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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文
匯報早前報道阿聯酋航空未有檢查旅客
是否持有目的地的登機證，讓11名內地
旅客由迪拜上機擬經香港轉機到上海，
抵港後因沒有登機證被迫滯留機場禁區5
天，其後衞生署發現他們乘搭的航班最
少26人先後確診新冠肺炎，故除一名滯
留者已飛返迪拜外，其餘10人被送往檢
疫中心隔離14天。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
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質疑，事件曝露機場
禁區是防疫漏洞，從各地抵港人士可毋
須檢疫逗留在禁區「播毒」，建議政府
加強邊境檢疫安排。
11名未持有可前往目的地登機證的
內地乘客上星期六（20日）乘阿聯酋
航空EK380航班抵港，他們得知未能
轉機後只得一人願意接受航空公司安
排返回迪拜，另外10人則一直留在機
場禁區。

簽證已過期 隔離後去哪兒？
前日，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發現與他

們同航班的26名乘客先後確診新冠肺
炎，遂安排專車將滯留禁區的10人送往
指定的檢疫中心隔離。
其中一名滯留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雖然暫時未能返回內地，
但起碼入住檢疫中心三餐溫飽，「我
們身上的現金已耗盡，滯留機場期
間，無錢買糧食，現在最少有飯
食。」他表示，檢疫中心環境不俗，
現在唯有見步行步，他迷茫地說：
「聽說隔離期滿後，我們將被送返迪
拜，但我們的迪拜簽證已過期，根本
沒法進入迪拜，難道要在當地的禁區
繼續滯留嗎？」
何栢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同

一航班上的其他乘客都應被界定為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有需要接受檢疫，並批
評政府之前一直任由他們在機場禁區逗
留，「做法反映防疫工作存在漏洞，相
關部門有需要就邊境檢疫安排作出檢
討。」
香港機場本月起恢復轉機服務，但機

管局回應查詢時解釋，在現行措施下，
航空公司在外地安排旅客上機前往香港
機場過境或轉機時，必須於出發地（即
迪拜）辦理登記手續及持有登機證影印
本，相關旅客的行李亦須貼上往目的地
的行李標籤。航空公司有責任了解各地
入境限制及檢疫要求，避免旅客滯留機
場。

姚思榮：航空公司責無旁貸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航空

公司責無旁貸，「航空公司沒有按照機
管局的要求，安排旅客來香港，所以責
任一定是航空公司。整件事是航空公司
做漏了或者疏忽，費用當然由航空公司
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費小燁）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表示，政府將由下周二
起向全港每個住宅地址派發10個即
棄成人口罩，該些口罩是政府在「本
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下首批採購的
口罩。目前，香港郵政的派遞服務覆
蓋全港約288萬個住宅地址，整個派
送安排以便民為目標，市民完全毋須
預先登記。
商經局表示，市民的住宅信箱如果

尺寸足夠，郵差會將一包10個口罩放
入信箱內；否則會上門派遞。若沒人
應門，郵差會留下通知卡，市民可憑
卡於28個工作天內到指定郵局領取口
罩。至於現時香港郵政派遞服務未能

覆蓋的少數住宅，政府會安排其他方
法，包括在社會福利署和各區民政事
務處的協助之下另行安排派送。
香港郵政會適當地增派人手，致力

做好派遞工作，整個派遞工作大約需
時三個星期完成。市民如對是次派送
口罩的安排有任何疑問，可由即日起
致電熱線183-6136，或電郵至enqui-
ry@maskdistribution.hk查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補充，「本地口

罩生產資助計劃」為20條本地口罩生
產線提供財政支援，預計當所有20條
獲資助的生產線全面投產後，每月合
共可向政府供應約3,400萬個口罩，
另有約760萬個口罩供應本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及廣東省有望率先推出健康碼互
認制度，讓持有有效健康碼的出入
境人士毋須隔離檢疫14天，該制
度之後將涵蓋澳門。澳門行政長官
賀一誠昨日透露，7月或有好消
息。他表示，港澳兩地的技術部門
近期進行測試，運作基本良好。澳
門很快可以把病毒陰性檢測結果上
載到健康碼，比內地還要快，希望
香港可同步跟上。
賀一誠指，健康碼互認的技術問

題不多，三地亦在積極商討，只因
北京再度出現疫情，令協商減慢。
他又稱，香港已向澳門表達想開展
先導計劃，先行先試開放商務、公
務及需去香港就醫和探親等緊急需
要的人士，做法與現時澳門和內地
一樣，會設有名額；而澳門亦正爭
取增加澳門居民入境珠海豁免隔離
名額。
至於，本港及廣東互認健康碼的

制度，消息獲認可提供新冠病毒檢
測的私營醫院或化驗所增至最少
14間。收費方面，私家醫院價錢
約由1,500元至3,200元不等，部
分未計醫生診症費。

若用內地試劑 檢測費料下調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批評，香港病

毒檢測的成本高，與香港使用的病毒檢測試劑
均由外國購入有關，試劑成本約幾百元，但深
圳醫院就採用內地製的試劑，由廣東省政府統
一採購，每劑成本約15元。他指，成分及準
確度跟外國試劑相若；又認為內地部門樂意協
助港府購買。
他稱︰「（質素）完全無分別，內地製造核

酸測試的試劑，其實對生物科技公司而言是很
標準，及在中國須符合中國藥監局標準。聯防
聯控下，我很相信省政府一定會大力支持。」
他預期若本港引入內地試劑，私營檢測收費有
望下調，但由於兩地相關醫療人手成本不同，
難以估計下調幅度有多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
田瀝源邨祿泉樓早前出現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群組爆發，大廈內先
後有九名住在不同樓層、不同單
位的居民確診，至今並有兩人因
而去世。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病毒的傳
播途徑可能與單位的廁所渠管有
細微裂痕有關。
環境保護署早前與港大微生物學
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等專家到祿泉樓
進行追蹤氣體測試，發現部分單位
的廁所渠管有細微裂痕，造成病毒
傳播的風險。
祿泉樓屬於舊式設計，樓齡已有
數十年歷史，何栢良表示，喉管有
細微裂痕或滲漏是預期之內。不
過，他提醒2003年沙士時亦有個
案是經喉管滲漏或氣溶膠等途徑感
染，他認為今次祿泉樓群組亦有樓
上、樓下鄰居一同受感染，認為政
府要小心評估情況會否近似當年的
淘大花園爆發，應及早防範。

旅客困禁區事件 專家倡加強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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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發表題為《抗疫五月
重啟活動》文章，總結香港近期防疫抗疫的

最新情況。她在文中指出，剛剛過去的父親節，是
特區政府接近全面放寬管制食肆社交距離措施後的
首個星期日，「我們樂見市民一家大小、親朋戚友
到酒樓餐廳慶祝，而食肆老闆和員工亦因生意額上
升而感到振奮。……希望食肆多聘用員工，稍後飲
食服務業的失業率可回落到單位數字。」

「三早」控疫見效 續增檢測量
她續說，特區政府「Suppress and Lift」防疫抗
疫策略，已在公共衞生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入
放寬限制的新階段，各類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市
民生活亦大致回復正常。本地個案群組的間歇性
出現，提醒了社區仍有隱形患者，特區政府必須
加強病毒檢測，繼續以「早發現」、「早隔
離」、「早治療」的方法控制疫情。
林鄭月娥特別提到，特區政府根據專家建議，擴

大病毒檢測，以掌握病毒在社區存在的情況。本月
上半月公營部門平均每日進行4,000個檢測，較5
月上升超過六成。「我們的短期目標是把公營部門
的檢測量提高至每日7,000個。」
「隨着稍後推出適用於粵港澳出行的健康碼和與
特定海外國家建立的『旅遊泡泡』 （Travel bub-
ble），市民對病毒檢測的需求會大幅增加，衞生
署正聯絡私營機構的負責人，協助它們提升檢測能
力。」她說。

同時，特區政府將由下周開始，透過香港郵政免
費派送即棄口罩至全港每個住宅地址，每戶一包，
內附十個一次性口罩（見另稿）。
林鄭月娥重申，「張弛有度」不等如鬆懈，在有

效疫苗未出現和廣泛應用前，大家仍須提高警覺，
隨時準備迅速應變。特區政府亦已準備好與病毒打
持久戰，並將貫徹張弛有度的策略，平衡公共衞
生、經濟影響和市民接受程度，「這是知易行難的
事，不是簡單科學計算，而是需要考慮各項因素後
作出果斷決定。」

抗疫措施無考慮政治因素
她強調，特區政府是在考慮各項因素後作制訂防疫

抗疫策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政治考慮不是一個
須評估的因素。」有人聲稱特區政府維持禁止50人以
上群組聚集的決定滲入了「打壓示威」遊行的考慮，
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
林鄭月娥最後指出，經此一「疫」，「市民更應

珍惜得來不易的穩定疫情，讓我們可以重振經濟、
改善就業。」同時，香港也經不起「亂」：暴力破
壞、鼓吹「港獨」、私藏爆炸物品及槍械等活動和
行為，已明顯危害國家安全。
她強調，「中央今次由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立法是要堵塞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漏
洞，讓香港社會早日恢復安寧，國家安全得到更大
的保障，這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也是包括港人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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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周起每戶郵寄10即棄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昨日雖然連續12天沒有新增的新冠本
地確診個案，但輸入個案頻頻，昨日
就有14宗，分別從巴基斯坦、印度、
菲律賓返港後確診，令累計個案增至
1,193宗。眾多輸入個案中，菲律賓是
源頭之一，從6月起共有七名患者為
菲律賓輸入個案，當中一名確診者昨
日離世。鑑於菲律賓駐港總領事拉里
．特哈達（Raly Tejada）早前表示，
未來數星期將有1.2萬名菲傭前往香港
工作，有不少僱主都擔心菲傭來港會
增加感染風險；亦有僱傭中介促請政
府集中隔離，以減低播疫風險。

增14宗輸入個案 菲返港男不治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

14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患者年齡介
乎兩歲至39歲，當中12人在潛伏期
及傳染期內到過巴基斯坦，而另外兩

名患者則分別到過菲律賓和印度。
瑪嘉烈醫院同日公布，再多一名新

冠肺炎患者在公立醫院離世，是本港
六天內第三宗死亡個案，累計死亡病
例增至七宗。男死者55歲，上月底於
菲律賓因中風入住當地醫院，至本周
二（23日）在菲律賓由醫療專機緊急
運送抵港，隨即入住瑪嘉烈醫院，及
後確診患上新冠肺炎，情況之後轉
差，出現敗血病，治療期間病情更持
續惡化，最終延至昨日凌晨1時30離
世。
由6月1日至昨日，香港共有七名

確診患者曾到菲律賓，其中五人為外
傭。菲律賓駐港總領事拉里．特哈達
預計，未來數星期將有逾12,600名菲
傭來港工作，其中7,907人是新獲聘
人士，抵港後須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和
隔離14天。
得成女傭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

翠蘭則認為，即將抵港的外傭人數
眾多，檢疫安排亦關乎本港公共衞
生，政府有責任提供協助，不應漠
視播疫風險。她批評政府至今尚未
接觸業界，促請政府提供集中隔離
檢疫安排，以減輕僱主負擔及減低
播疫風險。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

超認同政府應統一隔離檢疫，比如設
隔離營或租用酒店。他解釋，新到港
或回流的外傭屬高危組別，又分散在
不同家庭，如未能阻截輸入個案導致
外傭群組爆發，社區爆發風險很大。

新冠檢測樣本逾30萬
另外，政府表示，要有效控制疫

情，病毒檢測不可或缺，自推出加強
化驗室監察計劃以來，至今共檢測逾
30萬個樣本。近日，衞生署更把監察
計劃進一步擴至巴士司機。

防疫路雖漫長，幸港疫情漸趨平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撰文總結這一段

時間以來的抗疫工作。她表示，特區政

府的防疫抗疫策略已在公共衞生風險可

控的前提下進入放寬限制的新階段，各類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市民生活亦大致回復正

常。她強調，經此一「疫」，市民更應該珍惜，聚焦重振經濟、改善就業。中央由國

家層面訂立港區國安法，是要讓香港社會早日恢復安寧，國家安全得到更大的保障，

「這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也是包括港人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義

務。」

■林鄭月娥強調，經此一「疫」，市民更應該珍惜，聚焦重振經濟、改善就業。圖為銅鑼灣街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首：經此一疫 更應惜港
囑市民聚焦重振經濟 指國安立法讓社會早日恢復安寧

■澳門預
料三地健
康碼 7 月
或有好消
息。圖為
澳門健康
碼。
資料圖片

▲ 11名內地旅客由迪拜抵
港後因沒有登機證被迫滯留
機場禁區5天。 資料圖片

◀除一名滯留者已飛返迪
拜外，其餘10人被送往
檢疫中心隔離14天。

▶每戶可
收到一包共十個一
次性的成人口罩。

■香港郵政會由下星期二開始陸續向全
港住宅地址派送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