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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周四分一人中招 油麻地變南亞疫區

油尖旺三漏洞累疫情爆不停
油尖旺爆疫小區的疫情持續，昨天全港42宗源頭不

明確診個案中，有20宗來自油尖旺區，當中10

宗來自強制檢測區域。而有關疫區昨日亦再多

7棟大廈需要強制檢測。衞生防護中心統計本月4日至今共661宗本地

感染個案，當中逾四分一是南亞裔人士，約160人居於油麻地一

帶。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發現，該區有三大防疫漏洞，包

括仍仍有街坊除罩遊街街坊除罩遊街、、流動戶難追查行蹤流動戶難追查行蹤、、住戶住戶懶懶

懶閒未強檢懶閒未強檢，，致使疫情爆不停致使疫情爆不停。。

漏洞三漏洞三

漏洞二漏洞二

�#
�1

居民鄭先生：
這區唔少人唔戴口罩出

街，應該要全區封鎖，禁止
跨區遊走。大家都禁足喺屋
企，又做埋檢測，隔離14天、

28天，就可以100%清零。

居民余小姐：
已經做咗檢測，小朋友亦交咗

糞便樣本檢測。現時疫情有擴散
趨勢，更加要小心減少出街，但
小朋友唔可以長期悶喺屋企，一

有時間都要出去「放電」。（出街）會戴好口
罩，搭電梯時用紙巾或膠袋包住手，用完即刻
丟，返屋企再洗手。如果之後需要禁足都願意配
合，會盡量同小朋友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本月4日至今全港共錄得661宗本
地個案，當中逾四分一是南亞裔人士，大多數是尼泊
爾裔，部分是印度裔；約160宗個案患者居於油麻地
一帶，其中120人住在油麻地佐敦「疫區」，其他確
診較多的區域依次為九龍城、元朗和深水埗及葵青。
對於南亞裔人士感染個案大增，衞生防護中心健康

促進處主任何理明表示，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身處異
地傾向組織聚會，「好似香港人喺外國讀書，都會聚

居一起。」而有些族裔出於文化習俗等原因，亦喜歡
與同鄉鄰里分享食物、除口罩聊天等，再加上家庭環
境擠迫，部分鄰居會共用設施等因素，都會令傳染機
會增加。
何理明並指，政府初期進行追蹤工作時，曾與少數

族裔人士在語言上溝通不暢，這亦導致調查受阻，中
心現已聯絡到非牟利組織「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
務」支援，並透過有關族群的領袖協助傳播訊息，改
善與少數族裔人士的溝通。

居民譚先生：
已經第一時間去做檢測，街

坊之間互相通知參與，大家都
好願意去。禁足令雖然好嚴
苛，但如果要執行，政府必須

做好配套，為居民提供物資，「否則（禁足期
間）冇米食，又唔畀落街，咪死得更快？」

區內上班族錢太：
我在這區返工，雖然唔係居

民，都覺得憂心忡忡。這區的
衞生環境欠佳，尤其街市附
近，地面積水污糟邋遢，好容

易惹病菌，亦常見有人唔戴口罩周街走，平
時盡量唔過來這區，路過都唔想停留太久，
即刻走。

配套先做足
街坊願禁足

油尖旺疫區一帶疫情愈演愈烈，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直
擊，發現該區衞生環境未見改善，露天街市遍布污水，外賣包裝
隨意堆放在路邊。最令人咋舌是疫情嚴峻下，仍不時有居民公然除罩遊
街，部分人將口罩拉至下巴，部分人除罩煲煙或與朋友影相留念；而且部
分南亞餐廳於傍晚六時後，違規提供晚市堂食，為疫情擴散再添一重風險。

環境衞生惡劣 污水垃圾遍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往油麻地疫區一帶，發現區內環境衞生相當
不堪，一眾商販將店舖污水倒至行人道排水口；路邊小巷中，垃圾桶
東歪西倒，更有人貪圖方便，將使用過的外賣包裝直接堆放在路邊。
在區內返工的錢太表示，區內惡劣的衞生環境非「一日之寒」，「污
糟邋遢，好容易累積細菌，呢度嘅豬肉檔我從來唔幫襯。」
除不堪的衞生環境，部分街坊缺乏防疫意識，不時有人除罩四處行
走，無視疫情擴散風險。在距離其中一棟疫廈不足10米的地方，
有市民公然除罩煲煙，並與身邊朋友傾談，肆無忌憚。人來
車往的街道上，亦有人將口罩拉至下巴透氣，或拋開口罩
自由運動，甚或與朋友合影留念，甚至「邊行邊食」，無
懼往來人群及揚塵廢氣。更有甚者是有居民不戴口罩自疫
廈悠閒漫步而出，絲毫不顧及其他過路市民，公然違反口
罩令，而附近街坊則表示已「見怪不怪」。
現時每晚六時後，食肆不准提供堂食，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晚六時後，發現仍有人
「坐定定」在南亞餐廳「醫
肚」，不見店員「趕客」；亦
有售賣小食的店舖，在附近露
天地方張羅桌椅任客人「堂
食」，其間由店員遞送飲品及
食物，現場圍坐人數明顯超過
二人限制，彷彿將疫情陰影拋
諸腦後。

居民除罩遊街
晚市堂食博拉

油尖旺近期出現多宗確診個
案，多座大廈需要強制檢測。
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

表示，油尖旺區內有許多流動人口，甚至
有些人兩三個月就會更換住址，更有一些
難以追查背景，若病毒擴散，追蹤會相當
困難。
另外，該區的「三無」大廈林立，喉管
乏人管理。有該區人士表示，「三無大
廈」裏面較多劏房，可能一個單位劏至三
四間房，居民包括菲律賓籍、尼泊爾籍、
巴基斯坦籍及印度籍等，部分劏房的業主
已經失聯，可能已經移民，較難管理。
深水埗東分區委員會委員、經民聯陳國

偉亦指，深水埗區內有許多高齡公共屋
邨，渠管狀況令人擔憂，居民都非常擔心
病毒會通過舊樓渠管傳播，呼籲特區政府
盡快跟進舊樓的衞生狀況，及時維修。

高齡廈存喉患
頻遷戶難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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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管竟生樹
喉管竟生樹

政府要求油尖旺「疫區」首批強檢大廈的居民，必須於3天內接受病毒
檢測，昨天是最後限期。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透露，首兩天
共有逾7,000人接受強檢。不過，居民孫小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今日有兩個食環署職員敲門，提醒我們大廈的居民接受檢
測，聽到一個鄰居說仲未做，之後佢都好似懶懶閒，唔知最後有無做。」
孫小姐又表示，部分鄰居之前未注意到新聞，對強檢一無所知，但也有部
分鄰居嫌煩拒絕檢測。
印傭Samantha也坦言，尚未接受檢測。她表示，雖然在大廈內見到張
貼強檢的海報，但自己並不知曉英文和中文，未能理解海報的內容，經記
者提醒後，她表示會盡快進行檢測。

鄭泳舜料仍有四成人未檢測
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繼續到赴油麻地，他表示區內流動檢測地

點雖然足夠，但宣傳不足，估計仍有三四成強制檢測對象未接受採樣。

強檢僅靠自律
住戶照舊懶理

鄭泳舜表示，3
天檢測期太短，促

請政府延長小區檢測
日期及服務時間，方便居民重複檢
測。另外，有鑑於1月起600多宗個
案，有四分一確診者為南亞裔人士，
政府必須立即加強支援少數族裔居民
防疫抗疫。他又建議政府必須更為進
取，對小區有持續確診個案的大廈，
或出現環境污染危機，必要時須對居
民進行隔離。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相信，仍有居民未接受強制檢測，他
建議在首輪強制檢測後5天，立即啟
動次輪強制檢測。他解釋，這區大部
分都是舊樓，住客有很多地盤工友及
少數族裔，他們與地盤群組有一定關
係；如果等到有個案才檢測，便會慢
過病毒周期，繼續落後於疫情形勢，
相信病毒會傳播出去，附近地區都會
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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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檢待完善
強檢待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指深水埗欽州街溫
暖護老院一名男院友失蹤，正追尋其下落。該院舍曾有
院友確診新冠肺炎，院舍院友及人員均需接受檢疫。

75歲林錦江待追尋
警方表示，該名院友名林錦江，為75歲男性。他
於大前日（16日）下午約3時離開院舍後失蹤，院方

報警求助。警方經初步調查，案件列「失蹤人士」，
警方正追尋其下落。任何人如有該名男子的消息或曾
見過他，可立即聯絡警方。
衞生署前日公布溫暖護老院有一名院友確診，65名

住在同層的院友及15名院舍員工均需安排檢疫。衞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不排除院舍內有
隱形傳播。

「溫暖」疫舍有院友失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油麻地佐敦一
帶指定區域的疫情持續爆發，禁足是最能徹底
切斷傳播鏈的手段，但特區政府對此甚有保
留，多名專家獻計提供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港
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政府應
該要求該區的所有居民都接受強檢，同時考慮
要求該區的高危行業的人士禁足，以截斷傳播
鏈，「本身是屬於高危行業的，最擔心是餐飲
業工作及地盤工人，這些人士，政府可以考慮
禁足，如果不是在那處中斷傳播鏈，檢疫完等
報告期間，居民繼續工作的話，經地盤或餐飲
行業會傳染開去。」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亦同
意，政府應該擴闊區內強制檢測範圍，要求「廟

街疫區」在內居住或工作的所有人，包括商
戶、外賣員及速遞員等都要檢測，方可盡快掌
握整區的情況。他亦指，檢測未有結果前，政府
理應向有關人士發出禁足令，但奈何執行上有困
難，而且區內較多舊式單幢樓宇，政府未必掌握
具體住戶名單。

倡擴強檢範圍 延長檢測服務
他建議，若不能實施禁足令，政府也應提供

重複的強制檢測，在區內設置流動檢測站或檢
測車，並延長第一次檢測期限至5天，也應延
長每天檢測承辦商的服務時間，以便利市民
檢測，在兩周內亦應為居民提供兩至三次
檢測。

專家倡疫區內
餐飲地盤工禁足

無罩通街行
無罩通街行

●●昨晚昨晚66時半後時半後，，仍仍
有食肆違規堂食有食肆違規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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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認為，該區新增確

診個案愈來愈多，反映屬傳播病毒的黑點，政府
應該將沒有確診個案的大廈都納入強檢範
圍，並加強對防疫措施的執法行動。為免
該區一直潛伏隱形患者，他建議全區
強檢，「不是只要有確診大廈才
做（強檢），剩下的不是很
多人，我覺得政府沒理由
不是整個小區全部去
做。」

梁美芬認為，
全區的強制檢測非

常有必要，亦可作為全港全民強制檢
測的試點。她強調，全民強制檢測事
在人為，如果檢測人手不夠，可以再
次向中央請求支援。她指「長痛不如
短痛」，香港人必須要下定決心讓每
日確診數目清零，只有這樣經濟才能
真正重啟。

另外，有測量師認為屋宇署及民政
事務處必須介入，由民政事務處協助
大廈業主成立法團，制定管理守則，

然後聘用專業人士巡查及維修大
廈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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