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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群組昨日進一步擴大，累計確診個案高

達132宗，涉及的跳舞場所再多7間，多達21

間，當中包括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直擊客人

「舞照跳、牌照打」的酒樓亦爆疫，但記者昨

日再致電，職員透露酒樓仍繼續營業，只是提

早在傍晚打烊。據了解，部分涉及跳舞群組的

酒樓只領有食肆牌照，只需遵守食肆防疫措

施，派對房間日前被勒令暫時關閉，但領食肆

牌照的酒樓不受禁令影響，成為「無王管」的

灰色地帶。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政府必

須說明跳舞場所受哪一條法例規管，同時應即

時關閉所有跳舞場所。

酒樓兼營舞池「無王管」無停業
不受派對房禁令規管 專家促釐清法例免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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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急速反彈，特定
群組的強制檢測勢在必行，特區政
府計劃向確診的基層打工仔發放一
筆過5,000元津貼，以減輕基層對
「手停口停」的後顧之憂，鼓勵市
民及早接受檢測。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昨日表示，恩恤津貼對象
為周日（22日）或之後於本地感染
及確診，而需入住公立醫院治療並
因而影響收入的受僱或自僱人士，
但條件是不享有有薪病假；毋須經
濟審查但須聲明留院期間收入減
少，申請並交由社署處理及發放。
他表示，推行細節尚有待確定，目
標是在本周五開始接受申請。

擬最快周五起接受申請
對於社會上對向確診者

派發5,000元的措施有不
少質疑聲音，羅致光昨日
會見傳媒交代計劃的基本
框架時解釋，政府將要求
3個群組推行強制檢測，
因為基層市民擔心檢測後
確診，入院治療會影響生
計而抗拒檢測，因此政府
推出津貼。他強調，此舉
是協助本地有經濟困難的
市民解決燃眉之急，並向
基層市民傳達及早識別、
及早隔離和及早治療的訊

息，令市民毋須顧慮。
羅致光表示，5,000元一次性恩

恤津貼的對象是由周日（22日）
或之後在本地確診而要在公立醫
院留醫的本港居民，且必須是受
僱或自僱，同時不享有「有薪病
假」，例如的士司機、日薪制或
散工人士。他表示，目標在本周
五開始接受申請，由申請人向所
在醫院的醫管局醫務社工提出。

須聲明留院收入減
他說，是次津貼將不設入息及

資產審查，但申請人須聲明留院
期間收入減少，並由社署處理申
請及發放津貼。他表示，了解網
上有輿論指津貼或會被濫用，但
指若設審查會太複雜，令申請時

間延長，而且要住院的病人需準
備大量複雜的證明文件，反而可
能變成「擾民」措施。然而，
「密切接觸者」資助被濫用的機
會較高，故暫不考慮向他們發放
津貼。他同時指出，社署會進行
抽查，若發現聲明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便干犯欺詐罪要負刑責，
相信有足夠阻嚇力防止濫用。
被問到5,000元津貼的劃線準則
時，羅致光指是以最低工資每小
時37.5元、每天9小時工時(連飯
鐘）乘14天計算，大約是5,000
元。他估計申請人數不多，因香
港不少全職打工仔都享有有薪病
假，故涉及金額不高。至於二次
感染個案可否多取一次5,000元津
貼，他表示未有研究，因香港暫

時只出現一宗復陽個案。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副

局長何啟明昨日在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回應議
員有關津貼的質疑時表
示，新冠肺炎患者即使沒
有病徵，卻已具傳染力，
政府得知社會上有部分中
層與基層人士「為搵
食」，有輕微病徵都拒絕
做檢測，於是才有提供津
貼的想法，冀紓緩患者因
住院或隔離而要停工的影
響。

羅致光：確診津貼申領有條件
對於為確診者發

放津貼惹來不少人
批評，政府專家顧
問、中大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透露，專家組曾於個多星期前與政
府開會，認同派發津貼的做法，指
其原意是為免打工仔因染疫而「手
停口停」，並指若加入入息審查，
「相信搞好多個星期，錢都未到
手。」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亦認為，計劃的出發點好，
但他不贊成向所有確診者派發5,000
元津貼，擔心有反效果。
許樹昌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

出，專家組原則上向政府建議向領
取日薪、當散工或經濟環境差的確
診者提供資助，因他們擔心確診入
院會導致「手停口停」，故同意提
供誘因吸引他們進行檢測，「的士
司機拒絕參與檢測正是因為擔心確
診入院後無生意，發放補助是提供
誘因令他們願意定期檢測，保護自
己及乘客。」
許樹昌續說，專家組未有參與計劃

具體安排的討論，並認為如有環境好
並有固定月薪者則沒有需要津貼，否
則會是資源錯配，亦可能出現所謂
「確診博獎金」的反效果。但他亦指
出，若加入入息審查，「相信搞好多
個星期，錢都未到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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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涉爆疫的21間跳舞場所的經營模式各有不同，至少4
間是酒樓，包括新蒲崗越秀廣場新光宴會廳、沙田新光宴

會廳、九龍灣星輝和美孚君好宴會廳。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就到
過其中一間爆疫酒樓，直擊客人「舞照跳、牌照打」夜夜笙歌，
記者昨日再致電該酒樓，職員表示：「仍會營業，但晚市唔做，
即係每日傍晚6點打烊。」顯示該酒樓連停業消毒也懶得理。
網上更流傳一段影片，君好宴會廳曾有很多無戴口罩食客
大跳貼身舞。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正調查個別個案。據現時
法例規定在沒有飲食時不戴口罩，可被定額罰款2,000元，
餐飲處所負責人亦可被罰款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食環巡查爆疫酒樓未違例
這些爆疫的酒樓夜總會，部分昨日仍照常營業，食環署表
示早前曾派人到場巡查，但未發現有違反防疫規例的情況，
包括遵守最多4人一桌、入座率不超過場所可容納的一半
等，故可以開門繼續做生意。衞生防護中心則表示，需要視
乎個案建議酒樓停業。另外的兩間跳舞場所包括旺角金雞廣
場的金麗會以及尖沙咀加拿分道的百樂會，據民政署資料顯
示均持有會址牌照，受防疫規例599F所規管。
至於其他非餐飲處所或會址的跳舞場地，多人聚集除口罩
跳舞，是否違反限聚令、口罩令，又由哪個部門執法？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電台節目中無正面回應，只指
「政府內部都要了解有哪些是較高風險的活動，尤其在現時
的情況需要有所規管。（被問到是從活動的角度，而不是從
處所性質區分？）我們要再研究條例。」

許樹昌：私場舞校應同受管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政府應盡快研究用哪
條法例規管這些跳舞場所，並要求他們關閉一段時間，「包括
酒樓的舞池，不應在第四波大爆發時仍讓他們營業，相信政府
內部是可以決定用哪條條例規管他們。現在第四波疫情剛起
步，（確診個案）正飆升，相信要禁一段時間，直到疫情受控
再決定。」他又認為，私人跳舞場所及跳舞學校亦有表演及供
應食物，如同派對房間，政府應一併修例規管。

何栢良倡強制客人「居家令」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同應收緊防疫措
施，並指跳舞群組最早發病日子至今已3星期，認為與政府
在萬聖節前放寬防疫措施有關，亦相信會出現起碼三代傳
播。他亦指，涉及的跳舞場所形式屬派對房間，「但未有作
出有效分隔，亦無遵守一枱最多4人的限制，部分大禮堂更
有幾十人飲食及表演，出現一傳十甚至幾十的情況。」
他認為，政府應向有關場所的客人發出強制檢測令，以及
「居家令」，禁止他們在檢測結果未出爐前外出，即使得到
無確診證明，亦應家居檢疫一段時間。
據食環署與跳舞場所相關牌照法例顯示，只要有音樂，主
要活動是讓到場的人跳舞，200人以上參加跳舞派對，即使
在私人場地舉行，只要公眾可以參與都要向食環署申請「臨
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最長有效期為一年。
另外，民政事務局轄下有公眾舞廳或舞蹈學校牌照規管，
任何用作跳舞用途的場所，舞池面積有規定，亦要有登記冊
記錄每名舞蹈導師、舞伴以及學生名單，包括姓名和地址等
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跳舞
群組昨日單日增加50宗，至今累計
132人確診，已超過第二波疫情中的酒
吧及樂隊群組，成為香港爆發新冠肺
炎疫情以來最大染疫群組，並觸發
二三代傳播，患者牽涉社會不同層
面，包括仁安醫院X光部門職工染
疫，他的一名同院同事也初步確診；
另外，真光中學一名導師也是該群組
的染疫成員，據悉該導師是油麻地真
光女書院的中文辯論隊導師，該校昨
日宣布即日起全校停課兩天，曾出席
相關辯論活動的學生將停課14天。

張竹君：難追蹤源頭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示，該群組不但人數眾多，而且牽
涉層面很廣，有些人是到舞蹈室跳

舞，有些人則是聚餐時有跳舞活動，
與確診者有接觸，導致情況複雜，中
心難以追蹤每名確診者的源頭。而且
群組亦衍生二三代傳播，她坦言難以
預測後續擴散發展，「至少有20多間
（場所）是跳舞群組，有些不同的地
方，有些是真的是學跳舞，有些除了
吃飯，都有跳舞的場合，所以可能牽
涉的人士和層面都非常之廣。希望大
家如發現自己曾到過這些地方，或者
甚至不是去過這些地方，但參與過多
人的派對、生日會，都希望大家盡快
接受檢測。」

謝玲玲確診聲明無入舞群
其中，64歲的息影女星謝玲玲昨日

亦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宣布確診消
息，表示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她解釋

有朋友與跳舞群組有關並確診，因此
她先後於本月18日及21日兩次接受病
毒檢測，先呈陰性，其後呈陽性，周
日（22日）確診，並沒有任何病徵。
她強調自己並無參與跳舞群組。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繼早前公布14

間與跳舞群組有關的指定場所，要求
本月1日起到過有關場所的人士進行
檢測後，再多7間場所的訪客要接受
病毒檢測，包括美孚君好宴會廳、沙
田新光宴會廳、香港仔勁爆娛樂製作
公司等。
其中星河音樂室在其facebook專頁

公布，公司一名姓林老師及四名學生
確診，他們曾於11月19日同一時間上
課。音樂室所有員工和老師都會接受
檢測。
群組一名64歲女患者（個案5672）

在仁安醫院X光部門工作，上周五
（20日）發病，該院一同部門員工初
步確診，未知兩人是否曾密切接觸。
張竹君指，病毒有可能經茶水間、更
衣室等傳播。仁安醫院表示，確診女
患者為兼職後勤員工，屬跳舞群組，
另有一名後勤同事初步呈陽性。涉事
兩員工均沒有與病人密切接觸，工作
期間都有穿戴合適保護裝備及口罩，
與其密切接觸的部門員工已停止回院
工作。
群組一名60歲女患者（個案5680）

在真光中學擔任課外活動導師，曾參
與活動的學生須檢測及暫時停課。
另外，一名34歲男子（個案5666）
本月7日由內地抵港，其同住的數名
人士都屬跳舞群組患者，男子疑成為
二代感染者。

舞群累計132確診 牽涉社會層面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
放蛇直擊「舞照跳，牌照
打」的酒樓，昨日證實爆
疫。 資料圖片

■網上流傳視頻顯示，有人無戴口罩在美孚君好宴會廳跳舞。 網上圖片

◀張竹君表示，中心
難以追蹤每名確診者
的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羅致光表示，推行細節尚有待確定，目標是在本周
五開始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疫情近日再度轉趨嚴
重，市民團體「東方之珠義工

社團」昨日到政府總部集會，呼籲政府盡快推出全民強
制核酸檢測，遏止疫情繼續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全 民 強 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