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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機輸入兩例 抗疫未可鬆懈
12天無本地個案未安全 衛署：官民保持合作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
疫情逐漸緩和，早前暫停開放的嗇色園黃
大仙祠昨早7時起重開，一批善信提早於
早上6時多便在祠外等候，全日到場參拜
的巿民絡繹不絕，不少都有同一願望，就
是希望疫情可早日過去。
黃大仙祠關閉超過一個月後，昨日終
於重新開放。昨晨7時的開放時間還未
到，就有一批善信聚集在門外，更有人迫
不及待地先點了香。「搶頭香」的善信直
言：「很掛念黃大仙，一開就特地來拜
神。」

做足防疫措施 有人自帶籤筒
由於「限聚令」仍然生效，嗇色園安
排工作人員在祠門監察，為善信量度體溫
及要求戴上口罩，倘發現有4人以上群組
前來參拜，就會勸喻分開入廟。
香港文匯報昨日在黃大仙祠觀察，祠
內外均有告示及廣播呼籲善信注意個人衛
生、勤洗手，正殿跪拜區亦以紅色膠紙劃
「格仔」分開善信，每個方格只放一跪
墊。職員不時為跪墊消毒，更會上前呼籲
跪拜區善信勿停留在「交叉」位，又提醒
未有戴上口罩的人士需要戴好口罩。
不過，仍有善信覺得防疫措施不夠嚴
謹，自備私家籤筒、跪墊和消毒酒精：
「雖然這裡有做防疫措施，但不算太嚴
謹，都是探熱、戴口罩。」善信邵小姐直
言，憂心共用籤筒不衛生，故帶備自家籤
筒及跪墊，並自備消毒酒精等以加強防
疫，「拜完便盡快離開！」
有外籍港人則趁機到黃大仙祠參觀。
Ms Dot表示，一家去年8月來港，疫情
期間甚少外出，留意到前日是佛誕，故趁
黃大仙祠重開到場參觀。她說自己並無宗
教信仰，不了解祠內規矩，故不打算參
拜，只會與家人在廟內遊逛。
黃大仙祠重開，善信回歸，最開心的
應是祠外售賣香燭的攤檔，昨日終於有生
意，其中一名檔主玲姐表示：「休祠一個
月，成個月都無晒生意，我都休息咗大半
個月。」她預計昨日生意不錯，但始終無
法彌補上個月「零收入」。

久候再拜黃大仙 善信同求除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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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生：由於爆發新冠
肺炎，讀小五的囝囝聖誕
假至今都一直停學，其間
只係出過兩三次街，見到
最近連續幾日零確診，個
人都放鬆咗，所以今日全
家出嚟行吓、拜神，希望
黃大仙趕走瘟疫，囝囝可
以復課，香港人回復正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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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生：香港舊年6月
開始一直亂，先係有暴
亂，然後又有疫情，我
嘅工作大受影響。我哋
小市民其實只係想安安
定定打工過生活，年頭
嚟過一次，祈求黃大仙
平息暴亂，某程度上達
成，所以今日特登再嚟
祈求疫情早日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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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太：我以前有過焦
慮抑鬱症，2007年求
黃大仙保佑醫好個病，
自此每月初一、十五都
嚟還神。上月黃大仙祠
關閉，我真係好緊張，
今日重開就即刻過嚟。
我因疫情無咗份工，所
以今次同時祈求黃大仙
可以令疫情快啲過去。

善 信 抗 疫 心 聲

■■因疫情嚴峻而關門逾月的黃大仙祠因疫情嚴峻而關門逾月的黃大仙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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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到場參拜的巿民絡繹不絕，不少都有同一願望，就是希望疫情可早日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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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病毒疫情持續5天零確診後失守，

昨日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兩名患者均為從巴基

斯坦搭乘政府包機的返港者，屬輸入個案，令

本港累計確診個案增至1,040宗，另有一宗疑

似個案，但本港仍持續12天未出現本地個

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

出，由於病毒潛伏期較長，社區或有隱形患

者，加上全球仍出現很多確診個案，現時危機

未解除，預料本港仍陸續會出現輸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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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多日未有新增本地新冠
病毒確診個案，香港大學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
為，目前正邁向28日零感染的

方向，「已見曙光」，但指距離目標仍有一段
時間，防疫措施不能鬆懈。政府抗疫督導委員
會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亦表示，社區可能仍有潛在無病徵患
者，呼籲公眾在長假期外出時須繼續戴口罩。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本港正朝

着28日沒有本地感染個案的方向邁進，但距目
標仍有一段時間，需要慎防病毒傳入社區，防
疫措施要做得更嚴謹。
他並呼籲政府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指全
球已有逾3.5萬名醫護染疫，而特區政府推出的
防疫措施，包括暫禁止健身室、美容院及酒吧營
業，證明這類場所屬高危，有關場所的員工應視
作為高風險工作，應提高這類工作者的保障。
許樹昌亦在電台訪問中提醒市民要佩戴口

罩，「大家長時間留在家中，遇到長假期就外
出是可以理解的，但最重要都是要戴口罩，始
終我們距離連續28日沒有本地新增個案仍有一
段時間，最害怕是社區有患者，未必有病徵但
帶有病毒，仍然會有傳播性。」
另外，對美國初步分析新藥「瑞德西韋」具
療效，1,063宗使用該藥的病例，病人康復時間
縮短，死亡率亦較低，許樹昌表示，香港有招
募30多名患者參與藥廠的臨床研究，發現患者
注射該藥後第二日就退燒，較一般使用雞尾酒
療法的患者快退燒，臨床徵狀亦較快減退，
但美國的研究屬初步分析，仍要留意
稍後的詳細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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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在疫情下的黃金周開始。本地新增個案仍維持0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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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在最新疫情簡報會表示，昨日新增的兩宗確
診個案，患者包括一名34歲男子和一名16歲少

女，兩人都是周四（4月30日）搭乘政府包機由巴基斯
坦返港，他們抵港後留深喉唾液樣本並確診。該批共
319名滯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抵港後已被送往駿洋
邨強制隔離檢疫14天。
第一千零三十九宗的34歲男患者並無病徵，他在巴基
斯坦時與父母同住，周四晚獨自搭專機返港，由於返港

後被送往駿洋邨檢疫，故未有接觸居住香港的妻
子。第一千零四十宗個案的16歲女患者是學
生，同樣是沒有病徵感染者，她3月3日

與三名兄長一同到巴基斯坦探
親，回港後確診，其

同行家人亦在
駿洋

邨接受檢疫，他們的測試結果呈陰性，亦未有出現病徵。
張竹君認為首批專機的319人中有兩人確診，比例不

算很高，而其他巴基斯坦返港者暫時未有初步陽性個
案，所有人均已進行病毒檢測，不足10人仍未有結
果，包括有兒童未能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她表示，目前檢疫中心容量足夠，除安排首批乘專機回

港者入住駿洋邨檢疫中心外，4月29日有另一批由巴基斯
坦經卡塔爾轉乘QR818航班的人，亦要入住檢疫中心。

料仍陸續出現輸入個案
香港連續5日實現零確診後雖再有新增個案，但上次

出現本地感染個案是4月22日，即至今已有12日未出現
本地個案，張竹君指若由當日起計28天內再無本地感染
個案，就可以說疫情受控，但不同專家有不同意見，

相信政府的防疫措施未必會跟足這個
計算方法制訂。

她提醒，近期確診數字雖下降，但新冠病毒的潛伏期
長，而海外不少地區疫情仍較嚴重，預計本港仍會陸續
出現輸入個案，危機未解除，呼籲市民外出時仍要保持
社交距離，亦要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時刻佩戴口罩及
勤加洗手。
被問及本港抗疫100日的感想時，張竹君表示，政府

雖作出很多防疫措施，但也要依靠市民本身的努力，以
及迅速傳播的信息，大家共同合作才令本港支撐到現
在，「香港市民很有警覺性，我們還有沙士的經驗。」另
外，昨日再多13名患者康復出院，累計有859人出院，
175名確診病人則分別在14間醫院留醫，當中4
人危殆、3人嚴重，其餘168人穩定。目前公

立醫院負壓病床數目為1,231張，
使用量為35.8%；負壓病房有
666間，使用量為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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