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3日，香港出現首兩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一場沒有硝煙的新冠病毒防疫戰就此拉開大幕。至今

天，香港已連續5日「零確診」，亦是連續11日「本土零感染」，

疫情得到紓緩，防控成效顯現。回首抗疫百日，香港文匯報梳理這場世

紀戰疫，可以看到：香港贏在政府高度重視，審時度勢，措施果斷得力；一

流防疫專家團隊對疫情研判正確，及時提出真知灼見建議，為本港構建抗疫體系

提供科學指引；廣大前線醫護堅守崗位，無私奉獻，築起抗疫堅強防線；大多數市

民自覺自律，做足防疫措施，減少社區傳播風險……

事實上，早在香港出現確診個案前大半個月、即去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已如實通報

肺炎病例群組個案，使特區政府有足夠時間預警「備戰」，香港醫管局第一時間擴闊監測及

通報制度，凡到過武漢返港後出現相關病徵的公院病人，都需要接受化驗測試及通報個案。

此後，750萬港人戴上口罩齊齊戰疫，縱然口罩掩蓋笑容、疫症拉遠我們的距離，但

「疫境」中我們迸發人性光輝，醫護冒着生命危險，日以繼夜救治確診者；社區內的

市民、財團和義工，出錢出力向素未謀面的貧苦大眾伸出援手；普羅市民乖乖留在

家，當是幫醫護守住防線。

哪怕香港沒有抗疫的火神山，但我們擁有獅子山下群策群力的精神，以

及審時度勢的防控政策圍堵病毒，在接連兩波的疫情高峰中取得階段

性的成功。今天我們的眉頭悄悄放鬆，警戒心卻不能鬆懈，讓

我們用耐力打贏持久戰，脫下口罩展露笑顏的日子指日

可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女馬主周巧兒確診（有關
群組累計有6人確診）

2月25日

本港自1月23日錄得首兩宗由武漢輸
入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後，特區政府提
升防疫措施，收緊入境政策，以防止輸

入個案。政府先於同月27日起限制湖北省或14
天內曾到訪湖北的人入境，其後關閉羅湖、落馬
洲支線、落馬洲—皇崗和港澳碼頭四個口岸，再
對所有由內地抵港人等發出檢疫令。
隨着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特區政府禁止從韓國

抵達的非香港居民入境，及後對所有海外國家或
屬地發紅色外遊警示，再實施所有抵港者均須接
受14天強制居家檢疫的措施，最後收緊至所有非
香港居民搭乘航班抵港不准入境，以防止海外輸
入個案。

政府在3月底前已全面落實多項嚴控關
口措施，但出現零星本地群組感染。為防
病毒出現社區爆發，政府於3月底起實施「限
聚令」和「停業令」，公眾地方不得多於4人
的群組聚集，公眾遊樂場所、美容院、戲院等
須暫停營業，以及食肆只准4人一枱等，限制
市民間的社交接觸，防止病毒傳播。
經歷超過3個月的疫情，不少企業需要裁員
甚至面臨倒閉，市民生活或因而陷入困境。政
府就此於2月及4月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先
後注資300億元和1,375億元，向受影響的業界
和僱員提供補助，協助企業和一眾打工仔渡過
難關。

首宗本港死亡個案
2月4日

香港出現首兩宗輸入
個案

1月23日

限制湖北省人士入境
1月27日

所有由內地抵港人士須強
制檢疫

2月8日

發現「打邊爐家族」
（累計12人確診）

2月9日

第二宗死亡個案
2月19日

北角福慧精舍佛堂爆發感
染群組（累計19人確診）

2月23日

累計確診達100宗
3月1日

第三宗死亡個案
3月8日

發現埃及旅行團感染群組
（累計10人確診）

3月10日

第四宗死亡個案
3月13日

保安局對所有海外國家/
屬地發紅色外遊警示

3月17日

所有地區抵港人士無論是
否香港居民均須居家檢疫

3月19日

全港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無限期停課

3月21日

發現酒吧及樂隊感染群組
（該群組累計96人確診）

3月23日

檢疫令發紅警 政府多招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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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世紀疫症，特區政府

出動的包機次數可謂歷年之
冠，過去短短逾三個月內，特
區政府先後派出13班包班分別

到湖北省、日本、秘魯及巴基斯坦接
載逾千名滯留當地的港人回港。疫症
蔓延下，身處外地的港人歸心似箭，
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下，在
湖北當地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駐港
公署協調下，克服種種難題，平安把
港人送回家。
眾多次的撤離行動各有難度，以接

回滯留日本的「鑽石公主號」港人為
例，由於是首次團隊經驗不足，又不
是自己國家，撤離過程受制於日本政
府，加上語言隔閡，團隊的工作舉步
維艱，猶幸外交部統籌協調駐日本使
館、駐港公署等為郵輪上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乘客提供領事保護
和協助，使難題迎刃而解，例如特區
政府需要安排旅遊巴將郵輪上的港人
接到日本機場，但當地旅巴業對接載
該郵輪的乘客十分忌諱，最後在駐日
使館協助下，找到當地華僑租出旅
巴。
後來接載滯鄂港人，雖然團隊累積

撤離經驗，但當地陸路交通癱瘓，團
隊精心設計滴水不漏的防感染措施，
並在省政府的協助下，派專車逐家逐
戶「無縫」接載港人到機場再返港，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相比起歐美地區的撤離行動，特區

政府義不容辭出錢又出力，除秘魯及
巴基斯坦包機由於航程遠，要向乘客
索回成本外，其餘的包機都由特區政
府一力承擔費用，做法不似美國

既要收全費，又使用貨機
接載備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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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百日的抗疫戰，香港的疫情幾經起
伏，近期才悄為緩和，至昨日連續5天保持
「零確診」記錄，累計有1,037宗確診及一
宗懷疑個案，感染總宗數比日本、新加坡
等鄰近地區也要低。香港「守得住」歸功
於內地適時、如實通報疫情，讓特區政府
掌握準確訊息，制定有效防疫措施，配合
粵港澳三地聯防聯控措施，香港才得以在
今次世紀疫症中力保不失。
2019年的除夕（12月31日），香港開始

風雲色變，特區政府接獲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通報指湖北省武漢市出現未明病因的
肺炎病例，隨後特區政府的「對公共衛生

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
劃」，即時啟動為「嚴重應變」級別，對
所有曾到武漢並出現肺炎病徵的人士，進
行病毒檢測。
內地醫療團隊努力解構該病毒基因排列，

並與香港及世界各地衛生部門分享研究成
果，掀開這種新冠病毒的神秘面紗。香港的
檢測技術亦漸成熟，由最初需等幾日才有檢
測結果，到後來只需一兩天，1月23日香港
的醫療團隊終於在兩名曾到訪武漢的人士身
上，找到這種狡滑多端的病毒。
香港的抗疫工程也正式進入新的里程

碑，更接連發現更多輸入個案，並引發小

型社區傳播及群組感染，特區政府一再出
招將圍堵政策「加辣」，成功控制第一波
疫情。
踏入3月，疫情在全球蔓延，海外個案急

增，大批在外港人紛紛湧回港避疫，使3月
17日開始，本港每日確診個案持續保持雙
位數增長，最高時日增65宗，公立醫院負
荷亮紅燈，一度有確診者因為病床不足，
被迫在住所等入院消息，社區爆發危機一
觸即發，可幸政府提高入境限制及加強檢
疫措施開始起效，加上確診者負責任地遵
守隔離令，隔絕病毒傳播，使個案宗數逐
步回落，第二波疫情始受控。

戰 內地適時通報 助港快速反應

美容院、
按摩院關閉

4月10日
延長限制社交距
離措施

4月21日

4月28日

回顧百日抗疫戰，香港出現過多
個本地感染群組，當中酒吧群組更
衍生四代傳播鏈，累計近百人確
診；此外亦出現懷疑經渠管傳播的
病例，幸在政府各項加強保持社交
距離的措施下，本港才未出現社區
大爆發情況。
確診人數最多的是酒吧群組，在

中環蘭桂坊、灣仔及尖沙咀多間酒
吧表演的樂隊成員最先確診，隨後
酒吧職員、顧客及其家人等先後確

診，整個群組累計有96人確診，
並出現四代傳播。
另外，疫情中亦出現疑為「淘大

2.0」的長康邨康美樓和富亨邨亨
泰樓同座向不同樓層的環境感染個
案。長康邨康美樓07單位兩住戶
先後確診，政府緊急疏散所有07
室居民；富亨邨亨泰樓的感染個案
疑與「擾流效應」有關，兩名屬埃
及旅行團群組的團友夫婦最先確
診，其後居於樓上的59歲男子，

疑因天井出現「擾流效應」，病毒
經排氣喉吹入其單位令他染疫。
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女馬主周巧

兒的個案，除了她的兄嫂和家傭相
繼確診外，其17歲松鼠狗3月3日
亦對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證實牠
曾感染新冠病毒，成為全球首隻確
診的竉物，松鼠狗經檢疫並兩次樣
本測試結果呈陰性後送回給主人，
惟返家後兩天死亡。其後本港再先
後有狗隻和貓隻確診染疫。

多個感染群組 現四代傳播鏈

娛樂場所關閉，食肆限入座，
「限聚令」翌日生效，卡拉
OK、麻雀館等也須關閉

延長內地抵港強
制檢疫措施一個
月，跨境學童及
商務客等獲豁
免；公共服務分
階段回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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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機場入
境人士要提

供深喉唾
液樣本

4月8日

停泊日本的鑽石公主號首
次有香港人確診

2月1日

發現印度旅行
團群組（累計
9人確診）；政
府安排4班包
機接載首批滯
鄂港人

3月4日

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乘客
返港

2月20日
包機接載第二
批滯鄂港人

3月25日

包機接載滯包機接載滯
留秘魯港人留秘魯港人
返港返港

44月月55日日

3月28日，29日

3月27日
疫情最高峰，
日確診65宗

全 城 清 潔
包 機 接 民

佛 堂 爆 疫
屋 邨 播 毒

4月30日

巴基斯坦包機返港
連續5天「零確診」，

連續11天零本地個案

（有改動）抗疫百天：【總引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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