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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港客最快周四歸來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鑽石公主號昨日
新增99宗確診新冠肺炎個案，全船累計共有
454人感染，當中包括21名港人。

為數30人的政府先遣部隊昨日下午出發
赴日本，李家超到機場送行。李家超表示，
政府先遣部隊到日本後就會與中國駐日大使
館見面和聯繫。他指出，今次撤離行動得到
中央政府、外交部、駐港公署、中國駐日本
大使館的充分關心和支持。

五澳門居民可跟機一起撤離
李家超強調，撤離行動有充足的醫護裝

備。特區政府要求日本當局，容許這批港人
整批下船，然後直接接載他們到羽田機場。
乘客在羽田機場量度體溫，之後再上機，而
每架包機有438個座位，到時有特別的座位
安排，減低感染風險。這批港人將於星期四
返港之後，會再進行14天的隔離。

350名香港居民，當中有260人是香港永
久居民，90人持外國護照。船上亦有五名澳
門居民，李家超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同包機
一起撤離，特區政府會安排他們到香港之後
再送返澳門。

對如何處理有人拒絕乘搭包機回港，李
家超回應稱，奉勸港人乘坐包機，因為即使
港人不坐包機，返港後亦需要隔離14天，入
境處已掌握了船上的香港居民名單，衛生科
人員一定會查問。此外，港人若再到其他地
方，例如酒店或航班安排，也不容易辦到。

李家超又提到，有幾種情況港人可能會

在日本逗留。如果港人在當地確診，就要在
當地接受治療。若是緊密接觸者，亦有可能
在當地接受治療。假如有人未能通過病毒測
試，亦都可能留在當地繼續檢疫。他強調，
今次工作人員和機組人員已經做足防疫措施
，包括有不同的保護裝備，專家認為這些人
返港後不需要隔離。

抵港後需入住檢疫中心
區志光等人昨夜抵達日本，呼籲船上港

人今日內通知政府是否登機，他希望那些拒
絕登機的港人回心轉意。他們今日將會在駐
東京辦事處開會，下午與中國駐日大使館會
面，之後爭取時間到碼頭視察環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郵輪上
涉及不同國家的船客，相信得到中央的支持
下，特區政府才可以這麼快安排到包機。他
說，新冠肺炎傳染性強，特區政府有必要派
出包機撤回香港居民，阻止病毒蔓延。而
300多人返港後亦需要入住檢疫中心，盧瑞
安指出，泛暴派區議員不要再在地區反對檢
疫中心，否則只會造成社區爆發。

食物及衛生局回應傳媒查詢稱，現有四
個檢疫中心已使用超過九成的單位，預計火
炭駿洋邨需要在日內投入使用作檢疫中心，
安排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入住，當中包括從郵
輪 「鑽石公主號」 回港的香港居民。

在外香港居民如需協助，可致電入境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的24小時求助熱
線，電話：（852）1868。

在日本橫濱被隔離的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昨日再多99人確診，船上
有350名港人滯留。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決定派兩架
包機到日本，預料滯留當地的港人
最快周四可以返港，所有人要接受
十四天隔離。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
、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昨日帶領大約
30人團隊赴日支援。消息指包機由

國泰提供，東京羽田機場會用作
撤離地點。

政府派兩包機 保安局副局長入境處長帶隊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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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傍晚與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和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分別到不同社區，
聯同非政府機構把特區政府早前獲
私人捐贈的口罩，分發到有需要的
長者及基層住戶。其他司局長稍後
亦會聯同非政府機構，參與派發口
罩的探訪活動。

訪劏房戶了解生活情況
林鄭月娥到藍田德田邨，聯同

保良局派發口罩、食物、健康資訊
單張及其他物資予幾位領取綜援的
獨居長者，並送上問候。

她亦到訪樂善堂位於九龍城的
社會房屋和鄰近劏房單位，向基層
派發口罩等，並了解生活情況。劉
江華及羅致光亦分別聯同旺角街坊
會和東華三院，到旺角及大角咀向
長者及基層派發載有口罩、酒精搓
手液及清潔用品的防疫包。

受疫情影響，全球口罩供應持
續緊張，市民買口罩面對不少困難
。因此行政長官決定把近日由黃廷
方慈善基金及其他人士捐贈給特區
政府的口罩，總數約160萬個，全數
轉贈非政府機構，派發給長者等弱
勢社群，希望與社會共享現時較緊
絀的資源，同心抗疫。

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香港
整體口罩供應，亦已大力壓縮部門
口罩需求，在分配口罩時會繼續以
醫護及提供緊急公共服務的人員為
先。林鄭月娥呼籲全社會團結一致
，不分彼此，共同抗疫。她亦請市
民配合政府各項疫情防控工作，盡
量留在家中，減少社交接觸，降低
疾病傳播的風險，減少耗用口罩。

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等，近日亦到多地了
解前線抗疫工作，並感謝包括在職
和退休公務員在內的前線人員謹守
崗位，同心為抗疫出力。

林鄭落區向長者及基層派口罩

▲林鄭月娥（右）親手為長者送上口罩

營救日記

有人獲准登岸 有人選擇留下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郵輪上

70歲以上、符合指定條件的乘客，昨日獲准
離船上岸，已被滯留13日的香港人張太，昨
乘坐專車，被送到一間旅館，繼續接受岸上
隔離；另一港人洪老太，本來符合資格，但
為免跟同行家人分開，決定留下。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上周，先容許12名通
過檢測的80歲以上長者下船，接載到一間學
校隔離，若確認健康狀況良好，最快本周三
（19日）可以離開。至昨日，到70歲以上、
化驗結果呈陰性、住在內船艙的長者可以下
船，其中包括香港人。

離郵輪登專車須經密封通道
港人張太，昨日上午透過手機，全程直

擊離船過程。片段所見，她途經船艙時，有
防護人員穿上全套的白色保護衣，從另一張

圖片所見，他們步離郵輪時，要經過完全密
封的藍色通道，才能登上專車。

專車上，共有約20多人，包括其他外籍
乘客，工作人員和司機也穿上全套保護衣，
先為她登記，之後將她送到約一個多小時車
程外的旅館。日本當局未提及下一步安排，
估計張太最快在本周三（19日），跟其他已
通過檢疫的300多名港人，一起乘坐由特區
政府安排的包機返港。

港人洪先生表示，母親已年逾80歲，已
通過測試，原本可以暫時離船，但由於母親
年事已高，跟日本人言語不通，不想跟同行
的八人分開，所以決定留下。

洪先生說，得悉昨日新增99人確診，部
分人沒有病徵，他雖然也沒有發燒，但仍然
十分憂慮， 「有人龍馬精神都中招，真係好
擔心！」

2月17日 今日已經是隔離第13
日，從新聞得知，郵輪再有99人
確診，船上累計454人受感染，
最恐怖的是新增個案中，70人無
症狀。

我好驚！真係好驚！我每一
日都有量度體溫，徘徊36.4至
36.8度，目前身體正常，我不敢

去想檢測結果，但我好想問， 「
為什麼隻船唔消毒？（有人受感
染）中央冷氣、床鋪、地毯都是
兇手！」

究竟他們是隔離之後中招，
還是一早已經中招，我相信是前
者，一大班人困在船上，特別是
很多船員受感染。日本政府安排

上，十分唔合理，應該一早安排
我們離開郵輪。

日本政府為長者安排檢測，
通過後安排落船，但沒有安排小
朋友檢查及落船，是一個不人道
的做法！

下午的時候，知道政府宣布
，在19日和20日安排包機，分批
送我們返香港，之後還要入住隔
離中心，再次隔離14日。我其實
好唔滿意，要求可以返回自己的
寓所接受隔離，不過，我都知道
，唔滿意都冇用，我只希望我們
四人都冇受感染，一齊盡快返香
港。

鑽石公主號港人乘客馬先生
（口述及接受訪問）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筆錄）

冷氣床鋪地毯都是兇手！

營救日記 鄭泳舜：幫到幾多得幾多
在橫濱的第二天，阿舜再收

到更多鑽石公主號的港人求助，
幫到幾多得幾多，每人也有不同
的需要，所以一大清早，立即爭
取時間，先在東京補給物資，四
出搜購藥物，包括頭痛藥、止嘔
丸、保暖用品等等，準備送上
船。

中午十二點，阿舜與團隊，
終於抵達郵輪停泊的橫濱大黑碼
頭，並將由香港帶來的防疫用品
及新補給的物資，交到碼頭設
置的港口辦事處，寫好名及房
號，希望盡快交到旅客的手
上。

抵達碼頭時，正值部分旅
客於甲板休息時間，即時電聯
船上旅客黃先生。跟黃先生之
前素未謀面，大約十日前，他
透過社交網站聯絡我，說和太
太滯留郵輪上，救助無門，到

昨日，終於見到他了！
雖然只可以在郵輪下遙望，

向他揮揮手、打打氣，但這一刻
真的有點激動，感恩終於能夠親
眼見到他們， 「大家要堅持多一
兩天，待香港包機平安接載你們
回家！」

阿舜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昨
日下午已宣布，分開兩架包機接
載港人，好讓300多名港人，能
夠在機上保持一定距離，減低交

叉感染的風險，希望特區政府可
以理順未來兩日，2月19日和20
日的返港安排，確保所有人，包
括滯留日本的香港乘客及隨行工
作人員的安全，也不要忘記，尚
有確診港人在當地醫院，盡力提
供協助。

我今日會去醫院，跟確診港
人的主診醫生了解最新情況，看
看有什麼可以幫忙，同時會與已
抵達橫濱的特區政府官員會面，

暫時未知幾時返香港，總之幫
到幾多得幾多！

民聯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
（撰文及口述）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訪問
及整理）

◀鄭泳舜透過日本當地港口辦
事處配送物資及藥物予郵輪上
香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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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派出由保安局、入境處及衛生署人員組成的特遣隊伍前往日本
東京，在當地為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香港居民安排返港事宜。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中）到機場為特遣隊送行

◀林鄭月娥昨晚到訪樂善堂位於九龍城的
社會房屋，向基層住戶派發口罩等防疫用
品，並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