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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威尼斯一夜變天 居民拖篋「逃亡」

A5 要聞文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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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前日再新增1,247宗確診，是自上月底爆發疫
情以來單日最大升幅，累計全國病例達5,883宗，

再有36名患者死亡，累計死亡個案增至233宗。當地死亡個案是中
國以外最多，由於患上新冠肺炎的長者普遍病情較嚴重，加上意大
利長者人口比例是僅次於日本的全球第二高，相信是死亡人數較多
的原因之一。

封城區醫護取消休假
孔特在當地時間昨日凌晨2時召開記者會，宣佈已經簽署緊急法

令，將倫巴第大區，以及北部4個大區共15個省封閉，受影響城市
包括不少經濟及旅遊重鎮，如倫巴第首府米蘭、威尼托首府威尼
斯、摩德納、帕爾馬等。
孔特表示，被封鎖的地區一律禁止任何人進出，若有個別工作、

健康需要或特別情況可申請豁免。所有博物館、文化中心、健身

室、滑雪度假村及游泳池均需關閉，食肆需要縮短營業時間，且需
確保人與人之間有1米以上距離。體育、文化活動、葬禮及婚禮等
公眾活動一律禁止，封鎖區內全體醫護人員均需取消休假。違者可
被罰款206歐元(約1,807港元)或監禁3個月。

媒體放風 地方政府轟無通知
新的封城措施公佈前，當地媒體已經披露部分內容，位於威尼托
的帕多瓦是其中一個有傳封城的地區，街上酒吧及餐廳變得非常冷
清，不少戴着口罩的民眾手拖行李箱，趕往火車站撤離。
北部地方政府均不滿封城消息來得太亂太急，艾米利亞－羅馬涅

大區首長博納奇尼在孔特簽署政令前提到，政令部分內容難以理
解，要求在實施前先制訂「有條理」的方案；隸屬反對派聯盟黨的
倫巴第大區首長豐塔納批評，封城措施混亂，未有清晰列出民眾可
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意封城擴大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總統孔特昨日凌晨突然宣佈擴大封城措

施，全面封鎖整個倫巴第大區，以及北部另外4個大區的15個省，金融中心米

蘭及「水都」威尼斯等主要城市最少封閉至4月3日，不准人員隨意進出，估計

有多達1,600萬人受影響，佔意大利全國人口約1/4。不過孔特沒有公佈具體的封城方式，地方政府亦不

滿未獲預先徵詢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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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梨縣一名20多歲男子，早前
證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出現腦膜
炎症狀，是日本首宗腦膜炎併發症病
例。山梨大學校長島田真路表示，個
案反映病毒有能力入侵中樞神經，形
容此病例非常罕見、極為重要。
山梨縣政府公佈，該名男患者上月
27日發燒後，翌日到醫院求診，上月
29日起停止上班。患者上周一到另一
間醫院求醫，但未接受新冠病毒檢
疫，直至上周五患者家人、同事與警

察因無法聯絡患者，到其住所探訪，
才發現他倒臥家中，隨即安排他送院
治理。患者前日確診感染，目前仍然
昏迷，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這是山梨縣錄得的第二宗病例，當

局表示患者是上班族，近期沒出國記
錄，本身沒慢性疾病。山梨縣知事長
崎幸太表示，患者主要在南阿爾卑斯
市及昭和町活動，當局正調查他的感
染途徑，呼籲區內居民如有不適，應
主動聯絡政府。 ■綜合報道

意大利昨日凌晨在北部地
區實施封城措施，不少民眾
事先收到封城的風聲後，立
即收拾細軟趕搭尾班火車避
走其他地區。
帕多瓦大學一批學生前晚

在酒吧飲酒期間，看到網上
流傳即將封城的消息，他們
於是立即趕回宿舍執拾個人
物品，匆忙前往火車站，與
數百名早已聞風趕至的居民
一起，登上11時半開出的
尾班車，不少乘客都做足防
護準備，戴上口罩和手套，
並不停用酒精搓手液搓手。
由於全車滿座，不少擠在走
廊的乘客只能坐在行李上。
其中一名學生帕利亞拉原

本打算周二才回到南部家鄉
普利亞，但收到消息後臨時
決定提早出發，「我在兩個
小時前看到他們將帕多瓦劃
分為紅區(封鎖區)，故決定
提前起程到南部的親戚那
裡。」 ■綜合報道

意大利疫情未有平息跡象，但疫情
重災區倫巴第地區大批居民無視政府
呼籲，紛紛趁周末到阿爾卑斯山區滑
雪，多個滑雪場人流比平常更多，登
山吊車大排長龍。

大部分人無戴罩
位於巴爾齊奧的滑雪場 Piani di

Bobbio表示，滑雪場因應政府要求，
減少接待人數，但無阻人們到來滑
雪，停車場前日上午8時已爆滿。由
於滑雪場因應疫情，把登山吊車載客

量由12人減至4人，加上滑雪人士增
多，使吊車站擠滿拿着滑雪板的人
潮，估計輪候時間需2至3小時。網上
流傳的片段可見，大部分輪候人士沒
戴口罩。
滑雪場東主形容，人們在家中沒事

可做，因此無視隔離要求，承認對人
潮增多感到害怕，但亦無可奈何，
「如果他們不想保持距離，我們也做
不了什麼。」滑雪場表示或需要求警
方介入，以控制場面，但稱當地警力
亦不足。 ■綜合報道

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不斷急增，
政府前日開始回聘已退休醫生，增加人手
應對疫情，預計可獲額外2萬名醫護人
員。
意大利內閣上周五通宵開會商討防疫對

策，會後決定回聘退休醫生。當局早前亦
決定讓學護提早畢業，連同已退休醫生，
相信可為醫療系統帶來額外2萬名醫護人
員，其中呼吸系統科、傳染病科人手可以
增加1倍。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持續擴大，不過
《歐洲時報》街訪多名意大利居民，發現
大部分人均拒絕佩戴口罩，認為「沒有戴
口罩的理由」，又指疫情危險程度被誇
大，導致人們過度恐慌，但尊重選擇戴口
罩的人。
有受訪者表示，戴口罩需視乎具體場

合，人多場合便要戴，倘若沒有做好勤洗
手等其他預防措施，僅戴口罩也是沒用。
有人聲稱自己不會去公共場所以及封閉的
場所，故不會戴上口罩。
一名男子表示害怕新型冠狀病毒，稱疫

情不容小覷，但他不會戴口罩，「那些已

有病徵的人才應該戴。」他形容自己對戴
口罩的人沒特別感覺，但相信他們是受了
心理影響才會戴。另一名男子則坦言，為
了不嚇倒其他人，坐地鐵的時候才會戴，
並希望疫情盡快消失，大家可以像原來那
樣打招呼。
另外更有人表示，意大利政府採取的防

疫措施「有點誇張」，
形容疫情只是被傳媒誇
大，實際上並沒有那麼
危險，亦對醫生有信
心。

■綜合報道

登高逼爆滑雪場 吊車等3小時

日男併發腦膜炎
或病毒侵中樞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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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聘退休醫生 料增2萬人手

意人輕視疫情「無理由戴罩」

阿根廷錄拉美首宗死亡
阿根廷一名65歲男子前日死亡，死後

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是拉丁美洲首宗死
亡個案。死者上月25日從巴黎回國，28
日起出現發燒及咳嗽等症狀，本月4日
求醫，當時已經有嚴重肺炎等症狀，需
用儀器協助呼吸。

馬來西亞禁郵輪靠岸
馬來西亞昨日宣佈禁止所有郵輪停靠

任何港口，以集中資源處理國內疫情。
馬來西亞及泰國因擔心疫情，先後禁止
歌詩達郵輪旗下的「歌詩達幸運號」靠
港，目前該艘郵輪仍在海上漂浮。

英限購搓手液
英國昨日新增209宗確診，是爆發疫

情以來單日最大升幅，英國超市Tesco
前日起推出限購令，限制顧客購買意
粉、茄汁豆等糧食，以及搓手液、濕紙
巾等抗疫用品的數量，每人最多買5
件。 ■綜合報道

全 球 疫 情 簡 報

■■米蘭火車站上僅米蘭火車站上僅
有數個乘客戴口有數個乘客戴口
罩罩。。 新華社新華社

■大批民眾撤
離封鎖區，不
少人只能坐在
火車地上。

網上圖片

■■滑雪場大排長龍滑雪場大排長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掃碼看街訪

■■日本相撲比賽改為日本相撲比賽改為
閉門進行閉門進行。。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民眾搶購紙巾等日用品英國民眾搶購紙巾等日用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涵蓋1/4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