦需注重，在接觸公共設施後，「唔好攞嘢食，
唔好捽眼」，要保持手部衛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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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急症易感染「指定診所」有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文森）再有滯留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港人終可撤離這個「小疫
區」，數十名歸心似箭的非密切接觸者昨日獲准落
船。特區港府今日凌晨派出第三班包機接載獲准落
船的非密切接觸者，最終有5名港人選擇乘政府包
機回港。據了解，有不少人選擇由船公司全數資助
購買機票返港，在回港後再接受隔離。
昨日下午仍有百多名港人滯留日本，特區政府今

日會在日本時間凌晨1時45分（即本港時間12時
45分）派出第三班包機到日本接載所有非密切接觸
兼獲准離船的香港人。由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和入
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帶領的30人先遣隊，昨日全日
繼續在日本為第三班包機作準備，入境處人員則在
日本時間晚上約9時40分抵達橫濱碼頭打點。

約晚上10時15分，有郵輪乘客拖行李落船，在
放好行李後上車前往東京羽田機場。區志光昨晚
表示，第三班包機會接載5名港人回港，其中兩
人早前獲准下船，並已在東京租住酒店，經特區
政府聯絡後表示希望乘搭包機，餘下3人為三姊
弟，昨晚取得新冠肺炎的檢測結果，結果呈陰性
並獲准下船。

多人選用船公司免費機票
據了解，在日的非密切接觸者有數十人，卻只有

5人選擇乘政府包機回港，相信與船公司資助乘客
買機票有關。香港文匯報跟進多天的港人許先生和
太太等了4天，昨晨終於取得新冠肺炎呈陰性的檢
測結果，情緒相當激動：「終於可以上返陸地啦！

成個人都鬆晒，好似輕咗好多磅咁。」
他指出，船公司得悉結果，馬上為他安排好昨晚

的住宿及今天的機票，「船公司真係做得幾好，由
落船嘅旅遊巴、的士、酒店同埋回港機票都畀晒
錢。」

入境處連日努力獲嘉許
許先生說，入境處連日來的努力值得嘉許，昨

晨9時開始已一直和他保持聯絡，表示政府包機
正在安排中：「噚日晏晝入境處話有包機，但船
公司都訂好晒機票同酒店，所以唔想浪費。」
他續說，自己已向入境處提供航班時間，抵達香

港機場後會有政府人員安排入住火炭駿洋邨，接受
14天隔離檢疫。

5港人揀搭第三班包機

■入境事務
處處長曾國
衞 ( 左 一)、
保安局副局
長區志光(左
二)和中國駐
日本大使館
參事官兼總
領事詹孔朝
到羽田機場
跟進包機事
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攝

208
人
駿
洋
邨
隔
離

一
人
初
步
確
診

東瀛港人自保 做足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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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滯日港人乘搭第三班包機，其中為三姊弟。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昨日入住駿洋邨的第二批滯日港人中，一人發燒由救護車送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凌晨，
第二批滯日港
人 乘 包 機 抵
港，隨即乘旅
遊巴入住火炭
駿洋邨開始14
天隔離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楊先生

■曾祈殷 視頻截圖

■■入境處職員在東京羽田機場協助入境處職員在東京羽田機場協助
滯日港人登上第二班回港包機滯日港人登上第二班回港包機。。

滯日港人：我要走！ 哭盼盡快回家

■■昨日凌晨昨日凌晨，，接載滯留接載滯留「「鑽石鑽石
公主號公主號」」郵輪港人的第二班包郵輪港人的第二班包
機抵達香港國際機場機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特區政府人員在羽田機場舉牌召集港人登機特區政府人員在羽田機場舉牌召集港人登機。。

■■特區政府派遣大批人員赴日特區政府派遣大批人員赴日，，
協助滯留疫船港人回家協助滯留疫船港人回家。。

■協助滯留港人回港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與日方人員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李家超、
陳肇始昨日
會見傳媒，
宣佈第三班
接載滯日港
人的包機將
於今日凌晨
由日本起飛
回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特區政府第三班包機今日凌晨接收餘下的滯日港
人，惟僅得5人獲安排上機（見另稿）。70名

確診港人與30名密切接觸者未能回港。確診者被分
別送往東京、名古屋的醫院，密切接觸者由昨日開
始獲安排到陸上檢疫，送往埼玉縣的大學隔離。

鄭泳舜醫院探望協助港病患
鄭泳舜昨晨到訪千葉東醫院，為留院的3男1女港

人提供日用品、維他命等物資，並按人名分成四大
袋，分給在該院的4名港人。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
觀察，千葉東醫院設施較簡陋，人流不算多，但大
部分病人甚至職員均不知醫院接收「鑽石公主號」
郵輪的確診者，故部分人並沒有佩戴口罩，包括曾
接觸4名患者的醫護人員。
鄭泳舜其後透露，留醫的4名港人均為中老年人

士，不諳日語，英語也不佳，與醫院職員溝通有困
難，故為他們提供翻譯義工的聯絡方法，以解決語
言不通問題。

患者年紀大 難適應文化差異
他引述指，其中一名確診者由於滯留醫院而情緒

低落，更顯得十分激動，在電話上不停哭着說：「I
have to go.（我要走啊！）」他向院方解釋，留院
患者年紀較大，面對文化差異或感不適應，希望對
方諒解。院方表示明白，並答應會努力調節，如提
供熱食等，惟醫院不容許提供零食。

初步預計至少留院兩三周
院方並透露，留院港人的病徵輕微，正接受醫院

觀察，但暫未能答覆他們何時能夠出院，初步預計
至少留院兩三星期。
鄭泳舜其後到自衛隊中央醫院了解求助患者最新

情況及交付物資。在他極力爭取下，一名情況嚴重
的女確診者，其丈夫終於可以離開郵輪與她見面。

有患者反映已做了兩次病毒檢測，均呈陰性，但仍
未知出院和返港安排。
至於其餘30名密切接觸者，據鄭泳舜了解，部分

緊密接觸者被安排入住的設施，設備簡陋，也沒有
醫護人員照料他們的身體狀況。他們都顯得很憂
慮，期望可以盡快返港。他要求特區政府必須盡快
處理，並部署第四班包機，在安全穩妥環境下讓他
們早日返港。

李家超：研接走密切接觸者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日本政

府於2月20日更改了規定，容許由政府包機接載的乘
客離開日本，免於在日本檢疫這個規定，衛生署已制
定了機上的特別防疫管理措施，處理他們回港的衛生
安全風險問題，特區政府正在跟進可行的安排，並會
盡一切努力與日方作最佳的協調。
他表示，特區政府派到日本的人員，過去幾天分

別探望了因確診被送往當地醫院者，嘗試提供所有
可行的協助，部分個案有衛生署醫生探望過，並與
當地的醫生討論過有關的治療方式。「在我們接觸
的個案裡，我們看到他們獲得應有的治療。」

陳肇始：大致滿意治療狀況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補充，特區政府會密切

留意確診者的整體情況，並視乎情況提供協助，
「我們的醫生都有初步與他們的醫生談過，了解他
們治療方面的整體狀況，大致上都是滿意的。」
針對密切接觸者返港的安排，她表示，食衛局正

積極跟進他們返港的可行方案，但這些人必須對新
冠肺炎檢驗測試結果為陰性，且沒有出現相關病徵
及身體狀況適宜登機。
陳肇始重申，確診個案需要隔離和治療，所以現

時都必須到日本當地的醫院，「這是必須做，當然
我們會密切留意他們的情況。」

香港特區政府連續4日派出3班包機

「營救」滯留「鑽石公主號」的港人，

逾兩百人已可安心返港。然而，仍有

100名港人，其中70人為新冠肺炎確診

者，30人為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滯留

日本。在日本協助港人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昨日到訪其中一間確診港人

入住的千葉東醫院後引述，有留醫港人

情緒低落並顯得激動，向他哭訴：「I

have to go.（我要走啊！）」院方則

指，留院港人正接受醫學觀察，估計最

少還要留院兩三星期。被隔離的密切接

觸者並沒有醫護人員照料，他們都顯得

很憂慮，期望可以盡快返港。鄭泳舜要

求特區政府必須安排第四班包機，在安

全穩妥環境下讓滯日港人早日返港。特

區政府表示，正跟進密切接觸者返港可

行的安排，部分入境處人員將會留在日

本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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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537 今日出紙3疊5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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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17-22℃ 濕度60-85%

庚子年二月初一 十二驚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