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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為抗疫推出

連串防控措施，惟部分

市民不合作，至今有70

多人違反檢疫令擅自離

開住所，已被送往檢疫中心，政府會向法庭申請傳票檢控；也有

市民罔顧「限聚令」任意在公眾地方聚集，增加政府抗疫難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對違反檢疫令者零容忍，

而禁止群組聚集規例已生效，不排除會在未經警告情況下，直接

向違規者發出2,000元的定額罰款，她再次呼籲市民避免群聚，

自律配合預防及控制疾病的相關法例。

犯聚零容忍 即罰二千蚊
特首：逾70違令者將被檢控 或不警告直接罰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香港新增確診個案主要是香

港居民從歐美等地返港的輸入個案，特
別是英國。因特區政府已禁止非香港居
民入境，目前每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抵港
的二三千人，除了機組人員及獲特別安
排過境的澳門居民外，絕大部分返港人
均為香港居民。

5萬海外來港者接強檢令
從3月19日至今，特區政府已發出5
萬張強制檢疫令予海外來港者，特區政
府對違反檢疫者零容忍。目前，70多
位違反檢疫令者已被送往檢疫中心，特
區政府會向法庭申請傳票檢控。前天裁
判法院就早前有內地回港者違反檢疫令
作出裁決，3名被告均獲判即時監禁，
刑期最長者則入獄3個月兼留案底。
林鄭月娥希望每位市民都勸喻正接
受家居檢疫的朋友或親戚留在家中，切

勿以身試法，並對舉報違反檢疫令者的
市民作出感謝。

兩天巡查逾5千次
她續說，針對餐飲業的業務及處所

規例在上周六晚生效，食肆需分隔枱及
不安排超過4人一枱，健身中心、戲院
等亦已關閉，食物環境衛生署、警務
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民政事務總署
等發牌機構或執法機構在這兩日之間共
進行超過5,000次巡查，作出了400多
次口頭勸喻，情況令人滿意。
同時禁止多於4人在公眾地方進行聚

會，有關執法將由警察負責，警方已加
派人員在各區巡邏，並作口頭解釋、勸
喻或警告，但稍後不排除會毋須警告就
向違規者發出2,000元的定額罰款，同
時特區政府亦將加強宣傳、教育，呼籲
市民自律，避免羣聚不外出，以助控制
疫情。

禁聚僅3天 黑魔又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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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等多名泛暴派議員在現場妨礙警方執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攝

香港文匯報訊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自上月29日起加強減少社交接觸，
公眾地方禁止超過4人聚集，但港鐵太
子站一帶昨晚再有人集結，公然違反減
少社交接觸的抗疫規例。
有穿黑衣的人昨晚在太子站附近停留
並高叫口號，防暴警察舉藍旗警告，要

求在場者散去，否則是非法集結。警員
並警告多於4人的聚集屬違法。其後，
多人被警員要求在路邊等候截查和搜
身。

泛暴議員到場搞搞震
多名油尖旺區泛暴派議員在現場聚

集，泛暴派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亦在現
場，他們涉嫌違反公眾地方禁止超過4
人聚集的抗疫規例。
至深夜，更有暴徒在旺角西洋菜北街

向警察體育遊樂會投擲4個汽油彈，另
又在港鐵旺角東站從天橋投擲汽油彈落
路軌，一名29歲女子受傷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儘管內地的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數正處於低水平，但特區政
府目前並無計劃放寬相關的整合口岸
及強制檢疫措施。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從1月底起，

香港關閉了大部分連接內地的口岸，
只剩下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國
際機場3個口岸。此外，自上月8日
起，從內地入境的旅客，包括香港居
民、內地居民和其他旅客，抵港後需
強制接受檢疫14天。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

傳媒，被問到會否放寬上述整合口岸
及強制檢疫措施。她回應指，目前沒

有計劃放寬相關措施。疫情當前仍然
非常不穩定，存在變數，加上自採取
有關措施後，從港珠澳大橋及深圳灣
口岸入境的香港居民或非香港居民均
大幅減少，故此放寬口岸管制的需求
不是很大。
她又指，強制檢疫規定有失效日

期。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公共衛
生緊急事態）規例》下的《若干到港
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五百九十九
C章），適用於從內地抵港者之規
定，即將在5月初失效；法例失效
後，14天強制檢疫規定亦隨之失效，
屆時將能恢復部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交通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過去半個月本
地疫情急轉直下，中文大學於3月19日至23
日電話訪問了逾500名市民，近八成直言在不
同程度上擔心自己會感染新冠肺炎。
而在防疫措施上，95%人支持所有抵港者
需接受14天強制檢疫和醫學監測的安排；而
贊成對違反強制隔離或作不誠實健康申報人
士加重刑罰的，更高達96%。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成功訪問了518名18
歲或以上香港市民，近八成人指擔心自己會
受感染，包括45.2%指有點擔心，20.1%頗為
擔心，及13.5%非常擔心。調查亦顯示，九成
半受訪者支持或非常支持所有抵港者均需要
接受14天強制檢疫和醫學監測，更有96%市
民贊成或非常贊成要加重懲罰不誠實填報健
康申報或違反強制隔離措施人士。

逾七成人不滿政府控疫措施
受訪者普遍不滿特區政府應對疫情措施，

逾七成人認為做得不足，亦有六成人指政府
控制疫情的表現頗為不好或非常不好。
個人防疫措施方面，外出經常戴口罩，及
經常用梘液或酒精搓手液洗手的受訪者多達
95%及85%，亦有五六成人指，與2月相比3
月有減少與親戚朋友聚會、逛街購物和出外
吃飯。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逾半受訪者提到，3月

份郊遊行山的活動與2月相若，更有14%直言
次數有所增加。事實上，有45%受訪者指，
覺得香港一般市民的防疫態度，與2月相比有
所鬆懈，只有14%認為變得更嚴謹，餘下四
成則指差不多。
而家中防疫用品情況，則屬較為樂觀，64%

受訪者指其口罩儲備足夠，80%指有足夠消毒
清潔用品，儲備不足的則佔33%（口罩）及
19%（消毒清潔用品），比例相對較小。

口岸強制檢疫措施暫無意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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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食環署人員聯同警方到尖沙咀諾士佛臺的多間食肆酒吧巡查。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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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繼續以雙位遞
增，累計總數已突破700宗。由於負壓隔離
病房不足，昨日仍有十多名確診者不能入院
隔離治療，甚至有個案在檢疫中心等候4日
仍未送院。本港疫情社區大爆發一觸即發，
而隔離床位、治療設施不足的問題日趨突
出，若不迅速扭轉這種危險局面，本港極可
能重蹈歐美疫情失控的覆轍。防疫控疫時機
稍縱即逝，在此非常時期、關鍵時刻，政府
必須突破按部就班的慣性思維，以非常思維
非常擔當，作出非常決策非常措施，當機立
斷調動一切資源，做到「寧可床等人、不讓
人等床」的醫療部署，防止疫情進一步失
控。

本港確診個案不斷增加，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推算，本港可能出現 2,000
宗本地個案。然而，本港現時負壓隔離病房
接近爆滿，加上流轉問題，已出現「人等
床」情況，特首林鄭月娥及食衛局、醫管局
均承認確診個案延遲送院的安排並不理想：
醫管局本周將啟用約400張經改裝的「二線
隔離病床」，讓輕症或轉入康復期的病人入

住，但如果按目前的確診個案上升速度，最
多只有十天緩衝時間。

作為應對，政府表示不排除把接近康復的
確診病人轉送到檢疫中心。現時本港共有3
間檢疫中心可提供約 1,650 個單位，已使用
逾一半單位。當局繼續在柴灣鯉魚門公園度
假村、西貢戶外康樂中心等地增建至少約
1,000個單位的檢疫設施，預計4月至7月分
階段完成及投入使用。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活
動中心約 80 個翻修單位昨日開始使用。另
外，有報道指當局曾討論公立醫院爆滿的應
急方案，其中一個建議是將香港體育館（紅
館）等設施改建成臨時醫院。從實際情況可
見，隔離治療床位、檢疫中心增加數目有
限，而且仍處在討論階段，遠水難救近火。

防疫抗疫，最重要的是抓住稍縱即逝的
時機。面對本港疫情的急速發展，多名公
共衛生專家早就不斷呼籲政府盡快增加檢
疫治療、隔離設施，利用會展中心、體育
館改建為臨時醫院，以解燃眉之急。而當
局及有關方面的回應，都是「不排除」任
何可能，或「正在考慮」之中，但具體安

排總是姍姍來遲。儘管目前本港疫情未至
完全失控，但根據內地和歐美的情況，如
果一旦出現社區大爆發，確診病例每三四
天就翻一番，死亡人數更每兩三天就翻一
番。抗疫如同時間賽跑，政府必須參考內
地和歐美的正反經驗，扮演好指揮者、領
導者的角色，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
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地抗疫早期就曾指
示，越是兵臨城下，指揮越不能亂，調度越
要統一，「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物資設備寧
可事後收儲，也不可應對不足，絕不能任由
疫情蔓延，更不能讓患者求助無門。」從一
月底開始，中央舉全國之力，支持湖北和武
漢抗疫，召集包括解放軍在內全國4萬醫護
人員緊急馳援，在一周內建設了16家方艙醫
院，提供1.3萬多張病床，全面排查收治患
者，做到「寧可讓床等人，也不要讓人等
床」、「應收盡收、不漏一人」，逐步扭轉
資源不足的局面，在短短兩個月內控制了疫
情。

相比之下，歐美在中國疫情初起時漫不

經心，有歐洲官員認為「歐洲人不會被傳
染，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美國總統特朗
普對採取防疫措施的建議置之不理；英國
首相約翰遜更提出備受抨擊的「佛系抗
疫」。結果錯過最佳防控時機，連有強大
公共醫療系統的美國，至今已有逾 16 萬人
感染病毒，死亡人數突破 3,000，淪為全球
最大的重災區。有醫學專家指出，歐美防
疫部署錯了也晚了，物資沒有超前準備，
是歐美的慘痛經驗。

毫無疑問，內地「早發現、早隔離、聚合
力」的核心抗疫經驗同樣適用於本港，而要
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充足的準備，更要
有在危難時刻敢擔當的領導者、決策者。本
港要打贏抗疫的總體戰、阻擊戰，不論增加
隔離床位、檢疫中心和醫療必需品，都需要
調動一切社會資源，而做到這一點，就不能
僅僅依靠醫管局、衛生署，也不能再受限於
平時按部就班的程序。疫情危機不等人，在
抗疫的「戰時狀態」，決策和行動都必須打
破常規、雷厲風行。這才是為政者在非常時
期應有的非常擔當。

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措施 調動一切資源有效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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