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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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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樓面

4720 前日初步確診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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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將於9月1日展開。多個團體發
聲支持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呼籲
香港廣大市民及鄉親積極參與計劃，相信
該計劃有利於香港疫情控制，並為恢復經
濟社會正常運轉提供強大支持。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發出聲

明，指疫情已對本地經濟構成嚴重打擊，
各行各業急切期盼防疫措施能早日鬆綁，
但若不進行社區普檢，找出隱性感染者並
進行治療，貿然鬆綁便會有疫情再爆發風
險。因此，普及檢測對於重啟經濟活動十
分必要，也是對廣大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負責。聲明批評，有個別反對派分子藉機
抹黑，企圖阻礙抗疫，顯然與全港市民的
利益與福祉背道而行。
香港客屬總會昨日亦發公開信，指普檢是

為了盡快找出隱性感染者，及早為受感染人
士提供治療，阻止疫症蔓延，杜絕新冠肺炎
傳播，因此呼籲在港的200餘萬客家鄉親及
全港市民積極參與全民檢測，齊心抗疫。

新社聯促完善普檢規劃
另外，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副理事
長兼總幹事李世榮、總監兼葵青區議員梁嘉
銘、總監兼西貢區社區主任溫啟明前日舉行
網絡請願，促請政府完善推行「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的工作規劃，建議包括：加強檢測
站的安全管理，流程要流暢迅速；安排更多
人力，特別是公務員隊伍的協助；加強中央
支援醫療隊與本地機構的合作和溝通，以發
揮支援隊最佳的工作功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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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即將放寬防疫規定，包括延長食肆

晚市堂食安排之際，昨日再有一名食肆樓面

員工確診，有關食肆已暫停營業至下月 8

日。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

為，食肆逐步放寬防疫規定的同時，亦應加

強防感染措施，建議食肆將傳菜及收拾桌面

工序分開由不同員工負責。她並透露，政府

早前委託港大研究第三波疫情，顯示大量隱

性患者分散在社區，呼籲市民要繼續遵守

「限聚令」，保持社交距離。

晚市恢復在即 酒樓員工確診
昨增24宗本地感染連續兩日回升 張竹君：隱性患者散布社區

新增確診個案
◆確診：

◆◆輸入個案輸入個案

◆不明源頭個案

◆◆有關聯個案有關聯個案

◆初步確診

24宗

0宗

10宗
14宗

逾10宗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2988：81歲男病人，有長期
病患，上月30日發燒及咳嗽入住
屯門醫院，昨晚6時06分離世

* 註：累計有78名確診者在公立醫
院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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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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促請政府完善全民核酸檢測規劃。

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截至昨日凌晨香港
新增24宗確診個案，個案數字已連續兩日回升，且

昨日新增個案全屬本地感染，其中10宗感染源頭不明，
餘下14宗與之前的確診個案有關連，另有10多宗初步確
診個案。她指出，整體疫情有向下趨勢，但確診個案數字
過去數星期一直「上上落落」，現時未達十分低的水平。

涉事酒樓停業至下月8日
不明源頭個案中，包括一名在旺角始創中心海港酒家任
職樓面的50歲女子（個案4730），她在上周五（21日）
發病，後經食物環境衞生署為食肆員工安排的篩查，驗出
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昨日該酒家已暫停營業，門外張
貼通告表示因應疫情影響，會暫停營業至下月8日。
第三波疫情出現多個食肆群組，政府一度全面禁止食肆
堂食，後來才微調政策，只維持晚市堂食禁令，其餘時間
每枱最多可坐兩人。隨疫情近日有所緩和，政府前日宣
布，最快明日起延長提供堂食時間至晚上9時。
食肆恢復晚巿堂食在即，再有食肆員工染疫，張竹君則
表示各行各業現時都有人確診，暫未見個別行業有顯著的
高危因素，但強調食肆逐步放寬規定的同時，亦要顧及傳
播風險，建議將傳菜及收拾桌面工序分開由不同員工負
責，「希望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用過嘅餐具同食物都可能
有客人嘅口水，可能造成隱性傳播。」

多數個案病毒基因相似
早前，政府委託港大研究第三波疫情，顯示可能有很多隱
性患者分散在社區。張竹君透露：「發現大部分（個案）都
是差不多基因，與彬記、黃大仙不是有很大分別，究竟首個
（群組）在哪位人士身上找回來，就不是很直接找到，可能
是無病徵的人傳了數代。」她重申，目前疫情反覆，呼籲市
民繼續遵守「限聚令」，保持社交距離。
身兼政府專家顧問的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昨早在電台節目上亦表示，食肆應分開員工執枱及上
菜，認為有關建議應該不是太複雜。至於有建議通風方面
應做到每小時換氣六次，他則認為難以做到，指六次換氣
屬醫院規格，但希望食肆可以加裝小型抽氣扇或高效能的
空氣過濾機等，以保持空氣流通。

許樹昌：普檢可尋隱形傳播鏈
他形容本港疫情仍處於「拉鋸戰」，相信要一段時間才
可回落至單位數或零確診，認為政府放寬食肆堂食相關措
施，乃平衡防疫、業界要求及市民生活等因素，屬折衷方
案，「如果真係要到零或者單位數（確診個案），可能都
要等一段時間，因為今次病毒滲入社區好多層面，家容
許酒樓（堂食）營業至晚上9時，並限制兩人一枱，相信風
險已去到最低，通常大型宴會長時間一邊聊天一邊進食，
風險最高，家限每枱兩位，相信都係折衷嘅方法。」
另外，許樹昌又透露曾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商討復課，
相信學生9月1日無法正常返學，之後分階段復課時亦可
能只上課半天。他又提及下月1日開展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指出現時社區仍有不明源頭個案，檢測可找出隱形傳
播鏈。

攬炒派抹黑特區政府推出的免費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由數名攬炒
派屯門區議員組成的「屯門社區網
絡」日前推出收費350元的所謂「民

間檢測」，收集市民的深喉唾液樣本作檢測。香港文
匯報記者日前放蛇實測，發現所謂「民間檢測」未有
做足防疫措施，更要共用議辦提供的耳機話筒，恐檢
測變「播疫」，亦對負責化驗所、個人資料問題欠缺
透明度。另外，有醫學界人士指出所謂「民間檢測」
或因部分市民不懂正確吐出深喉唾液而影響準確度，
「假陰性」風險高。

「屯門社區網絡（屯網）」上周三舉行記者會宣布所
謂「民間檢測」，只稱計劃合作夥伴為「Project Home
Kong」，但拒交代化驗所名稱。記者翻查資料，
「Project Home Kong」並無知名度，其facebook專頁

上最早的帖文亦不過幾日前，其網站亦是剛剛建構。
記者報名實測該計劃，在到區議員辦事處領取樣本

瓶時，工作人員都穿着全套防護衣物，但到場的市民
就連最基本的體溫測試都沒有。記者向工作人員查詢
樣本的採集方法，相關工作人員亦只敷衍了事，着記
者看樣本瓶包裝所附須知，以及自行了解衞生署介
紹，態度極不負責，市民能否正確採樣成疑。

由於「屯網」一直拒交代化驗所，記者再次詢問
工作人員後獲展示檢測報告樣本，始得悉化驗所為
「Essence Medical Laboratory」。報告樣本上列明檢
測者的姓名、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料，與「屯網」
早前聲明化驗所不會持有任何個人資料的說法不
符，工作人員即場改口稱，個人資料僅用於發出檢
測報告，若有需要，亦可特別為檢測者安排沒有個
人資料的報告。

單驗唾液精準度難及普檢
記者周日（23日）按時前往指定議辦交回檢測樣本

瓶時，在填妥登記資料後，工作人員突然要求記者戴
上放於桌上的頭戴式耳機連話筒與醫生作視像對話，
以作轉介，共用耳機的做法也恐有「播疫」風險。前
日取得的報告更有錯別字，稱陰性結果「不代表未收
（受）感染」，十分兒戲。

「屯網」聲稱其檢測能取代政府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但「民間檢測」只抽取深喉唾液樣本，而政府
「普及社區檢測」則同時使用兩種採樣方式，每名參
與計劃的市民會被抽取鼻咽及喉嚨拭子樣本。感染及
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
兼用鼻咽及喉嚨拭子樣本，精準度會較單用深喉唾液
為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文森

問診共用耳機「屯網」檢測恐播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向智障人士提供
照顧服務的匡智梨木樹宿舍，再有6名院友和1
名職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令該群組累計有10
人染疫。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表示，匡智群組首名確診者的感染源頭仍然未
明，而現仍有約四成個案未找到感染源頭，社區
可能仍然存在不少隱性患者，呼籲市民繼續遵守
「限聚令」和保持社交距離。
本港新冠病毒疫情雖稍為緩和，但近日仍有

約四成個案屬源頭不明，張竹君表示，昨日再
有7人確診的匡智梨木樹宿舍群組，亦未找到
最初感染源頭。該群組新確診的6名院友（個
案4712至4718）為4男2女，年齡介乎18歲至
77歲不等；至於染疫的女職員（個案4728）則
48歲，本身居於葵涌安蔭邨康蔭樓，她被送到
檢疫中心後確診，該院舍大部分人士均已進行
病毒檢測。
另外，前日初步確診的瑪嘉烈醫院急症室運作

助理，昨日同樣確診（個案4723）。她曾送新
冠確診者到病房，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
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指她與患者接觸時間
短，加上工作期間有穿合適保護裝備，醫院仍在
調查事件及進行接觸追蹤。

男嬰無患者接觸史照中招
另一不明源頭個案亦包括因到兒童醫院準備

做疝氣手術而被發現染疫的歲半男嬰（個案
4720）。何婉霞表示男嬰沒有病徵，亦沒有與
患者有接觸史，醫護人員是因應臨床考慮後決
定加強檢測才找出其染疫。她表示除安老院、
慈雲山、飲食業或的士司機等高危群組人士，
以及入院後味覺、嗅覺有改變或出現肚瀉等病
徵的病人外，若臨床和運作上許可，醫院現時
亦會盡可能多做檢測，而醫管局上周進行的測
試便多達單日4,000個。

匡智群組累計10人染疫

特區政府明日起放寬食肆限制，
堂食可延至晚上9時，稻苗學會主
席徐汶緯對政府放寬措施感到高
興，預料食肆營業額可回復至正常

水平的五成至六成，周末生意亦反應良好。他直
言，雖然仍未能接待家庭或聚會客等大枱生意，但
總勝過「餐廳有座位，食客冇得入」的苦況。
對於專家建議食肆需要將負責執枱及上菜的員工

分開，徐汶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相信餐飲業
的大集團、大餐廳能夠負擔有關人手成本，但坦言
對於那些地方較細、資源較少的小規模餐廳來說，

就難以做到。
至於要求加強食肆通風換氣至每小時六次，徐汶
緯則形容是「天方夜譚」，他解釋業界是根據食物
環境衞生署要求進行鮮風抽氣，過程需要入圖則，
而現時每小時換氣四次，如要增加至六次，就要加
大抽氣和冷氣系統，涉及更改圖則等，有關行政程
序複雜。
徐汶緯並指出，食肆不可以隨便在門口加設抽

氣扇，要證明對食客安全才可以這樣做，故建議
餐廳暫時加裝空氣清新機以過濾病毒，滿足專家
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執枱上菜唔同人 小餐廳難做到

◀ 旺角始創中心的海港酒家目前已暫停營
業。 中通社

▲ 旺角始創中心的海港酒家有一名樓面員工
確診新冠肺炎。 中通社

■匡智群組累計有10人確診。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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