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首宗爆出護老院確診個案的
「港泰護老院」 ，該群組累計45人確
診，其中九人死亡，病毒亦擴散至整
個社區。原本一個山上老區，街坊鄰
里碰面互相問好，疫情下驟變得愁雲
慘霧、人心惶惶，街坊頓成陌路人。
在慈雲山居住大半世的吳婆婆感到無
奈， 「病毒係咪同慈雲山有仇！」 如
今內地支援隊馳援香港，她希望盡快
控制疫情，讓 「愁雲山」 重見曙光，
回復昔日人人展歡顏的慈雲山。

距爆疫的港泰護老院不足300米的
毓華里，全條里五間店舖關門。中午
時候，店舖對開的巴士站沒有乘客，
人跡罕至，唯獨一間五金雜貨店開門

營業，店舖老闆娘吳婆婆年近花甲，
但她仍日日開店營業，惟冷清清的街
道顧客渺然，生意大減，由每日千元
生意跌至兩三百元， 「周圍都無裝修
工開工，點賣得郁。」 店舖平時靠街
坊、附近地盤工和清潔姐姐幫襯買凍
飲等。

吳婆婆店內張貼多張防疫資訊海
報，包括要求客人入內須戴口罩的標
語。 「街坊同我傾偈，都要戴好口罩
先，無口罩唔講嘢，屋企都有足夠防
疫用品，日日用漂白水擦四周。」 她
說時雙眼通紅，原來她的丈夫和母
親去年相繼離她而去， 「到宜家都
唔習慣先生離開咗我，得我一個打理
舖頭，仔女有時放假都會幫吓手。」
子女亦勸她關門避疫，但她堅持開舖
營業，說白點，就是掛念亡夫。 「坐
係屋企可以做啲咩，不如返舖賣嘢，

先生積存嘅貨都拎出嚟，賣得一件得
一件。」

記者問她怕不怕病毒， 「驚！連
續幾日睇到過百宗確診，有啲心理壓
力，但我會鎮定，殺到埋身都要食。
」 她已做足防護，隨身備有口罩和眼
罩。面對區外人聞慈雲山色變，她
感慨道： 「17年前沙士重災區係牛
頭角淘大，當時慈雲山無嘢，都唔
知啲病毒點樣爬上山，好地地嘅老
人家咁就走咗，我哋好無辜！已有超
過40人死於新冠肺炎，身邊嗰啲人話
親戚朋友聽到慈雲山三隻字就唔肯嚟
，感覺慈雲山被 『孤立』 ，住咁耐都
未見過。」

爆疫的港泰護老院位於慈雲山，
吳婆婆說28年前因需送奶奶入住護老
院，曾參觀過港泰，已察覺該院衞生
環境差。港泰隔鄰的惠康是她每日購
買日用品必到的超市，爆疫後她不敢
路經港泰一帶，每天活動範圍只限於
由店步行到家的一條路。

政府早前推出的慈雲山檢測計劃
，其服務對象僅限公屋住戶，未有包
括重災區毓華里一帶的居民。 「派樽
都未輪到我」 ，吳婆婆寄望內地支援
隊讓慈雲山重現曙光： 「我都幾有信
心」 。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政府公布收
緊限聚令，由四人收緊至上限兩人，為期至本月
11日，措施中包括停業令，惟仍有人罔顧傳播風
險違反限聚令，警方發現元朗一工廈內party
room涉違例營業，男負責人被捕；另在長沙灣破
獲地下竹館，被捕10名男女涉違限聚令。

警方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昨凌
晨一時許，突擊搜查元朗宏業東街一幢工廈內一
間party room，當時場內有9名男子聚會，24歲
的男負責人被捕，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
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

此外，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前日（5
日）下午約五時三十分，突擊搜查長沙灣道一目
標單位，搗破一個地下竹館，拘捕10名男女，
其中一名姓麥（49歲）女子為主持人，涉嫌 「
管理賭博場所」 及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
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

其餘兩男七女為賭客（46至80歲），涉嫌 「
在賭博場所內賭博」 及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條例》（第599G章）；行動中，
警方檢獲兩張電動麻將枱、兩副麻將及約1200
港元賭款。

獨自苦守丈夫店舖 冀內地幫助帶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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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room地下竹館多人犯聚被捕
【大公報訊】工聯會昨日召開記者會，要求

特區政府在下輪 「保就業」 計劃中修補漏洞，即
時發放失業現金津貼及停工津貼，長遠則要設立
「緊急失業援助金」 ，最高每月發放15000港元
，真正急市民所急。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疫情下失業率上升
，政府早前公布食肆禁晚市堂食以及12類處所限
制營業，從業員再一次被迫放無薪假。近來收到
反映，有僱員居住的大
廈因有確診個案，被僱
主強制放14日無薪假隔
離，兼且要自費做檢測
，加重了他們負擔。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
主任唐賡堯批評， 「保
就業」 計劃存在多個漏
洞，計劃期內政府共收
到約26萬份自僱人士申
請，但當中逾15萬份申

請7500港元資助被拒，儘管當中不少自僱人士是
符合 「保就業」 計劃下自僱人士的資助條件，但
至今仍未收到申請被拒的原因。

曾為港澳船高級船員的梁先生表示，政府有
關防疫基金及 「保就業」 計劃措施，完全未能受
惠。從事旅遊領隊的黃先生指出，他自去年八月
已失業，現時只能靠積蓄度日，但如情況不改善
，生活也成問題，故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支援及改

善經濟。
工聯會建議，特

區政府即時發放為期
半年的9000港元 「
失業現金津貼」 ；
向受停工影響的僱
員，直接發放 「停工
津貼」 ；長遠要設立
「緊急失業援助金」

， 最 高 每 月 發 放
15000港元。

工聯會促保就業發放失業停工津貼

真係好驚街坊全套防疫衣上陣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道：在

疫情重災區慈雲山，確診者居住的大廈
或地點已近40處，其中慈雲山的公屋組
群更是重災區。大公報記者先後到慈樂
邨和慈正邨了解，居民穿上多重防護裝
備嚴陣以待，人心惶惶。

據衞生防護中心公布的數字顯示，
慈樂邨樂仁樓、樂旺樓及樂信樓有逾十
宗證實確診，當中三名長者（年齡介乎

60至80歲）確診後死亡。其中慈雲山慈
樂邨及慈正邨先後有近20宗住戶確診，
死亡人數更有四宗，當中涉及源頭不明
個案，大公報記者在現場所見，居民進
出樂旺樓有高度防疫意識，戴上口罩、
護眼罩，部分更穿着全套防疫衣，對疫
情嚴陣以待。

管理處在邨內各大廈出入口和大堂
內均張貼緊急通告，提示居民在邨內務
必佩戴口罩，亦指示承辦商為邨內公眾
地方進行消毒，包括樓梯走廊、地下大
堂及升降機，並加派人手為入內人士量
度體溫，又在公園或空曠等地張貼告示
，呼籲居民不要聚集及必須佩戴口罩，
以免增加感染新冠肺炎風險。

幢幢都有確診 唔驚就假
住在樂旺樓近十年的張太表示，曾

與大堂管理處溝通，但對方未知涉事確
診住戶樓層。對於有邨民中招，她說：
「真係好驚㗎，你知唔知依度每幢都有

六至七人確診，唔驚就有假。病毒係隱
形，唯有大家做好啲安全措施。」

住在樂仁樓逾五年的文太表示，疫
情爆得好嚴重，盡量少出街，戴上口罩
和護面眼罩才落街買餸煮飯，回家會做
足消毒程序，希望政府盡快控制疫情。

梁子超：街市人流管制更重要

▲慈樂邨居民面對疫情，做好個人防護
措施，有居民外出都穿着全套防護衣

大公報突發組攝

▲市民進入慈雲山街市前須戴口罩及量
體溫，並在智能消毒站消毒及領取一次
性手套及面罩

◀警方在元朗一
間party room發
現有九人聚集，
男負責人涉違反
停業令而被捕
大公報突發組攝

◀警方在長沙灣
搗破一個地下竹
館，拘捕十名男
女涉嫌違反限聚
令

▲工聯會要求特區政府急市民所急，在下輪 「保就
業」 計劃中發放失業現金津貼及停工津貼

疫境無情，人間
有愛。受第三波新冠疫情重

創慈雲山，外人不再敢踏進山邨
半步，居民被孤立，店舖紛關門，
惟區內一間五金雜貨店無生意下仍堅
持冒險營業，原來，去年喪夫的老闆娘
吳婆婆藉着看守店舖思念亡夫，愛的力
量支撐着這位婆婆孤身對抗疫境。

大公報記者
楊州（文） 文澔（圖）

疫 境 ‧ 世 情

疫下憶亡夫 婆婆：我好孤單

坐係屋企可以做啲咩，
不如返舖賣嘢

檢測計劃設限，
派樽都未輪到我

▲外界聞慈雲山色變，吳婆婆感慨道： 「都唔知啲
病毒點樣爬上山。」

▲在慈雲山居
住的吳婆婆面對嚴
重疫情，仍獨自打理
亡夫生前留下的五
金雜貨舖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過去
三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維持在雙位數字
，惟街市頻爆疫情，遍及慈雲山、北河
街、牛池灣等多區，而食環署轄下紅磡
及土瓜灣街市本周二又發現17宗確診。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指
未爆疫的街市應做足防控，除戴口罩、
面罩外，亦須保持室內通風，減低傳播
風險，並強調人流管制更重要，減少大
量人群在同一時段聚集， 「始終病毒靠
人傳人」 。

慈雲山防控做法值得參考
慈雲山為第三波疫情重災區，不少

確診者都曾到過慈雲山中心的商場及街
市。慈雲山中心上月17日深夜起作全場
噴霧消毒，翌日商場及街市關閉一日，
在公眾較多接觸的位置施加抗病毒塗層
。19日重開後，所有進入商場及街市的
人均須佩戴口罩，並於31日起實施新措
施，進入街市前須戴口罩及量體溫、於
街市入口的智能消毒站消毒及領取一次
性手套及面罩。另外，街市每隔兩小時
以1：49稀釋漂白水消毒，每晚亦會進
行徹底霧化消毒。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
超表示，慈雲山街市的防控做法值得各
區街市參考，特別是未爆疫的街市，戴
口罩、面罩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病

毒傳播，但對已爆疫且傳播規模大的街
市，若要完全斬斷傳播鏈，單靠上述措
施並不足夠，須及早介入，篩檢街市檔
販及員工是否確診，一旦發現確診隨即
隔離，有針對性才能迅速控制疫情。

梁子超續指，食環署對轄下街市的
防控是責無旁貸，要確保街市範圍內的
人均戴口罩，紅磡街市的乾貨亦有確診
，顯示並非只有濕貨高風險，認為街市
須加強人流管制，避免人群在同一時段
湧入街市，百貨、超市亦應如此；室內
環境亦須做好通風，減低傳播風險。他
重申，防疫工作不可鬆懈，否則疫情再
失控，商戶的損失會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