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疫苗
接種記錄互
通，有港人
亦認為特區
政府應擴大
對 「 粵 康
碼 」 的 承

認。內地港人現時可透過「回港
易」，經檢測呈陰性後回港免檢疫，
但筆名潮水的資深媒體人近日經「回
港易」返港，在入境時才發現當地政
府安排的核酸檢測機構，非香港特區
政府認可的機構，結果回港須居家隔
離。他承認自己大意，但質疑汕頭等
多處只有一家醫院列為認可檢測機構
的安排，認為港人經嚴格檢疫和檢測
制度獲取「粵康碼」，香港特區政府
應予以承認，減少回港的關卡。
該媒體人日前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他5月下旬因老父病重，急忙返回汕
頭，先在深圳的酒店隔離檢疫14天，

回汕頭再居家檢疫，而他在深圳先後5
次檢測，在汕頭居家檢疫時亦檢測了3
次，有關檢測由汕頭巿政府安排。
由於老父病情好轉，正在康復，故

他居家檢疫期間委託在港同事為其申
請「回港易」，並成功取得「回港
易」名額。內地政府的檢測工作嚴
謹，該媒體人也以為當地政府安排的
檢測並無問題，在日前結束居家檢疫
後立即趕回香港，惟入境時才被入境
處人員告知其檢測機構不在指定名單
內，不能免除檢疫要求。
他指，當時亦另有一對夫婦因相同

情況不能免檢，入境處一名主管向他
透露，「回港易」實施至今逾半年，
每日也有逾一成港人遭遇此情況，可
選擇返回深圳，或入境本港後居家檢
疫14天。由於折返深圳也要隔離檢
疫，他只好回港居家隔離，但已對工
作造成影響。
現時廣州、深圳、中山、東莞等地

有多間醫院列入「回港易」認可檢測
機構名單，但汕頭、佛山、清遠、肇
慶、揭陽等多處卻只有一家醫院在名
單內。該媒體人表示，汕頭有不少港
人，只得一間認可機構明顯太少，根
本不便當地港人檢測。

港未承認「粵康碼」綠碼
他又指，港人經內地嚴格檢疫和檢

測而獲得「粵康碼」的綠碼，已經可
在內地自由出行，質疑香港特區政府
為何不承認內地「粵康碼」，認為特
區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溝通，了解情
況，並改善有關制度方便港人回港。
他表示，相關投訴過去半年一再出
現，特區政府應檢討現行政策，並為
這些個案提供補救方案，讓他們回港
後補做核酸檢測解決問題，而不一定
要隔離足14天。
香港文匯報就事件向特區政府查

詢，政府發言人回覆時並無回應會否

檢討改善，只重申計劃的具體執行方
法，強調香港居民經「回港易」回
港，須在廣東省獲粵港兩地政府認可
的醫療機構做檢測，有關名單已載於
「回港易」計劃網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兩地防疫問題與建議

問題
「安心出行」不能記錄在內地的疫苗
接種記錄，而「粵康碼」也不能記錄
在港的疫苗接種記錄

建議 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商討香港疫苗接種
記錄與內地的健康碼互通

問題 部分獲內地政府認可的檢測結果，不
獲特區政府承認

建議

港人經嚴格檢疫和檢測制度獲取的
「粵康碼」，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予
以承認，以免港人透過「回港易」回
港時只能去少數醫療機構

問題 居於深圳的港人難以預約接種新冠疫
苗

建議
香港若有疫苗過剩的情況，可考慮撥
一部分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並設置
專站，為內地港人接種疫苗

資料來源：綜合工聯會及各方意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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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檢測機構少「回港易」「有點難」

●●「「回港易回港易」」的認可檢測機構太少的認可檢測機構太少，，不不
利市民往返兩地利市民往返兩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疫苗接種記錄互通安排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疫苗接種記錄互通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港大深圳醫院至港大深圳醫院至55月底已為在內地的港人月底已為在內地的港人
安排安排2121,,120120個診症預約個診症預約，，當中約當中約1616,,860860人人
次已接受診症服務次已接受診症服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成祖明）疫情下掀
起了出行互認的新問題，還在跨境醫療的舊
議題上凸顯出有待理順之處。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香港與內地均採用控關政策，內地
港人要返港覆診更為不便。特區政府在去年
11月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已預約醫管
局指定專科門診或普通科門診覆診的患者提
供受資助的跟進診症服務，截至上月30
日，已為符合資格人士安排約21,120個診症
預約，當中約16,860人次已接受診症服務。
根據本月11日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香

港預防及控制2019冠狀病毒病的措施的資
料文件顯示，截至上月30日，港大深圳醫
院已收到並處理約15,690宗申請，並已為符
合資格人士安排約21,120個診症預約，當中
約16,860人次已接受診症服務。
在現時的強制檢疫措施下，部分身在廣
東省的港人無法如常來港前往醫管局門診
覆診及之後返回內地，為使相關患者的健
康狀況得到持續、妥善及協調的監察及照
顧，特區政府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已
預約醫管局指定專科門診或普通科門診覆
診的患者提供受資助的跟進診症服務，計
劃已於去年11月10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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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

覆，內地與香港通關仍有

阻礙，市民生活受到影

響。有政黨及政界人士均

促請特區政府做好前期工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疫苗接種記錄互

通安排，認為有關互認在技術上並不困難，但對日後恢復通關很重

要，可以方便市民往返兩地，為疫後香港經濟再出發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院友家屬丘太與丈夫視訊院友家屬丘太與丈夫視訊，，一齊一齊
食粽過端午食粽過端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軟餐粽製作方法簡單軟餐粽製作方法簡單，，將難以吞嚥的糯米替換為白將難以吞嚥的糯米替換為白
米米，，加入鹹蛋黃等食材經料理機打碎後加入鹹蛋黃等食材經料理機打碎後，，倒入模型冷凍倒入模型冷凍
成型再包上粽葉成型再包上粽葉，，經蒸籠蒸熟即可經蒸籠蒸熟即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婆婆親製「一鍋粽」盼喚醒老伴記憶
一家人節日聚餐，對不
少人而言平凡不過，但對
一些相伴數十載的老夫妻
而言，卻是難以實現的願
望。安老院舍疫情下收緊

探訪安排，不少院友難與家人團聚，患認
知障礙者更因此病情加劇，甚至出現吞嚥
困難，被一道玻璃相隔的家人亦只能乾着
急。有組織在端午節前開班，教院友家屬
製作吞嚥困難者也可享用的「軟餐粽」。
有老太太特意前往學習，冀以同食一鍋糉
的方式，與丈夫共度傳統節日，盼望熟悉
的味道，可以助老伴尋回記憶。
劉先生因認知障礙症入住安老院舍，雖

然在疫情下只能隔着玻璃相望，心繫丈夫
的劉太仍經常前往探望。不過，這樣的探
視方式，始終令劉先生與外界溝通銳減。
因長期維持單一生活環境，劉先生的認知
障礙日漸嚴重，一度認不出家人，身體狀
況也急轉直下，由「行得走得」，變成需
要依賴輪椅，近期更出現吞嚥困難，只能
食用由菜、肉打成的「糊仔」。

改善夫飲食學烹飪軟餐
這種隔着玻璃探視的困境，在疫苗接種

計劃展開後有望打破。雖然當時仍未有實質
政策，但劉太早早於4月已接種疫苗，期待
接種者可放寬院舍探訪時，可以第一時間申
請，「隔了一年終於見到，他很高興，我就
也安心。護工說他好乖，就算糊仔味道不好
也乖乖吃完，但我仍擔心他吃得不開心。」
劉太嘗試改善丈夫的飲食，但一般人並

非專業人士，不清楚吞嚥困難者的用餐限
制可如何克服，更遑論與院友家人共享佳
節美食。香港聖公會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
務試驗計劃在端午節前推出「軟餐教
室」，以端午粽為例，教授家屬軟餐技
巧，劉太立即報名參加。
她笑逐顏開地說︰「今年可以與丈夫吃

到同一鍋粽，以這種方式一起過節，非常
滿足。下次會嘗試將丈夫最愛的梅菜扣肉
和釀豆腐做成軟餐，希望熟悉的味道能幫
他尋回記憶。」

鏡頭兩邊齊食粽好開心
丘太太也是這次軟餐教室的學員之一。

她今年不僅親自包粽，還與丈夫視訊共度
端午。視訊中的丘先生一見粽子已忍不住
張嘴等待，逗得太太哈哈笑。丘太說：
「半年前先生入住院舍正是疫情嚴重時，

至今只能視訊，好掛念他。以往他最愛食
粽，我年年包，但現在他在院舍，加上吞
嚥困難吃不了糯米，本以為今年只有我自
己過節，如今能一齊食粽好開心。」
丘太還向記者揭秘軟餐粽的做法︰用白

米替換糯米，將所有食物打散，再用模具

定型後上蒸籠蒸，「粽和軟餐的做法不
難，最重要的是那份家與團聚的味道。」
團隊高級言語治療師湯迪生指，居於安

老院舍的長者中有近兩成因吞嚥困難需要
食用軟餐，軟餐對他們而言不僅更安全、
更好味，熟悉的味道還有利於喚醒認知障

礙長者的記憶。
為讓更多院友也能感受節日氣氛，計劃

服務總監陳美月表示，團隊將在端午節期
間向11間院舍送出100個軟餐粽，讓院友
安心、開心過端午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兩地針未互認 兩地關難開通
政界指技術不難 應及早準備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商

討香港疫苗接種記錄與內地的健康碼
互通，為通關作出準備，「若疫苗接
種記錄不能互通，會給居於內地的港
人返港造成不便，因『安心出行』不
能記錄在內地的接種記錄；而在香港
接種疫苗的港人返回內地工作或居
住，『粵康碼』也不能記錄在港接種
的記錄，沒理由打兩次疫苗，所以疫
苗記錄互通需要盡快處理。」

麥美娟葛珮帆促速處理
她認為，做到疫苗記錄互通說易不

易，說難不難，因要令內地各地方都
打通安排，認為需要一點過程，但若
現在仍不開展相關工作，擔心到通關
時仍未能成事，促請特區各部門合作
做好疫苗記錄互通。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兩
地疫苗接種記錄互認在技術上並不困
難，問題在於何時做。她透露，早前
曾向特區政府了解疫苗接種記錄互認
事宜，獲回覆是已準備好、隨時做。
她認為，越早商討越好，可以盡早公
布，為日後通關未雨綢繆，「香港有
二維碼認證，內地很多都是網上，重
要是兩地政府商討疫苗互認。」

籲撥出疫苗供內地港人
另外，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近日

收到逾百名內地港人求助，工聯會副

理事長曾志文表示，國家衞健委在4月
公布，有居住證的內地港人可免費在
內地接種新冠疫苗，但不少居於深圳
的港人反映難以預約，建議特區政府
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商討設置專站，
為內地港人接種疫苗。
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會盡力協助

和安排長者接種疫苗，於4月27日和6
月10日為居於深圳的港人在港大深圳
醫院進行團體預約，每次各有50人。
麥美娟表示，香港有充足的疫苗予市
民接種，但其他地方供應緊張，建議
特區政府考慮幫助居於內地的港人，
除了與港大深圳醫院商討設置專站
外，若出現疫苗過剩，應考慮撥一部

分疫苗予港大深圳醫院，供居於內地
的港人接種。
在深圳居住十多年的胡先生昨日表

示，現時內地港人雖可預約疫苗，但
每日都要等待各間醫院公布名額，並
立即搶號預約，「過程艱難，看到顯
示有名額，但一按預約便滿額。」
胡先生居於羅湖區，附近只有一家

指定醫院，由5月中旬起開始預約，花
了兩星期仍拿不到名額，最終在朋友
介紹下，參加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的疫苗接種團，於本月10日在港大深
圳醫院接種第一劑疫苗。他希望特區
政府能為居於內地的港人安排更方便
接種新冠疫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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