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303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

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

全球各地接連在冷凍食品

及其包裝檢出新冠病毒，香

港文匯報早前刊出專題報

道，揭露香港的冷凍物流鏈

近乎「冇王管」，更出現三大防疫漏洞，包括

凍肉輸港前毋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凍肉抵港

後無消毒，以及從業員未作定期強制檢測。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表示，香港已加強

相關檢測並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不過，香港

文匯報近日對比其措施，發現仍有未到位之

處。有防疫專家、業內人士及關注食物安全的

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

為，香港必須效法內地嚴控病毒，避免變種病

毒經冷凍鏈輸港，達至確診「清零」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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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對冷凍鏈實施的防疫
管理，包括進口商必須附有
產品的檢疫證明及核酸檢測
報告才能入口，但香港食環

署至今未有規定進口凍肉必須附有相關報告，
也沒有在港口定期抽驗進口凍肉是否含新冠病
毒，直至最近才開始進行隨機抽驗。根據食環
署兩次公布，截至本月6日及本月29日，分別
曾抽取逾400個及1,200個冷凍食品或其包裝
（包括肉類和海產）樣本作病毒測試，全屬陰
性。以此數據推算，平均24天政府只抽取800
個樣本進行檢測，每日平均僅33個，不似內地
百分百須檢測報告。

醫生籲入口貨需檢測證明
香港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現時
政府已對人的入境採取嚴格限制，「呢邊嚴防

人，嗰邊又畀啲貨咁易入到嚟，就唔太穩妥！」
他強調，要達到「清零」的目標，冷凍鏈貨物的
入口管控必須加強，要求貨品入境前附有病毒
檢測的陰性證明，避免漏網之魚。他特別強
調，近期變種病毒來襲，短期內有很大機會在
冷凍鏈貨物及包裝上出現變種病毒，更必須加
強抽檢，建議應在每一批次的貨物進行抽檢，
以防止病毒透過冷凍產品在港傳播導致爆發。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何俊賢質疑，政府公布相關抽查結果的透明度
偏低，「究竟這1,200個樣本是來自什麼地區的
冷凍產品？什麼種類？樣本是在恒常抽查時取
得、還是特別抽查？政府應公布更多相關資
料。」他並直指，在外地已多次在冷凍食品及
其包裝上檢出病毒，香港仍每日平均檢測30多
個樣本，未有進行大規模的抽檢，甚有機會出
現漏網之魚。

未檢測照入境 少抽驗易走漏

現時進口內地的冷凍貨品從集裝箱卸貨換
包裝、運輸期間，直至到達儲存點，每個階段均需進行嚴格消
毒程序，但本港冷凍貨品一般不會進行消毒，令防疫出現缺
口。食環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食物安全中心已於上
月下旬陸續與凍房業界商討加強進口冷凍食品外包裝消毒，主
要凍房營運商均表示支持。中心早前已向持牌凍房發布指引，
加強進口冷凍食品外包裝及凍房工作環境之消毒，包裝應使用
1比99稀釋的家用漂白劑消毒，可以拭抹或噴灑方式進行。

領牌商戶遵守 不如內地嚴格
專營各類凍肉、海產等批發的安達食品 (香港) 有限公司負

責人楊先生表示，他們有配合政府的指引，進行所有的清潔
和消毒程序，但他認為政府還有一個防疫漏洞必須堵塞。
「政府對我哋啲領晒牌嘅公司就管得好嚴，但係對一啲賣來
歷不明凍肉，以及明明只可以賣菜又去賣凍肉嘅商戶坐視
不理，唔公平，而且佢哋啲肉都有可能有問題，但又
冇監管，呢方面要正視！」
凍肉從外國經飛機供港後，會經過卸貨、裝箱、運輸等工序

才會到達零售市場或食肆，如包裝上含有病毒，亦有機會觸發
傳播。香港空運貨站職工會主席葉以勒指出，現時貨運站的內
部指引特別提醒員工，處理從高危地區貨品時必須佩戴口罩，
有需要時更要戴護面罩及眼罩和手套等，處理完卸貨、裝箱等
工序後亦必須清潔手部，但如跟內地的有關要求相比，明顯缺
乏統一規範。他說：「以凍肉為例，貨站員工會接觸盛載凍肉的
紙箱或發泡膠箱，也不是沒有機會沾上病毒。」
葉以勒認為，政府及機管局有責任保障員工在工作過程中

免受感染，建議參考內地做法加強消毒，「就算做不到必須
領有陰性核酸證明，也至少可以在抵港後進入貨倉前，效法
內地以自動消毒液噴灑貨物，加強保障。」

貨運消毒指引
不嚴謹靠自律

由於香港冷凍食品入口
「冇王管」，經常處理有關
食品的飲食業人士屬高危群
組，但政府卻未為從業員推

行強制檢測。食環署表示，現時為所有上水屠
房從業員進行重複檢測，並為高接觸群組包括
餐飲處所員工、街市攤檔從業員及小販持牌人
等，提供自願免費病毒檢測服務。此服務於上
月並涵蓋持牌凍房工作人員，已有逾2,200名
凍房從業員接受檢測，全屬陰性。
有關檢測屬自願性質，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梁子超指出，貨品本身未必能存有大量病毒令
大批市民同時受感染，卻有機會令處理貨品的
凍房人員、零售店員及食肆員工等染疫，並成
為「傳播員」，他形容他們有「倍大效應的個
體」，因為一旦感染病毒，將會影響其家人、同
事及大量顧客，故政府應為食物業所有從業員

進行定期強制檢測，以杜絕漏洞。
安達食品 (香港) 有限公司

負責人楊先生表示支持檢測，認為對阻止疫情
擴散有幫助，但就不會強迫同事檢測，因或會
觸犯僱傭條例，但若政府提出行業員工必須強
制接受檢測，他定會支持並作配合。
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指出，飲食

業從業員也有機會於工作期間接觸包裝凍肉，
尤其是酒樓廚房的出品部及負責砧板的員工，
但並無聽聞相關消毒指引，「就算陳肇始(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早幾日說至今已檢測超過1,000
個樣本，所有結果均為陰性，都不等於現時的
流程為員工提供了足夠的保障。」他續說，本
港至今未有從包裝上感染新冠肺炎的個案，故
員工的危機意識不高，贊成為飲食業員工推行
強制病毒檢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指出，如凍肉供

港前後都進行特別消毒程序，自然更安心，惟
會增加成本，希望政府提供資助，以免企業將

成本轉嫁消費者。

從業員無強檢 隨時變傳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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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商戶加強清潔
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於12月7
日率先揭露有關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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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變局中前行，2021年仍然充滿挑戰，也充滿希

望。回首2020，香港的管治、經濟、社會、民生飽受新冠

疫情和政治衝擊，幸得中央鼎力支持全力幫助，香港社會開

始實現由亂向治，局勢趨於平穩，並在探索中積攢力量。

新的一年，我們將繼續與全港市民一道，不遺餘力推動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

衝出低谷再創輝煌鼓與呼。我們將以更加真誠務實的態度，

傾聽各界訴求、反映社會主流民意，全面、客觀、深入報道

香港發展的態勢與變遷，追根問

底，激濁揚清，給公眾傳遞理性

中肯的聲音。我們將一如既往順

應時代潮流，擁抱新的傳播形

態，革新文風，主動探求讀者喜

聞樂見的報道方式和閱讀習慣，

推出新版面新欄目，以準確、及

時、精彩的

新聞資訊服

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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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部分新版面
港聞版
港青闖灣區
追訪香港青年在大灣區打拚、闖
出一片天的故事，從中總結港人
融入灣區的心得及經驗之談。

投訴有門
接收讀者的投訴，為小市民
發聲，推動政府部門，促進
社會進步。

紀有道理
紀律部隊人員執法背後充滿
辛酸，將紀律部隊有血有汗
的故事展現讀者眼前。

中國版
青年科學家故事
新闢人物專欄，專題介紹內地
優秀青年科學家和他們的研究
成果，以及研究背後的故事。

神州有情
中國新聞品牌欄目，講述感
人至深的正能量故事。

國際版
Fact Check辨真假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年代，全球
假新聞湧現，經過篩選及查證
的新聞，可信度自然更高。新
欄目致力將假新聞逐個擊破，
從不同方面作出分析，為讀者
探尋事實、揭露真相，貫徹新
聞求真求準精神。

副刊
他鄉港聲
由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分享
內地生活體會、見聞，讓讀者
更了解目前內地港人的真實生
活情況。

聆聽心聲
讓各行各業名人、藝術家細
訴貼近香港社會問題的看法
與心聲。

2021

◆漏洞二
無消毒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