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擴大至小巴司機、街
市租戶和特殊學校宿
舍員工，預計涵蓋超
過50萬人

◆美食廣場須關閉飲
食處所提供的座位

◆食肆、咖啡店等只能
提供外賣

◆酒吧需要關閉

◆量度體溫、提供酒
精搓手液等措施繼
續維持

◆豁免情況：

未滿兩歲人士、有合理
辯解人士例如飲食、食
藥、精神病患者除外

「「加辣加辣」」五措施五措施

◆體育處所和游泳池納入
「表列」處所範圍
內，跟遊戲機中心等
處所一齊關閉

◆公眾地方不得多於兩
人聚集

◆豁免情況：

同住家人、在私家車
內、在交通工具上除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2020年年77月月282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

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爆不停，病

毒已經滲入各行各業和社區。為防止確

診個案以幾何級數上升，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日宣布，推出「更辣版」的一連

串防疫措施，包括全港食肆全日禁止堂

食，只能外賣；戶外「限聚令」由現時

最多四人收緊至兩人；所有室內和室外

的公眾地方必須佩戴口罩等，戶外吸

煙、做運動也不獲豁免，必須佩戴口

罩，新措施明天（29日）零時零分起生

效，暫時為期七天，至下周二（8月4

日)。

全日禁堂食 戶外限聚兩人
防疫再加辣 明起生效至下周二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成祖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明天起
全港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業界早已有措施
「加辣」的心理準備，他形容新措施將
進一步打擊業界生意，超過5,000間食
肆受影響，使本月餐飲業損失超過40
億元生意，相信有1,000間食肆索性暫
停營業，以減省燈油火蠟的開支，但仍
幫補不到多少，預料飲食業的「倒閉
潮」勢必一觸即發。

逾千店停業 四千店早收
黃家和表示，業界上周已預料到

「堂食禁令」會加辣，因此對政府昨日
的決定不感意外。
他表示，食肆日間堂食生意平均佔

總營業額近四成，新禁令將進一步打擊
餐飲業損失七八成生意，單計7月份全
行損失就逾40億元生意。他解釋：
「市民早已習慣自己煮，上班族則自備
飯盒，就算食肆轉型做外賣，都無乜
客。而且，根據晚市禁堂食的經驗，不
是所有食肆都能轉型提供外賣服務，相
信新措施實施後，有近4,000間食肆提
早收檔，亦有逾千間食肆暫停營業。」

憂一兩周後「難再捱落去」
他表示，雖然餐飲業早前獲得防疫

抗疫基金及保就業計劃的補助，業界尚
有僅餘資金可以支撐營運，但相信一兩
周後「好難再捱落去」，希望政府能夠
向業界提供現金補助。
有茶餐廳老闆表示，店內人手有

限，未必能夠應付大量外賣送餐，將流
失部分生意，導致未能維持成本，只能
依靠手上僅餘的資金維持經營和支付工
資，預料未來有機會要求員工輪流放無
薪假節流。有西餐廳經理表示，由於西
餐較少客人買外賣，因此餐廳沒有提供
外賣服務，「其實自從晚市禁堂食後，
生意已經大跌六七成，如果午市都禁堂
食，我們唯有休業一段日子。」
有從事電梯維修工作的打工仔表

示，堂食是希望能夠在空調環境用膳，
在「堂食禁令」實行後只好「見步行
步」，可能考慮買外賣到維修的大廈吃
飯。也有從事資訊科技的員工表示，有
時因為工作沉悶而想外出用膳，雖然新
措施令他的選擇減少，但他認為在疫情
嚴峻情況下收緊食肆規例是無可厚非。

張建宗昨日聯同多名政策局局長舉行記者
會，公布再次收緊多項的防疫措施，包括

市民在所有室內和室外的公眾地方必須佩戴口
罩。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表示，條例
只會向未滿兩歲，或有合理辯解情況提供豁免，
例如飲食、服藥、精神病患等。

煙民無豁免 可考慮戒煙
他強調，戴口罩是保護他人及個人的措施，並
指吸煙不會獲得豁免，建議吸煙者藉此機會考慮
戒煙，而罰則維持是定額罰款2,000元，最高罰
款5,000元。
除特定處所外，食肆在任何時間須停止提供堂
食，食肆可以外賣和外送方式售賣或供應食物或
飲品，美食廣場內提供的座位也須關閉，而酒吧
需要繼續暫時關閉，其他規定例如為進入處所的
人士量度體溫，以及提供酒精搓手液等要求仍需
維持。

同居同車豁免 籲准在家工作
為保持社交距離，戶外「限聚令」由現時四人

收緊至兩人。張建宗強調，同住人士、在同一交
通工具上等是受豁免的群組聚集，即使多於兩人
聚集，都獲豁免。
張建宗藉此強烈呼籲，全港僱主盡量容許僱員
在家工作，從而減低早餐、午餐時大量僱員因要
外出買飯盒或排隊而引致聚集，僱員可買外賣回
辦公室進食，而在公園進食雖然無限制，但需注
意衞生，也不能違反最多兩人的限聚令，他呼籲
市民說：「大家暫停非必要聚會，以及減少到街
市。」
他續指，考慮到有處所的活動一般在不佩戴口

罩的情況下進行，會帶來較高感染風險，故決定
將體育處所和游泳池納入為「表列處所」，並要
求有關處所與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等暫時停止
營業。

「禁足」如宵禁 推行要謹慎
被問及為何不推行「禁足令」或「居家令」，

張建宗解釋，「禁足令」或「居家令」是相當嚴
厲的措施，等同於宵禁，「啲人唔可以出街，若
以香港實際環境而言，推行該措施一定要很小
心、很謹慎，不能貿然提出。」他形容，「禁足
令」是茲事體大、影響深遠，能否落實的難度高
也是問題之一。
他續指，香港很多市民因不同理由而不會自行

下廚，有些人住的地方也根本不適宜煮飯或其生
活不方便煮飯，「香港食肆林立，有1.6萬間食
肆是香港文化，若然停工，連外賣服務也沒有，
很多人生活會有困難，也帶來非常不便。」他認
為，即將推行的措施正反映政府「張弛有度」的
方針，一方面禁止堂食，另一方面餐廳也能繼續
提供外賣服務，在防疫、經濟和市民承受力三方
面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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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群組擴檢測 料惠逾50萬人

餐飲業：本月損失逾4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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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就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
建議政府可仿效英、美等地，短期內
把大學的實驗室改為篩檢中心，以提
升本地檢測樣本的能力。有大學校長
認為，有關建議未必一時三刻可以做
到，相比之下引進相關內地機構和專
業人員協助，將是更及時實際的解決
辦法，支持政府果斷行事。
梁子超昨日認為，政府需加快病毒

檢測速度，將檢測時間壓縮至一日完
成，讓市民遞交深喉唾液樣本後，於
一天內就有結果，盡快識別確診人
士。他並建議改裝大學實驗室做檢測
中心，加大檢測承載力，「很多大學
的實驗室也是做分子方面研究，現時
新冠肺炎測試是相當標準化的，當中
大部分（大學）實驗室的科研工作人
員，一直有做這些（化驗）工作，對
他們是沒有困難的。」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本身是

環境生物科技的專家，曾任職城大及
科大副校長，對本港科研界有很深的
了解。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現時的病毒核酸檢測多透過專門儀器
自動化完成，「因此需要有足夠儀
器、試劑和技術人員，相比之下實驗
室和地方的需求比較次要。」
他指，大學眾多種類的實驗室當

中，生物實驗室也許相對合適暫時
改作篩檢中心，但不少實驗室都已
有既定研究用途，「很多時不是隨
便可以騰出空間」；至於教學實驗
室亦必須經過一番重新改裝，以及
安裝相關儀器，未必一時三刻可以
「變身」。

黃玉山：尋求內地協助更及時
整體而言，改裝大學實驗室未必不可行，但

黃玉山強調能否提高檢測數量的關鍵始終在於
儀器、試劑供應、檢測人員，「對外尋求協
助，包括內地相關機構及人員的協助，也許會
是更及時和實際的辦法。」
他提到，內地具備足夠資源支援本港檢測需

要，「專家可帶同設備來港（檢測），亦可考
慮將樣本送到內地測試，當然會有細節尚待釐
清，但在救急扶危的大前提下，相信並無不
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確診個
案遍布全港及各行各業，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昨日認為，要切斷隱形傳播鏈，
病毒檢測是非常重要，特區政府決定加強
對社區內的高風險群組進行自願新冠病毒
檢測，未來一周會陸續將檢測計劃擴展至
小巴司機、街市租戶和特殊學校宿舍員
工，初步估計涉及超過50萬人。另外，民
政總署與東華三院合作，今日起為疫情重
災區的慈雲山，全邨居民進行免費病毒檢
測。
陳肇始表示，香港於短時間內出現多宗

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政府已動用防疫抗
疫基金進行對特定群組的大規模病毒檢
測，未來一周會擴展至約1.4萬名小巴司
機、約300間街市商販、約900名特殊學
校宿舍人員等，料超過50萬人。

民政署東院為慈雲山居民驗疫
同時，民政總署與東華三院合作於今日

起推行「慈雲山檢測計劃」，而檢測工作
則由中龍檢驗認證（香港）有限公司提
供，涉及的屋邨包括慈正邨、慈樂邨、慈
民邨、慈康邨及彩輝邨的居民，今日將率

先到慈正邨兩座樓宇派發檢測樣本瓶，居
民明日（29日）可交回樣本測試。政府估
計該檢測計劃涉約四萬名居民，對人手、
檢測和相關後勤工作的壓力不輕，須有序
地進行，希望居民諒解，並承諾會致力盡
快進行。
特區政府早前委託「華昇」、「中

檢」、「Prenetics」，為早前四類高風險
群組作免費檢測，過程普遍順利，截至本
月25日，已收集超過37,800個樣本，進行
了超過34,000次檢測，當中有八個樣本呈
初步陽性，已送交衞生署確認和跟進。

陳肇始指，公營檢測由衞生署和醫管局
負責，過去一星期日均檢驗一萬或以上個
樣本，最高峰時更錄得單日檢測1.3萬個
樣本。衞生署上周二已與多間本地私人化
驗所直接採購檢測服務，加強檢測能力，
料短期內每天可處理額外6,000個樣本。
預計本月底至下月初可再增加2,400個檢
測量。
為及早識別確診者，衞生署化驗中心昨

日已擴大檢測範圍，自覺較高風險或輕微
不適的市民，可在22個指定診所免費領取
和提交樣本瓶。

生效時間：本周三（29
日）午夜零時起，為期7
天至下周二（8月4日）

「限聚」兩人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交通工具豁免 全日禁堂食

除口罩吸煙

1
食肆全日
停止提供堂食

進一步關閉
高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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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緊限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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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自願檢測
新冠病毒

所有室內和室外的
公眾地方強制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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