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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蛇直擊

為直擊私營安老院舍的抗疫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
嘗試主動致電院舍應徵雜工、清潔工或助理員等職

位。雖然記者無相關經驗，但打了幾通電話後，一間位於
筲箕灣的院舍簡單查問記者幾句後，即着記者翌日見工。
記者翌日中午到達該間只有約50張床位的小型院舍。見

工時，負責人也顯得十分謹慎，着記者進入院舍後站在玄
關位面試，以減少接觸。負責人用數分鐘簡單介紹院舍環
境及記者負責的工作後，再問記者有否感到身體不適及短
時間內曾否外遊，便着記者回家等消息。
翌日，記者接獲該院舍來電，指港島東區另一間院舍更

缺人，將記者轉介至東區該間院舍，翌日再到該院舍見
工。記者翻查社署網頁資料，該私營院舍約有110張床
位，有參加社署的改善買位計劃。記者翌日依時抵達該院
舍，一名主管向記者簡單介紹院舍內的環境後，便即場以
兼職方式聘用記者，並指由於廚房最缺人，安排記者首月
最少一半時間到廚房當「幫工」，其餘時間則主要負責清
潔工作。

「隱患」對策全無 求快默認hea做
記者完全意料不到這麼「輕易」便成功應徵，且全程完

全毋須提供任何健康證明。該名主管更向記者說：「院舍
的工作相對簡單，且人手緊張程度絕對沒有因疫情緣故而
減少。」他更向記者表示，可於翌日即時試工，並吩咐記
者每日上下班時只需以院舍內的體溫槍量度體溫並記錄於
員工更表上即可。
該崗位的工作時間為朝七晚七，其間包兩餐膳食。記者

翌日準時抵達，並以院舍提供的密碼成功進入院舍後，便
自行量度體溫及簽到，隨即被安排到廚房進行洗碗工作。

記者留意到，院舍內的衞生情況尚可接受，惟洗衣雜物房
內有點凌亂；院友用餐後的碗碟也乾淨，僅部分碗碟黏有
糊仔等食物殘渣。
記者用心洗碗，過不久卻被一名廚房員工嫌慢手腳，並

認為「求其洗」也能接受，他說：「洗咁耐？好快就要準
備早餐了！」可見院舍人手不足，院方降低衞生要求。完
成洗碗工作後，記者就被安排擔任切菜工作，但因不熟
手，後來被安排由其他人接手，改為擔任清潔工作。

狹窄環境工作 與院友離太近
當日餘下的工作，記者全程在院舍的床位內抹窗、抹枱

及清潔走廊間的牆身與扶手等，全程與院友有極近距離接
觸，而且院內環境狹窄，房間的隔板也不完全遮隔，記者
內心懊惱說：「萬一我是隱形患者，這些院友恐無一倖免
地中招。」

新冠肺炎再次在香港大規模爆發，昨日再多28人確

診，其中16宗屬本地感染。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爆未

停，昨日再多3名職員確診，該群組累積37人感染，近

八成院友染疫。安老院舍一旦出現集體感染，隨時一發不

可收拾，早在院舍未「失守」前，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應徵港島東區一間院舍的雜工，直擊院舍防

疫的三大漏洞，包括院內環境狹窄，房間的隔板也不完全遮隔，一旦環境存病毒恐造成「火燒連環

船」殃及其他房間的長者；清潔工作不夠嚴謹。但最大的防疫漏洞，是院舍的員工猶如「走馬燈」，

人手流轉快，像記者這類「炒散」的新人，入職時毋須出示健康證明或做病毒檢測，只需在上班時

自行量度並記錄體溫即可，倘新員工是隱形患者，或令院友員工「一鑊熟」。

被鋪幾天一換 已非業內最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位於慈雲山
的港泰護老中心群組昨日新增3宗確診個
案，三人均是員工，在檢疫中心測試呈陽
性反應後送院，包括一名70歲男子，其
餘兩名患者分別是51歲及69歲的女子。
該護老中心共有37名院友入住及聘用18
名職員，至今已累積29名院友和7名職
員染疫，即院友和員工感染率分別為
78%及39%，且該群組早前有多名患者
去過慈雲山中心及街市，恐引發更大感
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表示，
港泰護老中心傳出疫情後，政府已立即
停止全港院舍接受探訪，並擬於下周安排
全港安老院舍的職員接受病毒檢測，呼籲
院舍職員如有不適應立即求醫。
陳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對

現階段本港疫情深感擔憂，認為短期內
出現一定數量的本地個案，和涉及不同
群組，相信是與市民的社交活動變得頻
繁有關。
她指出，政府會針對3個群組進行檢

測，包括餐飲從業員、的士司機及老人
院舍員工，而當務之急是對老人院舍的
員工進行病毒檢測，「因為若在老人院
舍爆發（疫症），情況相當不理想。」
陳肇始強調，港泰護老中心傳出疫情

後，政府已立即停止全港院舍接受探
訪，並擬於下周安排全港安老院舍的職
員接受病毒檢測，同時呼籲院舍職員如
有不適應立即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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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港泰護老中心群組
個案 確診者 症狀

7月7日
1298 85歲女（院友） 發燒及嘔吐

7月8日
1302 79歲男（院友） 發燒
1307 67歲女（院友） 發燒
1310 53歲男（員工） 無病徵
1311 48歲女（員工） 無病徵
1312 55歲女（員工） 喉嚨痛
1316 79歲男（院友） 發燒、咳嗽
1321 57歲女（員工） 發燒、咳嗽
1323 70歲男（院友） 發燒

7月9日
1334 77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35 74歲女（院友） 無病徵
1336 75歲女（院友） 無病徵
1337 71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38 74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39 91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0 73歲女（院友） 無病徵
1341 95歲女（院友） 無病徵
1342 91歲女（院友） 無病徵
1343 70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4 71歲男（院友） 發燒
1345 79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6 83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7 83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8 87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49 68歲男（院友） 發燒
1350 90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51 68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52 61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53 70歲男（院友） 無病徵
1354 84歲男（院友） 發燒、咳嗽
1355 67歲女（院友） 發燒、咳嗽
1360 62歲男（院友） 發燒、咳嗽

7月10日
1395 86歲男（院友） 咳嗽
1404 18歲男 咳嗽及喉嚨痛

（個案1352院友兒子）

7月11日
1407 51歲女（員工） 喉嚨痛
1408 69歲女（員工） 喉嚨痛、咳嗽、發燒
1410 70歲男（員工） 無病徵

累計29名院友感染（佔全院院友78%)
累計8名員工及其家屬感染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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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的三大防疫漏洞與人手不足不無關係，以記者放蛇的該間院舍為例，
院內表面上的衞生環境尚可，但與長者交談間得悉，平日只每隔數天才有工人到
床位內進行清潔及換被鋪的工作。
不過，記者在工作期間聽到其他職員交談時表示，社署巡查次數頗密，碰巧記

者工作當天也遇到衞生署職員到訪講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最新發展，及院舍須
注意的事項。
總括而言，該家參加了社署的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服務質素有一定保
證，惟或許因為業界人手過於缺乏，以致替工或新應徵者輕易便能入內工作而不
需任何健康證明，而他們與院舍內的長者有極近距離的接觸；加上進入院舍時量
度體溫一環僅靠員工自律，一旦員工帶有新型冠狀病毒，院舍內的長者與職員隨
時「一鑊熟」。一些規模更小、質素更參差的院舍，病毒爆發危機就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三波新冠病
毒來勢洶洶，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
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
示，本港專家近期調整確診患者的用藥方
向，已停用副作用較多的利巴韋林，而用蛋
白酶抑制劑加干擾素治療患者。

許樹昌接受無綫新聞訪問指出，本港疫情
初期主要以「雞尾酒療法」，即混合利巴韋
林、干擾素及蛋白酶抑制劑三種抗病毒藥
物，以治療新冠肺炎患者，但專家早前發
現，利巴韋林需要高劑量才能控制病毒，同
時會造成多種副作用。

這些副作用包括會將血球溶解，及病人可
能出現貧血，又有心跳減慢等問題，且孕婦
亦不可使用，以免影響嬰兒，故過去兩個月
決定改變藥物組合。
經調整的治療方案，也是用蛋白酶抑制劑

加干擾素，棄用利巴韋林，而這個配搭對患

者仍然有效。

現時藥組腎衰竭者不宜
不過，對新一波疫情下爆發安老院群組，
許樹昌表示，現時採用的藥組合，或會令小
部分長者出現腹瀉等副作用，另外腎衰竭患
者亦不能使用。
至於以康復者血清抗體治療病情嚴重確診

者，許樹昌則表示成效有限，直言本港捐贈

血清人數不多，抗體亦有時限。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則表示，

香港之前試用的新藥瑞德西韋，初步對中度
病情患者效果良好，復原的中位數約11日，
或可改善死亡率，惟美國衞生部幾近買斷未
來三個月生產的瑞德西韋。藥廠本港代表對
無綫表示，仍跟香港衞生署商討註冊問題，
而許樹昌認為最快也要三個月後才可在港使
用。

調整新冠用藥 減治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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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雜物房內有點凌亂洗衣雜物房內有點凌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院舍的環境狹窄院舍的環境狹窄，，部分房間的隔板不完全遮蓋部分房間的隔板不完全遮蓋，，容易使病毒四周遊走容易使病毒四周遊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院友指有院友指
每隔數天才每隔數天才
有工人到床有工人到床
位內進行清位內進行清
潔 及 換 被潔 及 換 被
鋪鋪。。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港泰護老中港泰護老中
心累計心累計 2929 名名
院友感染與累院友感染與累
計計88名員工及名員工及
其家屬感染其家屬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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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肇 始 指
出，政府會針
對3個群組進
行檢測，包括
餐飲從業員、
的士司機及老
人院舍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