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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內地支援下展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本

月中已經順利結束，協助政府化驗的華大基因在港公

司華昇診斷中心昨日正式撤離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其間拆除設於體育館的臨時氣膜實驗室及將檢

測儀器運走並存倉。華昇董事長胡定旭透露，倘香港出現新一波疫情，氣膜實驗室可以在一星

期內重新設立以展開另一輪大型檢測，並表示正招募大批本地人才以應付日後檢測的需要，在

有需要時亦可與診所和醫院合作進行採樣，在政府推行「健康碼」和「旅遊氣泡」等計劃時提

供檢測服務。

檢測隨時候命 助港推氣泡健康碼
華昇可一周內重設氣膜實驗室 聘本地人才應付日後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持續受控，昨日唯
一一宗確診個案是輸入個案，是相隔11天後香港再次錄得本地「零確
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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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現本地「零確診」是好現象，證明疫情已穩定，但仍要觀望多14
天，其間若無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才有條件將食肆每枱人數上限由現時的四
人放寬至六人，甚至逐步與周邊城市恢復通關。為免功虧一簣，他呼籲市民
在中秋國慶假期期間，參與社交活動時要加倍防疫。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截至昨日零時零分，新增一宗個案，至今本港
個案累計5,060宗（包括一宗疑似個案）。該名48歲男患者是貨機機組人
員，在本月21日發病，本月24日由巴林抵港，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進
行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同機有兩名機組人員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檢
疫。這是繼本月15日後，相隔11日再出現本地「零確診」。
醫院管理局表示，截至昨日上午9時，過去24小時共有12名新冠肺炎確

診者出院，至今共有4,777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院。現時共有149名確
診病人分別於16間公立醫院留醫，其中11人情況危殆，9人情況嚴重，其餘
129人情況穩定。

許樹昌：未確定傳染鏈已斷
許樹昌認為，出現本地「零確診」顯示本地疫情已受控，社區傳播的威脅

緩和，但不能完全確定社區傳播鏈已徹底截斷，所以市民仍要提高警覺，
「現在有更多娛樂場所重開，市民可能會出多咗街，但大家在中秋節假期，
到人多擠迫地方要加倍防疫，否則再爆發個案的風險較高。」
至於限聚令有否放寬空間，許樹昌認為，觀望多14天較「穩陣」，如果

持續兩星期都無本地源頭不明的個案，才有條件考慮放寬食肆每枱人數上限
至六人，甚至可以逐步與周邊城市恢復通關，不過要慎防輸入個案湧現。
他並引用第二波疫情期間的父親節，限聚令放寬得過快，使疫情反彈，相
信政府會以此為鑑，今次不會操之過急。他說：「之前一枱兩位的限制，政
府觀察了三星期才放寬至四位，我相信他們（政府）要觀察多一段時間，如
果沒有酒樓食肆相關的爆發，加上沒有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就可能有條件放
寬至一枱四位至六位。」

曾祈殷：中秋要做足防疫措施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近

日本地確診宗數維持個位數，來源不明個案逐漸減少，昨日更出現本地「零
確診」，顯示第三波疫情已近「水尾」，但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維持本地
「零」個案最少七天至14天，才可以確定此波疫情已完結。
他形容，正值國慶及中秋假期的未來這兩個星期是關鍵時刻，市民必須做

足防疫措施，不能鬆懈，也不應在人多地方聚集和參加任何群眾活動，以斷
絕病毒傳播鏈，又認為倘出現第四波疫情，最大可能的源頭是境外傳入個
案，故特區政府必須向入境人士做足檢疫及隔離工作，建議在指定地方如酒
店進行隔離。

梁子超籲避免正日聚餐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本地疫情持續呈下降趨勢，過去一星期只

有一宗源頭不明病例，相信下月中有機會本地個案持續「清零」，但疫情仍
有不確定性。他再次呼籲市民要嚴守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避免群眾聚
集，特別是中秋節，如果要外出用膳，應該分散時間，或避免選在正日聚
餐，亦要盡量縮短在食肆逗留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新冠病肺炎疫情令演藝
節目和活動幾近停擺，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
法會議員馬逢國早前在記者
會上談及業界失業情況時一
度哽咽落淚。他昨日在接受
電台節目訪問時形容，業界
正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超
過10萬名自僱的從業員中，
不少人已失業長達8個月至9
個月，希望政府對業界提供
更多支援。
馬逢國被問及他當日為何

在記者會上一度哽咽時表
示，業界在疫情打擊下，正
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很多業
界的自由工作者已失業長達
8個月至9個月，但政府只曾
給予 7,500 元的一筆過資
助，明顯較「保就業」計劃
對僱主的資助為少；在全港
超過10萬名自僱人士當中，
僅約4萬人受惠，希望政府
為業界提供更多支援以改善

情況。
現場演出及製作行業協會

聯席主席何麗全出席電台節
目時亦直言，業界現時已沒
有生計可言，並舉例說，紅
磡體育館由去年11月至今沒
有舉行過任何一場演唱會，
而最後一個演唱會是於今年
1 月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
行，就算政府容許重開表演
場地，卻也只容許50%的入
座率，然而以演唱會為例，
需要 80%入座率才能「打
和」，掙回主辦的成本，故
有關措施「離地」，對業界
並無幫助。
他續說，從業員大部分也

是屬於「炒散」，即「有工
開至有糧出」，加上他們並
沒有就強積金供款，因此連
政府的「保就業」計劃也未
能受惠，故期望政府借出空
置的場地，讓業界舉行網上
音樂會等，以賺取收入紓
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緩和，不少巿民假日也
紛紛外出遊玩，郊遊人士亦持續增
多，但有部分行山者隨處丟棄垃圾甚
至口罩。為加強宣傳「山海無痕」的
郊遊文化，環境保護署展開「環保行
山禮儀運動」，向巿民宣傳適當棄置
口罩和自己帶走垃圾等信息。
環境局發言人昨日指出，有見於近

期疫情漸趨緩和，政府較早前亦已於
郊野公園等戶外公眾地方放寬佩戴口
罩的要求，加上逢秋季來臨，預期將
有更多市民到郊區行山。為盡量減低
因遊人增加而對郊野環境帶來的影
響，環保署與本地非牟利團體攜手展
開『環保行山禮儀運動』，提高市民
對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
環保署與4個本地非牟利團體攜手

展開這項宣傳運動，為期約3個月，
同時藉此配合環境局的「綠色就業計
劃」，透過團體增設一些有時限就業
職位。獲聘的環保大使由9月12日起
至12月中期間，每逢周末期間在紅花

嶺、大欖涌、大澳、青衣自然徑及元
荃古道五個本地熱門行山地點，向市
民宣傳環保行山禮儀，同時保育郊野
的環境及生態，希望一舉多得。
發言人表示，環保大使的宣傳工
作，是將「山海無痕」的郊遊文化信
息帶給市民，例如「自己垃圾自己帶
走」、「自備水樽以減少使用一次性
塑膠產品」、「適當棄置口罩」等。
有關宣傳以互動方式進行，以吸引遊
人注意和加深他們對環保信息的印
象。此外，環保大使亦會糅合該行山
地點的特色，向遊人介紹沿途景色、
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等知識。
同時，漁農自然護理署會派員在

各個郊野公園內的熱門行山路線進
行宣傳工作，推廣環保行山禮儀、
減少廢物和保育大自然等信息，希
望能培育市民良好的行山和郊遊文
化。發言人呼籲市民行山時保持應
有環保禮儀，身處郊野等戶外公眾
地方亦要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以減
少病毒傳播機會。

相隔11天
港再現「本地零確診」

環保署宣環保行山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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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前日表示，會爭取早日與廣東省及澳門
政府重啓相互以核酸檢測達至豁免強制檢疫安排的

磋商。昨日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視察拆除氣膜實驗室
的胡定旭表示，華昇成立目的，就是為香港提供高質
量、價格合理的測試服務，表明可以配合政府推行「旅
遊氣泡」及「健康碼」，協助加大本港的檢測量。

日測九萬個 夠應付所需
他透露，華昇現時每日可以進行三萬個單管檢測，若
以三合一方式進行混樣檢測，每日的檢測量就可達到九
萬個，相信足以應付有關需求：「當有『旅遊氣泡』
時，喺機場可唔可以做快啲檢測？家返嚟香港要等八
九個鐘頭先至有結果……各方面協助香港重啟經濟及交
往的措施，我哋絕對願意參與。」
香港私營醫療及化驗機構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檢測服
務，之前一直被批評收費過於高昂，就算本港疫情緩和
後令政府可落實推出「健康碼」和「旅遊氣泡」，也可
能因收費高昂而桎梏巿民使用意慾。胡定旭指出，收費
高主要是市場檢測量很小，但隨着檢測量的增加，價錢
也會有所下降。
早前在氣膜實驗室內工作的化驗人員，絕大部分都是
內地支援香港的檢測人員，胡定旭被問到一旦臨時氣膜
實驗室需要再次啓用，是否同樣要引入外援時表示，社
會不應對有關問題過於執着，武漢和北京之前在疫情爆

發時都曾引入其他省市的外援協助檢測，並強調最重要
的是有足夠化驗人員進行檢測工作。
他透露，華昇正招募大批本地人才以應付日後檢測的

需要，有需要時亦可與診所和醫院合作進行採樣，期望
可以有更多人認識和願意加入檢測行業，「好似今次國
家隊有600人（援港進行檢測），香港如果要培養呢啲
人才，亦係絕對唔難嘅。」

倘爆新疫情 設備「好快攞出嚟」
華昇昨日搬走放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檢測儀器，並

將氣膜實驗室放氣及裝箱運走，胡定旭表示，中山紀念公
園體育館已完成消毒及清場，本港倘再爆發新一波疫情，
實驗室可以在一個星期內重新運作，「所有設施、氣膜會
搬到我哋（華昇）嘅倉庫，呢50日以來，即8月6日晚到
香港，到家剛剛50日，都做咗一件歷史嘅使命，大家都
希望唔使再攞出嚟，但如果真係不幸有第四波（疫情），
或者需要做大規模測試，可以好快（將設施）攞出嚟。」
他續說：「根據經驗，其實大約一個禮拜之內就可以

將16個氣膜吹上嚟，有足夠儀器，中山公園電力又足
夠。經過今次經驗再做大規模測試，我哋絕對有能力好
快可以做到。」
至於早前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涉及的化驗費用，他表示

仍在結算臨時實驗室的運作費用，暫時未知具體金額，
並重申有關開支會由中央政府負責。

疫情概況
新增確診個案

◆輸入個案： 1宗

◆本地個案： 0宗

◆累計個案： 5,060宗（包括一宗疑似個案）

新增個案資料

◆個案編號：5060

◆患者身份：48歲男子，貨機機組人員

◆潛伏及傳染期外遊記錄：由巴林抵港

◆發病日期：9月21日

最新患者情況

◆留醫： 149人

◆危殆： 11人

◆嚴重： 9人

◆穩定： 129人

◆出院： 12人

◆累計康復出院人數： 4,777人

資料來源：衞生署、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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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政府化驗的華大基因在港公司華昇診斷中心昨日正式撤離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人員將氣膜實驗室放氣及裝箱人員將氣膜實驗室放氣及裝箱
運走運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人員開始撤走實驗室內的儀器人員開始撤走實驗室內的儀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昨唯一一宗確診個案是輸入個案，是相隔11天後香
港再次錄得本地「零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