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理事王喬峰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表示，目前公立醫院大部分非緊急服務已

暫停，減少不必要入院病人數量，讓醫院騰出床位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或急症病人，並增開部分病房作篩查病房，為新入
院病人進行病毒檢測，他形容目前的床位供應尚算充裕，但
醫護人手尤其是內科及急症科醫生確實「掹掹緊」，以致亞
博館社區醫療設施要由其他科系的醫生負責。

食老本難捱 盼放下偏見
對於內地專家來港支援，他相信內地醫療專家的經驗確實
能為本港在疫情防控和醫療體系上給予正面協助，填補不成
熟的政策漏洞外，亦能讓本港「走少啲冤枉路」。
他又建議，政府應適當提高支援隊相關資料的透明度如專
業資格，亦可效仿外地醫療專家的做法，以「有限註冊」形
式向支援隊提供認可資格，並在本港相關醫護人員及團隊監
測下工作，給予市民信心。
對於外界指內地支援人員沒有香港法例規定的執業牌照等
資格時，醫學會前會長何仲平表示私家醫生有時會聘請未經
註冊的助護在診所工作，同樣道理，內地團隊有相關經驗，
加上他們規模龐大，只要派一名香港註冊檢測師加入團隊，
由內地人員以輔助形式參與，即使他們沒有執照也沒有抵觸
法例，「在重要關頭只要合情合理已足夠。」
他又指出，現在香港的醫療資源正在「食老本」，但捱不
了多久，且目前醫管局主要以調派不同部門的醫護人員抗
疫，但並非長遠對策，呼籲市民先放下偏見，最重要是盡快
減緩疫情，並逐步重啟經濟活動。

有豐富經驗 獻策建方艙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亦說，不是所有檢測步驟都要由
有牌照的專業人士負責，只要團隊有部分人持牌檢查所有檢
測報告及監督檢測過程即可，如果將來需要內地醫護人員來
港提供前線支援，則需在本港醫務委員會申請臨時執業牌
照。
他續說，目前支援隊並非在前線協助，而是於短時間內建
立完善設備醫院及運作，以至疫情得以受控，「他們具豐富
經驗，將可為本港建立方艙醫院提供大量有用的建議和有效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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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擬推出全民檢測計劃，估計能揪出社

區內1,500名隱性患者，屆時為收治他們，公立

醫院勢將再受壓力。面對醫療資源及人手緊張問

題，本港多名醫學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均認為，內地支援隊富有抗疫經驗，能於短時間

內設立方艙醫院、加強香港檢測能力，部分人只

要申請「有限註冊」，或者派一名香港持牌人員

加入團隊，都能做到「合情合理合法」，不抵觸

香港法例之餘，又能有助香港有效防疫及紓緩醫

療體系負擔。

支援隊經驗豐 助防疫又守法
醫界：正面協助港醫療體系堵漏 可「走少啲冤枉路」

內地上半年輸港防疫物資逾3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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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國
家商務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內地向香港出
口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體溫計、檢測試
劑和護目鏡等六大類防疫物資共計4.7億美元
（約合港幣36.4億元），按年增長1.3倍。商務
部並將密切留意市場供求變化，根據香港實際
需要，保證輸港物資供應穩定，以實際行動加
強對香港特區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支
持。
商務部外貿司相關負責人介紹，自新冠肺炎疫

情發生以來，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對港農副產品和
防疫物資供應工作，採取系列措施確保輸港物資
供應。在農副產品供應特別是活豬供應方面，內
地有關部門和地方及時進行供求對接，了解香港

市場需求，努力穩定防疫期間香港市場供應。同
時，深化部門橫向協作，密切與地方和企業縱向
聯動，為供港企業提供貿易便利。目前，香港市
場約85%的活畜、90%的蔬菜和60%的水產品由
內地供應。
在防疫物資供應方面，今年上半年，內地向香

港出口口罩等六大類防疫物資共計4.7億美元。其
中，防護服、呼吸機和檢測試劑對港出口同比分
別增長3倍、2倍和37倍。除六大類防疫物資外，
內地對香港出口醫藥產品總值18億美元，增長
14%。
這位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商務部將密切跟蹤

市場供需變化，根據香港實際需要，保證輸港物
資供應，以實際行動加強對香港特區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

深海關保證供港食品通關「零延時」
另據新華社報道，為保障香港市民「菜籃
子」「果籃子」安全穩定供應，深圳海關第一
時間設立供港物資業務保障服務小組，一方面
指導轄區企業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指
導企業通過選購優良品種，保障果蔬來源穩
定、質量可靠。
同時，深圳海關還開設鮮活農產品出口快速通

道，保證轄區多家供港食品企業通關「零延時」
「零滯留」。該關還與產地海關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關係，全國10多個省市自治區超6萬畝種植基
地出產的蔬菜都可以在深圳安全快速通關。

據了解，除了蔬菜和水果，深圳海關還要保障
肉、蛋、奶等供港食品的質量安全和供應穩定。
每天從深圳口岸輸港的蔬菜、水果、牛奶、蛋、
飲料等食品佔到香港市場的80%以上。
針對鮮蛋等鮮活易腐商品保質期短的特點，深

圳海關推動企業用好「提前申報」「預約驗放」
便利措施，加強對涉及皮蛋、鹹蛋安全的蘇丹
紅、三聚氰胺、氯黴素、重金屬等項目的重點監
測，指導轄區蛋製品企業完善自檢自控體系，梳
理鮮蛋生產在養殖用料、用藥方面的工序，嚴把
出口食品質量安全關。
深圳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深圳海關轄區

已累計驗放供港食品超37萬噸，貨值超45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20%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中華
總商會昨日發表聲明，對特區政府推動
全民自願性新冠病毒檢測服務，以及中
央政府提供支援，表示歡迎與支持，相
信有關措施有助強化疫情防控工作，而
中央的支持可大大提升本港檢測能力，
紓緩醫療系統壓力，保障市民生命健康

和安全。
全國政協常委、中總會長蔡冠深指出，

本港疫情嚴峻，特區政府擴大免費社區檢
測，有助加快尋找隱形傳播鏈，堵塞致病
源頭，而國家給予全力支持，讓本港能在
短時間內推動大規模疫情防控安排，充分
體現對廣大香港市民的關心和照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特區政
府為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早前再勒令12
類處所停業，導致大部分從業員被迫放無
薪假，工聯會轄下的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
員總會理事長陳旭華指出，行內失業率高
達九成，不少行家只靠積蓄過活，又指美
容按摩界的津貼審核速度緩慢，有自僱人
士則未能成功申請津貼。
陳旭華指出，推拿業約有5萬至8萬從

業員，第三波疫情爆發下被勒令停業，

「停業7日又7日，共4個禮拜」，但仍
要支付租金，不少店舖因而結業，又表示
有三成行家反映將捱不過10月，五成行
家則稱捱不到過年，行內失業率達九成。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促特區政

府協助受影響的從業員，如推出「防
疫抗疫基金3.0」，並建議向沒有強積
金和相關證明的從業員發放失業現金
津貼，每人每月最高9,000元，為期 6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出現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而
暫停營業大清洗的紅磡街市及土瓜灣街市，停擺三天後昨日重
開，但人流稀疏，不少市民購買餸菜後均急急腳離開，有檔主
表示重開首天市民仍未恢復信心，生意額大跌近半。

檔主嘆生意跌逾五成
早前有多名海鮮檔員工確診的紅磡街巿，已設立體溫檢測

器，並在入口提供酒精搓手液，街巿內的海鮮檔老闆何先生表
示，昨日人流較大清洗前大跌近七成，生意亦下挫逾五成，估
計市民未恢復信心，加上禁晚市令食肆入貨量降低，影響生意
額。
他續說，現時來貨價較貴，但街市主要做街坊生意，故不敢
加價，只好把人手由三人縮減至兩人，而為確保顧客安心選
購，開檔及收檔前都會做好消毒及清洗工作。
另一海鮮檔老闆林先生亦指出現確診個案後生意跌五至六

成，現正值休漁期，來貨價較高但也無法減價留客，部分檔口
昨仍未有營業，估計是擔心疫情；海鮮檔東主黎小姐則指人流
也減少一大半。
蔬菜檔老闆王太得知街市有確診個案即已暫停營業10天，因
擔心染疫傳給家人，恢復營業後生意跌四成，只好將部分貨品
減價一成「益街坊」；另一蔬菜檔老闆陳先生則指幸好政府實
施一年免半租，故仍能支撐。
另外，沙田街市因有確診個案，昨提早於晚上7時關閉進行

深層清潔消毒；食環署則表示今日起一連三天再安排12個公眾
街市晚上7時消毒清潔，今日提早關閉的包括上環、駱克道、
渣華道和榮芳街街市；周一則有銅鑼灣、漁光道、電氣道和仁
愛街巿；周二則清潔消毒田灣、長洲、官涌及深井臨時街市。

紅磡及土瓜灣街市重開

美容推拿業「吊命」冀加快津貼審批

■經深度清洗的紅磡街巿和土瓜灣街巿，昨天重開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再有物資運到中山公園體育館外，堆得比水馬圍欄還要
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支援先遣隊再訪華大
「火眼」物資陸續抵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內地
核酸檢測支援隊繼續為本港加強社區檢
測作積極準備，支援隊隊長余德文與先
遣隊成員昨早再到訪華大基因和其檢測
中心，而華大基因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
館搭建的火眼實驗室，昨陸續有大量物
資運到。
余德文和先遣隊成員昨早先到大埔

工業邨的華大基因，華大基因在港設
立的華昇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其
後隨同余德文等到汀角路太平工業園
的檢測中心，逗留約10分鐘後離開。
至於設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火眼
實驗室，則以水馬和金屬閘圍封，物
資陸續送抵，附近有警車戒備及有警
員巡邏。
另一負責檢測的凱普集團旗下香港

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其主任黃利寶接
受電台訪問時強調，本港法例對檢測
機構的持牌醫務化驗師有規管，化驗
師負責管理實驗室和檢驗人員，倘在
實驗室工作的內地人員出錯，責任由

機構及持牌化驗師負責，這屬合理安
排。 他又反駁巿民資料會外漏說
法，強調實驗室只獲英文及數字組成
的條碼，英文代表哪間化驗公司負
責，象徵市民身份的數字則是隨機分
配，實驗室根本不會知悉市民身份。

檢測認證局：實驗室無播毒風險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主席、香港生物

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在電台節目亦說，
反對聲音指實驗室所在地或出現病毒散
播，他則指政府有嚴格法規規定操作流
程，檢測時病毒早已活滅，不會有散播
風險。
他並倡議以混合樣本方式節省檢測成

本和時間，若大規模採用混合樣本方
法，相信全民檢測定會成功。他解釋，
混合樣本是將被檢驗者分成多個小組，
小組樣本混合一次過測試，發現有陽性
個案才從該小組抽出逐一覆檢，如將10
人組成1個樣本檢測，就可將全港800
萬人次降至約80萬次檢測。

中總歡迎全民檢測 利堵塞病源

■物資陸續送抵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火眼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