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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香港防疫工作後知後覺？

特首澄清：特區政府去年12月31日獲國家衛健
委通報武漢有肺炎病例群組，即日由食衛局局
長啟動應變機制，並不存在後知後覺的問題，
甚至比很多地方都早。

澄清外界質疑
香港抗疫好及時

質疑：特首不重視疫情？

特首澄清：香港1月23日出現首宗確診個案時
，特首身處瑞士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完成工作後隨即趕回香港。回港當日（1月
25日）已即時與專家會面，並宣布將應變級別
提升至最高的 「緊急」 級別；其後特首更親自
主持每個跨部門會議，並提出處理疫情的三大
原則。

質疑：香港太遲 「封關」？

特首澄清： 「封關」 有不同層次，香港早於一
月底開始限制來自疫情爆發地區人士入境，最
早在1月26日宣布限制湖北省居民及過去14日
到過湖北省的人士入境，安排比很多地方早。
其後政府透過收縮口岸、引入14日強制檢疫等
安排，減少出入境人數。

質疑：香港豁免內地跨境學童及商務人士檢疫
是 「引狼入室」？

特首澄清：自2月8日至今，衛生署向內地抵港
人士發出逾10萬張強制檢疫令，當中 「零確診
」 ；而自3月18日起，衛生署向外國地區抵港
人士發出七萬張強制檢疫令，當中逾400人確
診，包括200多名英國留學生。數字反映內地
疫情防控較歐美地區做得好，粵港兩地近日均
無出現本地新增個案。

質疑：政府派口罩派得太遲？

特首澄清：疫情持續，個人防疫物品需求很大
，全球都在搶購口罩製造物料，供應地亦有出
口限制，創科局自二月開始秘密進行相關工作
，直至最後一批口罩順利入境才敢公布，因為
怕一旦公開就拿不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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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手環、疫情資訊地圖、抗菌塗層、銅芯可重
用口罩……新冠肺炎疫情甫蔓延到香港，創新及科技
局（下稱 「創科局」 ）就未停止過科技抗疫的腳步。
上周，創科局研發可重用60次的 「銅芯抗疫」 口罩，
為市民雪中送炭。然而，有人卻因為政府最初未公開
銅芯口罩生產商而質疑其 「黑箱作業」 ，有 「利益輸
送」 。面對質疑聲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同事鳴冤
。她表示，事前保密生產可重用口罩，是怕提前曝光
會影響物料供應， 「肯定不是 『黑箱』 ，是為了維護
香港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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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三原則 逆境打疫仗
【大公報訊】自去年暴亂以來，社會開始反思

香港教育的出路。面對通識科問題越揭越多，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教育不可以是 「無掩雞籠」
，一定需要有人把關，不光是教育局，坊間辦學團
體、學校管理層都應擔起把關責任。

林鄭月娥指出，回歸以來一直有人提出教育要
改革，但似乎改來改去都有很多問題。所以她不想
用 「教育改革」 這樣口號式的東西，但教育出了問
題必須要處理。她在上任之時便設有六個工作小組
，每個小組分別負責不同範圍的工作，當中包括檢
討課程。 「對於通識科的前景，今年內一定會同大
家講清楚我們要如何處理。」

特首又指出，有人有心在校園內傳播失實、偏
頗的歪理，除了通識之外，其他科目也會 「被滲入

」 ，例如中文、英文等。 「所以需要有人把關。」
她表示，教育局固然是把關的部門，但辦學團體以
及學校的管理層 「每一個位置都有把關的功能」 ，
以保障心智未成熟的學生不被歪理荼毒。

【大公報訊】疫情未過，黑暴又蠢蠢欲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警方對暴力事件絕不容忍
，對待暴力分子一定會嚴正執法。她亦指出，外部
勢力頻繁干預香港事務，尤其是對司法問題指手畫
腳，不符合任何一個法治社會的要求。

勉執法部門無懼抹黑
「暴力事件並沒有完全離開過我們，更令人

擔心的是，警方接連搗破一些炸藥、槍械案件，這
些暴力事件對社會的穩定有很大影響。」 林鄭月娥
坦言，如果說有海外投資者對香港失去了信心，那
多半是因為治安問題， 「尤其是經歷了去年兩次的
機場事件，我很多的外國朋友都感到害怕：為什麼
你們的機場會這樣啊？」

林鄭月娥強調，警方對暴力事件絕不容忍，
對待暴力分子一定會嚴正執法。 「但某些人不想警

察嚴正執法，便去抹黑、侮辱警察及紀律部隊，例
如現在正被抹黑、侮辱的就是懲教署。」 她預料類
似的情況陸續有來，鼓勵執法部門無懼抹黑： 「我
在內部已經陸續提醒同事，特別是李家超，我說你
的部門逐個被人抹黑。因為你們是執法部門，他們
抹黑你們，其實也是在肯定你們的執法力度。」

對於近年外國勢力不斷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林鄭月娥坦言，從修例風波及疫情期間外國對內地
及香港的無理批評已能明顯看到，這不是一個簡單
的事件。她直言，這種粗暴干預不符合任何一個法
治社會的要求， 「為什麼當我們有法律、有檢控理
據的時候，叫我放棄檢控去放人？我想問下，他們
那裏的政府會不會這樣做？」 林鄭月娥強調： 「所
以我也不會迴避，以前說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是
國家外交部的語言，但現在亦是我們特區政府的語
言。」

「恢復經濟短期而言看消費，所以我們放寬
防疫措施，尤其是母親節到來，讓之前壓抑的消
費能釋放一些出來。」 林鄭月娥表示，希望放寬
防疫措施能有效拉動消費。中長期而言，她認為
，重振經濟必須從金融、創科、專業服務以及進
出口四方面入手。

恢復經濟措施因「拉布」未落實
林鄭月娥指出，所幸金融業無論在社會動盪

還是疫情中，所受的打擊都不算太大，政府已向
立法會提交多條推廣香港或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法
案；創科方面潛力巨大，其應用範疇遍及各行各
業，今次疫情彰顯香港在科技轉化方面的能力，
相信未來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加強合作；專業服
務方面，希望通過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 推動發
展；進出口業則還要看外圍經濟環境如何，尤其
是內地經濟恢復的情況。

儘管政府有好的恢復經濟的措施，卻因立法
會 「拉布」 未能落實。 「過去一年，許多行業都
受到影響，但唯獨建造業是沒理由受影響的。」
林鄭月娥說，政府已有過千億元的工程項目和大
批樓宇更新項目待立法會財委會審批，結果因為
「拉布」 而遲遲未能通過， 「有議員問的問題根
本與工程無關，說到底就是不想批。」 她亦指出
，至今已有20多條法例因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長達
半年的停擺而受阻，當中包括把產假由10周延長
至14周的法案， 「新增的四周薪金由政府補貼，
並無爭議，但現在就是沒辦法通過。」

選民要衡量：要什麼樣的香港
不過，更令市民憂心的是，反對派揚言若在

下屆立法會取得過半議席，就要否決所有的政府
法案及撥款申請， 「攬炒」 全港。林鄭月娥認為
，市民對此要有自我警覺： 「試想想，如果立法
會被今日這一群令內會停擺的議員掌控，之後會
是什麼局面？」 她強調，下屆立法會最終如何組
成，決定權在選民， 「所以選民要衡量，未來要
見到一個怎樣的香港？要一個可以發展經濟、穩
定民生的香港，還是要攬炒的香港？而攬炒的目
的又是什麼？最終誰會因此獲益？」

新一屆區議會毫無建樹
除了立法會長期停擺，新一屆區議會亦毫無

建樹。林鄭月娥提及，從今年1月至今，區議會沒
有任何具建設性的成果， 「各區議會都在謾罵、
侮辱政府的官員，特別是警務處的同事。」 她直
言，對警務處人員及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因在區議
會受惡意攻擊而憤然離場表示支持， 「如果你們
（反對派議員）這樣謾罵、侮辱，他們唯有離場
，我是支持他們的。」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分享
香港防疫抗疫經驗時表示，政府始終秉持
三大原則展開防疫抗疫工作。加之疫情往
往發生得很快，首要的原則是 「迅速應變
」 ，由於對新病毒認知有限，有時甚至要
冒少許風險，作出果斷決定；第二個原則
是 「嚴陣以待」 ，即凡事要做情況最差的
應對準備，過程不能鬆懈、不能自滿；第
三個原則是 「公開透明」 ，她坦言，由於
有的市民對政府信任度較低，一些議員及
團體甚至對政府有負面看法，政府更須毫
無隱瞞。

「我們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打這場疫
仗。」 特首表示，特區政府在去年12月底
獲中央通知武漢有疫情時，已即時啟動應
變機制，但她承認，香港在經歷去年史無

前例的社會動盪後，政府施政困難，要得
到市民支持，有效推動公共衛生措施，比
其他地方更困難。

四專家負責提供專業意見
特區政府在1月25日將防疫工作提升為

緊急應變級別，特首親自主持每一個跨部
門會議。同日，她亦委任了一個專家顧問
團，包括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教授、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傳
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前世界衛生組織
助理總幹事福田敬二及中文大學防治傳染
病研究中心主任許樹昌，他們可以直接向
特首就疫情及防疫抗疫工作提供意見。

林鄭月娥形容委任四位專家顧問是 「
明智決定」 。她透露，每次與專家顧問開

會，政府代表會先向他們匯報政府過去一
段時間的工作、成效、困難，以及希望他
們就哪個範疇提供意見，之後就讓他們自
由發揮，但最後是政府內部委員會做決定
， 「香港的環境很政治化，我們不想四位
專家 『孭飛』 ，承受政府決策造成的社會
反應」 。她又說，政府做決定不只是聽專
家意見，亦要考慮社會接受程度、市民反
映、經濟影響等不同因素，但問責團隊抱
謙虛、學習態度聽取意見，是特區政府抗
疫工作的特色。

林鄭月娥亦表示，在抗疫過程中重視
公開透明及向公眾交代，包括她自一月以
來已27次見記者，亦有68個社交媒體帖文
，每個月都撰寫公開的抗疫報告。她視察
了54個地方，事後亦發出了新聞稿交代。

「全球防疫用品資源緊張，好多口罩都需要用到同一物料，
可以說全世界都在搶這些物料。」 林鄭月娥透露， 「銅芯抗疫」
口罩（又稱 「CuMask」 ）在製作的時候其實非常困難，從構思
到落實、再到生產都需時。在完工前，林鄭月娥自己也曾問過創
科局的同事： 「做了八億元的項目，不如講下有關進度吧？」 但
同事一致認為未到 「講得」 的時機。同事擔憂，講了就拿不到這
些貨，拿不到貨就做不到事。因此，直到最後一批口罩過關來到
香港，政府 「先夠膽講」 。

睹同事被屈 有責任發聲
其實，在科技抗疫的數月中，創科局已不是第一次受委屈。

林鄭月娥憶述，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蔓延以來，有數以萬計的
返港人士要接受14天的家居檢疫。然而，靠分配人手去時時上
門巡查隔離人士，以確保隔離人士在家，明顯是效率低、而且效
果差。為了解決巡查問題，創科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開
始研發電子手環，且在運用後的三個月內不斷改進。然而，電子
手環惹來反對派指摘，稱有港人入境近一周仍未收到密碼可啟動
手帶，認為手帶 「甩漏」 多。林鄭月娥認為，事物發展和完善需
要一個過程，面對符合事實的批評政府欣然接受，但有的人卻因
手環有瑕疵而對研發部門 「抓住不放」 ，更強硬要求資訊科技總
監在電台上道歉。 「不做事還好，一做事，而且真的是日以繼夜
地做，卻還要被要求道歉、被屈 『黑箱』 操作。作為特首，我覺
得我有責任為同事平反。」

創科潛力大 抗疫見真章
特首相信，同事們依然會保持做事的熱情，不忘初心。 「事

實證明，電子手環在改進下依然起到監督家居檢疫的作用；而
CuMask在開放登記後的第一日，就有200多萬市民登記。從數
據可以看到，市民還是歡迎有這樣的可重用口罩的。所以我會以
這些事例去鼓勵我的同事，迎難而上，不要畏懼他人批評，我們
如果做的是對的，最終社會是看得到的。」

「今次的抗疫工作，真的凸顯了香港在創科應用方面的潛力
。」 林鄭月娥表示，以前創科方面似乎較少看到轉化成果，很多
都是做了研究、參加比賽、拿獎之後 「就放在那裏」 。而抗疫以
來，除了電子手環和CuMask，本港高校研發的殺菌塗層、官民
合作研發的互動地圖儀表板等，皆能證明創科轉化的潛力。她續
說，為將香港打造成國際創科中心，自己上任以來就很關注這一
行業，例如每年財政預算案中，投入大量資金到科學園、大學的
研發機構等。她希望今後本港創科行業與大灣區繼續加強合作。

談及新上任的創科局局長薛永恆，林鄭月娥亦給予其充分的
肯定：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師，在機電工程署任職時，亦將
創科應用得非常好，相信他能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拉布是阻經濟復甦攔路虎

要攬炒還是要發展？
市民請深思

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夾擊，對
香港經濟造成連環重創。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
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及財政預算
案中的措施已為經濟復甦鋪路，未
來希望通過把握大灣區及 「一帶一
路」 等機遇，發展金融、創科、專
業服務、出入口業，重振經濟。林
鄭月娥形容議會 「拉布」 是擋在本
港經濟復甦面前的 「攔路虎」 ， 「
攬炒」 禍及的是全香港市民。她希
望每一位市民深思： 「攬炒的目的
是什麼？我們是要攬炒的香港，還
是要發展的香港？」

大公報記者 文軒、石璐杉、湯嘉平

絕不姑息暴力 反對外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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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拉布是擋在本港經濟復甦面前的攔路虎，
攬炒禍及的是全香港市民。

◀特首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接受
大公報獨家專訪

特首抗疫日誌

••特首離港特首離港
赴瑞士達赴瑞士達
沃斯出席沃斯出席
世界經濟世界經濟
論壇年會論壇年會

••香港出現香港出現
本地首宗本地首宗
確診病例確診病例
，，特首翌特首翌
日馬上坐日馬上坐
飛機返港飛機返港

••特首清晨六點抵港後隨特首清晨六點抵港後隨
即會見專家即會見專家，，並於當天並於當天
公布將香港的應變級別公布將香港的應變級別
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
，，此後所有的跨部門會此後所有的跨部門會
議都由特首主持議都由特首主持

••特首表示特首表示，，作出抗作出抗
疫期間最困難的一疫期間最困難的一
個決定個決定，，即禁止湖即禁止湖
北省居民和過去北省居民和過去1414
日到過湖北省的非日到過湖北省的非
港人入境港人入境（（該措施該措施
於於2727日推行日推行））

••落實強制檢疫安排落實強制檢疫安排，，所所
有內地抵港人士需要有內地抵港人士需要
1414天強制檢疫天強制檢疫，，至今至今
為止發了超過為止發了超過1010萬張萬張
檢疫令檢疫令，，相關檢疫人士相關檢疫人士
零確診零確診

••宣布將防疫宣布將防疫
抗疫基金加抗疫基金加
碼至碼至300300億元億元

••向所有於抵港前向所有於抵港前1414日日
曾到該等國家或地區曾到該等國家或地區
的人士的人士（（不論是否香不論是否香
港居民港居民））發出檢疫令發出檢疫令

••不准所有非香港不准所有非香港
居民從海外國家居民從海外國家
或地區乘搭飛機或地區乘搭飛機
抵港入境抵港入境

••餐飲處所須要遵循六項防疫餐飲處所須要遵循六項防疫
的營運要求的營運要求，，而六類場所而六類場所（（
遊戲機中心遊戲機中心、、浴室浴室、、健身中健身中
心心、、遊樂場所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公眾娛樂場
所所、、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
處所處所））須關閉須關閉

••禁止多於四禁止多於四
人在公眾地人在公眾地
方的群組聚方的群組聚
集集

••卡拉卡拉OKOK場所場所、、麻麻
將天九耍樂處所和將天九耍樂處所和
夜店須關閉夜店須關閉，，以及以及
美容院美容院、、會所和按會所和按
摩院須提升防疫措摩院須提升防疫措
施施

••酒吧須關閉酒吧須關閉

••公布第二輪涉及公布第二輪涉及13001300
億元的抗疫基金億元的抗疫基金

••公布延長所有公布延長所有
加強社交距離加強社交距離
的法定措施的法定措施1414
天至天至55月月77日日

••內地抵港者實內地抵港者實
施強制檢疫令施強制檢疫令
有效期由有效期由55月月77
日延長至日延長至66月月77
日日

••放寬多項社區隔離放寬多項社區隔離
措施措施，， 「「限聚令限聚令」」
由四人放寬至八人由四人放寬至八人
，，食肆每枱食肆每枱 「「限客限客
」」 同步放寬至八人同步放寬至八人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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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到口罩廠了解生產情況，並向紡織師傅及工友們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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