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獄回港強制隔離
流落街頭欠檢疫費

不少港人早年北上
發展或工作，但兩地
工作規範或有差異，
有港人因不熟悉當地
法律而誤墮法網，更
恰巧在新冠病毒疫情

期間出獄。由於沒有居港地址，他返
港後被送往隔離營接受檢疫，在完成
檢疫後露宿街頭，更要向政府繳交入
住隔離營的費用。
原從事牆紙工作的港人傅先生，

早年因在內地陷入經濟糾紛被判監5
年，扣減假期後坐監約3年8個月。
臨近出獄時，監獄安排他進行14天
隔離後，4月19日被遞解經深圳灣
返港。
他憶述，當天返港時，他在口岸

出示了內地醫院發出在監獄完成檢疫
程序的證明書，同時採取深喉唾液作
檢驗，但他仍需要在港接受檢疫，並
因沒有香港住址被送往隔離營，及後
收到政府通知須繳交2,800元費用。
傅先生表示，以往與母親居於土

瓜灣一間板間房，但母親年紀老邁被

送往老人院，他現時並無居所，「都
冇得揀，係呢個時間出嚟（獄），冇
得留喺內地，又冇地方住，話濫用
（隔離營）要收錢，16號交唔到就
起訴我。」

人老求職難 露宿又被趕
他在完成檢疫後曾在公園露宿3

天，首晚更在半睡半醒下被人偷去載
着衣服的袋。露宿期間，有其他露宿
和他交談，更給他「隔夜麵包」和
水，也有露宿者給他飯團並着他幫忙
拿飯盒，然後一起分享。不過，也有
露宿者斥他霸佔其位置，也試過被警
察驅趕，故擔驚受怕，徹夜難眠，形
容每晚都要「走鬼」。
傅先生在內地生活約7年，在港沒

有朋友可依靠，並直言從未有想過會
露宿街頭，「好似要四圍乞咁。」他
也不想拖欠政府金錢，曾嘗試覓職以
償還債務，惟因年紀較大和行動不
便，至今仍未有任何結果，令他感到
非常絕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從事飲食業30多年的港人朱先
生，原本在浸會大學的食堂擔

任廚師，過往每天回內地居住，無奈
遇上疫情，大學改以網上授課，他最
終亦在2月6日被裁。他起初曾想在
天水圍租住酒店暫住，繼續尋找新工
作，惟每周租金需2,700元，故決定2
月7日返回深圳居所。

怕捱貴租北上 未料疫情漫長
朱先生坦言，「諗住天水圍（酒

店）會平啲啦，點知都咁貴，（決定
返回內地）主要原因是沒有工作，冇
可能走嚟走去，真係估唔到疫情持續
咁耐，初初諗住（疫情持續）一兩個
月，靠積蓄頂住先，疫情緩和後，強
制隔離政策撤銷後就可以返嚟搵工
做。」
奈何疫情持續，朱先生在內地生活
的兩個月亦找不到工作，只靠積蓄維
持日常生活，最終花光存款。他在4
月19日回港，接受14天強制檢疫後
再覓職。他憶述檢疫期間已寢食難
安，不斷從報章中尋找職位空缺，
「夜晚3點幾4點先瞓得着，6點就醒
咗，打電話去（搵工）就話返出嚟

先。」
朱先生在隔離營完成檢疫後，身無
分文的他卻接到政府通知，指他需要
支付2,800元隔離營住宿費。他先後
前往多個政府部門及向社工求助，惟
求助無門，更先後在荃灣、石硤尾、
尖沙咀露宿。他氣憤地說：「初初又
話會幫到我，呢個又叫我去石硤尾，
之後又叫我返荃灣，當我波咁踢。」

求助被當人球 奔波只求就職
他露宿街頭3天，其間沒有食物亦
無法洗澡，更未能好好睡上一覺，雙
眼變得紅腫，僅有的金錢全用作車
資，「情願搵到人幫，買個希望，好
過用嚟食得一餐……好彩多得阿東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佢帶
咗我去食麥當勞，又幫我安排賓館
住，真係冇諗過返到嚟要瞓街，口罩
都係隔離嘅時候儲起，兩三日先
換。」
朱先生嘗試過找機場及碼頭的搬運
和倉務工作，但都沒有回音，他現在
只想盡快覓得新職，賺取工資生活，
「家乜都冇諗，唯一就係搵工，唔
想麻煩到任何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情和
限聚令重創本港旅遊業，香港旅行社
解困大聯盟前日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遞交建議書，促請政府盡快推
出平民化和便利化的互認健康碼機
制，並放寬限聚令，加快與疫情明顯
好轉地區建立「旅遊氣泡」等，以挽
救旅遊業。
「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反映了業界
苦況。他說，4個多月以來，無論經營
入境、出境、本地遊的旅行社，大都
零收入，無不承受着巨大壓力，苦不
堪言。政府日前公布延長本地限聚令
及抵港者接受檢疫規例，其中外國地
區到港者強制檢疫措施一次過延長三
個月，內地及澳門來港者檢疫令延長
一個月，對旅遊業界可謂是晴天霹
靂，曙光再成泡影，業務繼續冰封。
他引述陳肇始回應說，將海外抵港
者強制檢疫措施一次過延長至9月18
日，是出於延展法例的需要。在現存
的機制下，局長是可以對疫情有明顯
改善的地區，透過雙方的協議，在有
條件的情況下豁免檢疫安排，又透露
倘商經局與不同地區達成協議，食衞
局會盡量配合，可在9月18日前與部

分地區開通「旅遊氣泡」。她續說，粵港澳地區
就互認健康碼機制的討論已進入最後階段，會爭
取盡快公布。在限聚令方面，她解釋因近日最新
的瀝源邨群組個案，限聚令要進一步延長，局方
會視乎疫情發展，決定是否逐漸鬆綁。

旅
業
冀
速
推
「
健
康
碼
」救
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新
增三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患者分別由印
度及英國返港。衞生防護中心則繼續跟進
沙田瀝源邨祿泉樓群組個案的調查和防控
工作，而日前曾到祿泉樓調查的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最先確
診夫婦單位廚房內的抽氣扇，有可能是傳
播病毒的其中一個途徑。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未有舉行簡報會，只

發新聞稿，指出截至昨早7時，祿泉樓75
名相關單位住戶已送往火炭駿洋邨檢疫中
心，6名住戶因身體不適被送往威爾斯親王
醫院，病毒檢測均呈陰性反應。
截至昨日下午4時，中心已於祿泉樓收回
1,363個深喉唾液樣本瓶，當中11個因樣本
滲漏需再次提交，1,352個樣本完成病毒檢
測，除周二（2日）的四宗確診個案外，其
餘均呈陰性反應。
至於6個未交回深喉唾液樣本的住戶，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確定其中一戶已於5月中離
港，仍有五戶未取得聯繫，中心會對不交
回樣本人士進行強制檢測。另截至昨午4
時，中心於葵聯邨聯悅樓共收回及檢測
2,026個樣本，未有樣本呈陽性反應。

其餘個案涉公共環境污染
袁國勇則表示，居於祿泉樓8樓且最先確

診的夫婦，其單位廚房有安裝抽氣扇，患

者開抽氣扇時，帶病毒的暖空氣可能抽出
室外並吹入上層單位，造成兩戶12室居民
也受到感染。其餘8樓及7樓的確診個案，
則相信是升降機按鈕、信箱及大門門柄等
公共環境受病毒污染所致。
衞生防護中心前日疏散居於10室和12室
居民到駿洋邨檢疫中心，有居於其他單位
的居民則自行搬離大樓。港大感染及傳染
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祿泉樓8樓出現四宗確診個案，建議同
時撤離8樓全層住戶往檢疫中心。他並建議
邀警方協助追查尚未找到的未交樣本住

戶，有關住戶倘自行撤走，或會構成社區
傳播風險，令病毒有機會進一步擴散。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另一

電台節目亦說，一般涉及喉管的傳播均是
由上而下，今次最先確診的居民住在較低
層的8樓，相信是公用地方感染居多。他不
排除再有確診個案，認為不應讓居民自行
搬離，以免將病毒帶到社區，應要求他們
限時內提供唾液樣本。

再多3宗輸入病例
昨日新增的三宗輸入個案均為女性，其

中第1101宗的73歲女患者去年12月返回印
度，前日返港後入住檢疫中心，昨日確
診，而第1102宗的8歲女童則於今年2月到
印度，同於前日返港。第1103宗的49歲女
患者則居於英國，昨日返抵本港後於亞博
館檢測證實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亦正調查一宗海外個案，

涉及一名68歲男病人。患者前日由加拿大
乘坐加拿大航空AC7航班抵港，報稱曾於
加拿大確診，抵港後直接由機場送往瑪嘉
烈醫院治理。中心正與加國衞生當局聯絡
以獲取進一步資料。

祿泉8樓最先確診 疑抽氣扇播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昨
日公布，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將在
「防疫抗疫基金」下於周二（9日）起，陸
續向合資格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及學生資助
住戶，發放一筆過特別津貼，無須申請，

以支援低收入住戶。
每個合資格職津及學生資助住戶，不論

是否失業或就業不足，均可獲發特別津
貼。就職津住戶而言，去年4月1日至今年
2月21日曾提交職津申請並最終獲批的住

戶，可獲發相當於兩個月津貼額的特別津
貼；每月金額為上述期間最近一次提交而
最終獲批的申請中，獲批月份中的最高津
貼金額。
另外，2019至20學年領取設入息審查的

學前和中小學學生資助住戶，每戶則可獲
發4,640元；同時在職津及學生資助下符合

資格領取特別津貼的住戶，將獲發在上述
兩種計算方法下較高的金額。
事務處預計約有5.8萬個職津住戶及約

14.5萬個學生資助住戶，將受惠於特別津
貼。事務處會以現行發放職津或學生資助
的方式發放特別津貼，住戶無須另行申
請。

職津學資戶下周二獲發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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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回港後無家可歸，並要償還檢疫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朱先生因疫情而未能回內地居所，滯港成無家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姚柏良向陳肇始(右)遞交建議書。

■祿泉樓有居民收拾行李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信箱等公共設施，或是傳播途徑之一。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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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本港工作但

於內地居住的情況普

遍，但受新冠病毒疫

情影響，內地與香港

特區政府都實施強制檢疫14天的政策。疫情下，有不少打工仔

失業，有「兩地走」的港人在失業後決定暫回內地居住，希望待

疫情過後再回港覓職，但疫情維持數月之久，香港與內地仍未撤

銷入境強制檢疫的制度，有港人花光積蓄後決定回港，但因入住

檢疫中心而欠下2,800元住宿費，無力支付之餘更流浪街頭，頓

成「無家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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