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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梨木樹邨的66歲婦人及其5歲孫女前

日確診新冠肺炎，令香港保持23天的零本地

個案斷纜。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確認該名婦

人的丈夫確診，更不排除他是群組的感染源

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直言，香港會

不時出現零星感染個案，即使加強病毒檢測

也無法杜絕，但政府可採取措施確保更能掌

握疫情，因此未來會將檢測擴展至社區層

面，周內會先為高危群組包括機場工作人員

及院舍員工進行檢測。

嫲孫確診群組 爺爺疑為源頭
零星個案料驗之不絕 檢測擬擴至社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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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上午到訪大埔的中

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與駐診的中醫師會面，了解為新冠
肺炎康復者提供的「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該項服
務既讓出院病人可選擇中醫復康方案，並促進中西醫協
作及相關的中醫臨床研究發展。服務將陸續推展至另外
6間位於其他各區的中醫診所，更方便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 醫 復 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新冠病毒「零本地確診」斷纜，前日
及昨日新增3宗本地個案，但多名專
家均表示只要沒有造成社區爆發，就
毋須太擔心，並認為這屬全新病毒，
難維持28天沒有新增本地個案，市民
或需接受持續有零星個案，並建議普
通科門診及私家醫生應為更多病人留
樣本化驗。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指出，衛生署「28天無本地感染」
代表疫情受控的指標引自世衛，但新
冠病毒是全新病毒，難維持28天無新
增本地個案，故若新增個案未有引起
社區大爆發就毋須太擔心。
他估計，新增個案的源頭或是回港

逾14天並仍帶有病毒的入境人士，因
部分人14天過後才發病甚至沒有病
徵，無從得知自己具傳播力。
許樹昌認為防疫措施毋須收緊，但

暫亦不能再放鬆，復課安排要視乎新
增的是否單一個案，只要沒有出現不
明源頭社區爆發，復課沒有大問題。
被問及本港與內地關口何時可重

開，他認為香港再出現本地個案，相
信「對方都唔會歡迎你」，但日後即
使放寬，亦可能要求入境人士檢測呈
陰性才可入境。

憂有人「求其吐」影響檢測
許樹昌建議政府加強社區檢測，普

通科門診及私家醫生都應為更多病人

留樣本化驗。目前，醫管局及衛生署
每日合共可化驗5,000多個樣本，加
上私家醫院、私家實驗室及大學可做
得更多，反而擔心有人在收集深喉唾
液時「求其吐」，這會影響檢測結
果。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則擔心新確診個案的感染源頭，或是
外地返港者接受家居檢疫出漏洞所致，
希望政府找出過去兩至三周於
梨木樹邨和荃灣卓明樓曾接
受家居檢疫者，並重新檢
測病毒，千方百計找出源

頭，又擔心再出現酒吧群組傳染，建議
執法部門應巡查酒吧，了解是否有效執
行法例規定的措施。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

超亦認為，由於預期疫情不會中斷，
加上每日仍有數百人入境，連續28天
零確診是不切實際，但市民防疫意識
高，出街戴口罩、經常洗手，連流感
亦基本上銷聲匿跡，但目前外地抵港

者均家居檢疫，未必太穩妥，
如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或會引
致爆發。

香港昨日再多一人確診新冠肺炎，累計個案增至
1,051宗。昨日確診的患者（第1,051宗）為62歲

男子，是早前確診患者（第1,049宗個案）的丈夫，兩人
同住在荃灣梨木樹邨第五座。前日，該婦人確診時，其
一直無病徵的丈夫已送往檢疫中心，並留深喉唾液樣本。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簡報
記者會上表示，由於該名男確診者的病毒量低，不排除
他較早帶病，是群組當中首名感染人士。

早上街市擺檔 接觸小量客人
她透露，該名男確診者每日早上會乘車到荃灣街市街

10號流動檔口擺檔修理鐘錶，屬於朝行晚拆的商戶，會
進食由家人預備的飯盒，並引述該名男患者表示，近日
生意欠佳，只接觸小量客人，但沒有收據可供追蹤接觸
者，中心會再檢視如何追蹤，又呼籲曾光顧的顧客致電
中心熱線。
張竹君指，女確診者早前曾途經川龍街、禾笛街一帶
檔口，中心已向有關檔口派發樣本瓶。由於兩人的孫女
（第1,050宗）亦已確診，衛生署亦已向孫女所住的卓
明樓派發47個樣本樽予居民，並委託房屋署向梨木樹
邨超過850戶派發樣本樽，又補充該名孫女5月10日曾
到奧海城金滿城與媽媽食飯，之前與外婆在家吃飯。
對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病毒有可能永久存在，並成為風

土病，張竹君直言，不少專家早已斷言病毒難「斷
尾」，市民要有心理準備與病毒共存。目前，並沒有一
個特定的標準去界定新冠肺炎是否受控，要靠專家們集
思廣益商討，而早前所說的28天都是參考其他傳染病
的情況。

視乎整體情況 決定未來方向
陳肇始則在另一記者會上被問到新增的本地個案會否
影響政府未來放寬或收緊社交距離限制措施，陳肇始表
示，需要先視乎整體追蹤情況，包括有無追蹤到感染源
頭，能否所有接觸者都接受檢疫或做病毒測試，才能決
定下一步做法。
她強調，近日再有本地確診個案顯示社區傳播鏈未曾

中斷，故特區政府不會鬆懈，會加強病毒檢測，衛生署
由今日起會在機場指定地點設檢測站，為機場工作人員
提供樣本瓶作病毒檢測，每日名額500個。
同時，衛生署正與勞工及福利局、社署商討，期望在

本周內盡快對長者和殘疾院舍員工進行病毒檢測，並會
研究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如何參與抗疫工作，如作為深喉
唾液樣本瓶收集點等。
截至5月10日，香港做了近18萬次新冠病毒的病毒
檢測，即每百萬人口做了兩萬多個檢測。

若無社區大爆發 專家料可照常復課

黑暴和疫情更令許多
家庭「零收入」，香港
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率
達4.2%，是9年來的高
位。民建聯「關懷您」
計劃的受助者青哥，就

連續兩個月零收入，搵工難，照顧家人
更難。他希望疫情過後，香港經濟能盡
快復甦，大家恢復正常生活，更絕對要
防止暴力行為捲土重來。
在防疫抗疫上，建制派既「出力」也

「出錢」。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捐出薪金
共300萬元，並邀請社會各界及市民捐
款，於3月初推出民建聯愛心基金，而今
年2020年首個重點行動為「關懷您」，
向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本生活出現困
難的申請人，提供即時經濟援助。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與副秘書長顏汶羽
日前探訪「關懷您」計劃的受助者青
哥。青哥上有高堂，下有兒女，從事體
力工作，今年年初就開始開工不足，如
今已兩個月零收入，但在兩輪「防疫抗

疫基金」中，青哥只有1,500元資助。
青哥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他的女兒和

兩位老人都已經幾個月沒有出門，老人
需要青哥為其買餸，女兒的學校從聖誕
假前就開始停課，幾乎休息了整個學
期，去年年底青哥去學校幫女兒拿課本
時，老師也說未知何時復課。

青哥說，希望疫情過後香港經濟能盡
快復甦，大家恢復正常生活，更絕對要
防止暴力行為捲土重來。
李慧琼則表示，政府要正視失業或開

工不足的市民，包括成立失業援助金，
協助失業家庭度過最艱難時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民記出錢出力 關懷受困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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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關注婦女福祉團體「香
港好聯盟」上月以問卷調查
成功訪問了774名婦女，了
解她們在就業、收入及情緒
等方面的影響，調查顯示逾
半數受訪婦女因疫情影響工
作模式，如放無薪假及工時
減少，逾半數疫情期間出現
失眠及不停煲劇等情緒問
題，更有受訪婦女有輕生念
頭。團體建議政府盡快向合
資格巿民發放1萬元，並希望增補1萬
元於年底前發放。
「香港好聯盟」主席陳婉嫻及副主席

葉順興等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受訪
婦女中，有205人失業，其中85.37%是
因疫情而失去工作，45歲至64歲的婦
女佔了52%。調查並發現，55.43%受訪
者因疫情要放無薪假或工作時數減少，
59.26%受訪者收入減少。
疫情引發的失業及就業問題對婦女

造成嚴重情緒問題，逾半疫情期間出
現失眠及不停煲劇情況，近一成更有
食慾不振、無故哭泣、曾想自殺及酗
酒等負面情緒及行為。在表示想自殺

的9名受訪者中，主要原因是處於失業
狀況、與家人關係變差等。
「香港好聯盟」指出，數據反映疫
情及失業對婦女情緒負面影響極大，
亟待援手，特區政府向合資格市民派1
萬元的計劃將有助受困擾婦女解困，
而計劃原意為應急錢，政府應簡化領
取手續盡快派發，並期望6月初展開申
請程序，6月底開始發放並建議政府隨
後增補1萬元年底前發放，可考慮有針
對性的消費卡概念。
聯盟並建議擴大資助範圍惠及更多

有需要人士，涵蓋更多受打擊的行
業，及推出抗疫緊急失業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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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病毒疫情令本港各行業備受
打擊，有線電視亦受影響，要求員
工由下月開始，每月要放兩日無薪
假，為時6個月，但承諾會在明年及
後年向受影響員工補回合共12天的有
薪大假。
有線電視表示，全球經濟因今次新
冠病毒疫情持續而大受影響，因此作
出有關安排。有線要求員工由6月至
11月期間，每月要放兩天無薪假，
即合共放12天無薪假，有關安排影
響各部門的人員，當中亦包括新聞
部。有線強調，集團一向非常重
視員工及人才，期望員工能夠

與集團共度時艱，並

再次感謝員工的體諒。
有線表示，會向員工作出補

償，包括在2021年及2022年內給
予員工補回12天的有薪假期，但據
了解若有員工在該兩年內辭職，則
獲補發的有薪假並不能代替辭職的
通知期。有線早前曾經向員工表示
會申請政府的「保就業」工資補貼
計劃，但未知有線是否已提出申
請。
除有線外，其他傳媒機構也受經
濟影響，商業電台今年2月已要求
員工4月起至明年3月的一年間，
每月放4天的無薪假；而南華早
報及星島早前則要求員工減
薪。

有線要求員工6月起放無薪假

■民建聯再
呼籲政府成
立「失業援
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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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前中）公佈調查結果，指中年及年長
婦女受疫情影響最大。 香港好聯盟圖片

◀清潔工在梨木樹
5座樓外清潔設施。

中通社

◀新增確診患者為一名62
歲男子，為梨木樹5座確
診66歲女患者的丈夫。

中通社

▶香港維持23天無本地確
診病例的紀錄戛然而止。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