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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利亞食客及盈館職員染疫

該名24歲男患者（第4988宗）住天水圍天慈
邨慈屏樓，近期無業，報稱平日多數留在家中，
間中在住所樓下戴着口罩跑步。他於九月12日發
病，14日去過在嘉湖銀座的薩利亞餐廳食飯。該
餐廳員工需接受深喉唾液檢測。

在旺角創興廣場七樓盈館工作的52歲女職員
（第4992宗），與家人同住在砵蘭街300號，平
日放工後會到旺角街市。她於9月9日發病，由於
有在盈館吃早餐，其17名同事需檢疫。

另一宗無源頭個案是觀塘和樂邨鐘聲慈善社
的57歲女文職人員（第4989宗），住油塘邨美塘
樓，9月9日發病，她的五名同事需接受檢疫。她
於八月底曾到公司毗鄰的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送別同事，當時無接觸長者，衞生防護中心將到
鄰舍中心派發樣本瓶。

其餘三宗與早前個案有關連的確診患者，包
括一名19歲女患者（第4993宗），是在大圍交通
城上班的45歲確診男患者（第4977宗）的家人，
群組累計15人確診。女患者與家人住石硤尾邨美
賢樓，9月13日發病。其早前確診家人無病徵，
曾到過銅鑼灣時代廣場、尖沙咀海港城、屯門鴻
昌工業中心一期。

另兩人包括一名69歲女子（第4990宗），住

樂富邨樂民樓，9月15日發病。一名45歲男患者
（第4994宗），無病徵，住屯門大興邨興輝樓。

資料顯示，早前確診的45歲流浮山女文職（
第4938宗）及45歲男子（第4965宗）亦住在樂
富邨樂民樓，兩人均曾到過恒生荃灣大廈及九龍
城侯王道39-43號。而45歲男患者曾於潛伏期內
到過有線電視大樓。

食肆晚市堂食今日起延長至凌晨，卡拉OK、
酒吧等重開。張竹君表示，經普檢後，發現社區
仍存在一定數量的隱形患者，疫情未斷尾，稍微
放鬆就會反彈。署方前兩日無開記者會，不代表
社區好安全，市民應繼續做好個人衞生。

中秋節避免逗留人多地方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提醒市民，節日

時避免在人多地方逗留太久，除下口罩時間也不
宜太久。

醫管局在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今日起進入
備用狀態，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說，設施自
上月1日啟用，累計近700名確診患者入住，其中
逾500人康復出院，目前只有三名患者。因應可
能有第四波疫情，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會繼續
擴建及興建臨時醫院。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近一周以來
，有七間食肆相繼有員工或食客確診，共十人染
疫。專家認為，食肆等高風險群組應恆常化檢測
，並建議參考普及社區檢測模式，向檢測呈陰性
結果的人發出電子報告，提高高風險群組人士檢
測積極性。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日前表示
，以普檢陽性比率推算，全港仍有40至50名隱形
患者。

食物環境衞生署昨日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時
稱，深水埗萬發海鮮菜館、屯門都城餐廳均曾參
與食肆員工檢測計劃，而銅鑼灣百德新街
Burgeroom、元朗輝記香港仔魚蛋粉則無參與食

肆員工檢測計劃。
在大學從事生物研究的陳小姐經常在外用膳

，她希望食肆鼓勵員工參與檢測，並仿照內地餐
飲業，通過員工出示健康碼，自證健康讓食客安
心用膳。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檢測結果
並無 「保質期」 ，政府應為高風險群組建立一套
恆常化的檢測模式，提醒有病徵的高風險人士，
以及接觸過染疫人士或居住重災區人士，第一時
間去檢測。他建議參考普檢經驗，加快檢測結果
速度，例如在採樣後24小時內，以電子報告或短
訊形式，告知檢測結果，以提高高風險人群參與
積極性，避免陽性個案繼續在社區傳播。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港島薄
扶林發生塌樹壓車驚險意外，一棵種植在薄
扶林路邊斜坡約10米高大樹，昨晨在狂風大
雨下突然連根拔起，駛經的一輛新巴、一輛
專線小巴及一輛的士被大樹壓中，車身均告
損毀，三車內司機及多名乘客飽吃 「驚風散
」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證實有兩人受輕傷
送院，初步不排除塌樹事故與近日連場大雨
有關。

天文台於昨清晨6時20分發出特別天氣提
示，預料高達每小時80公里或以上的強陣風
吹襲香港，各區均下着狂風大雨。至早上七
時許，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蒲飛路，左
邊路邊斜坡種植了一棵約10米高、直徑約0.5
米的橡樹，疑被強風吹襲，加上近日連場大
雨，樹下土壤鬆散，突然連根拔起塌下，橫
亙在對出薄扶林道來回行車線，並壓中剛巧
駛經慢線的一輛970新巴、快線28號專線小巴
，以及對面線的一輛的士。

由於事出突然，在三車內的司機及多名

乘客受驚，紛紛報警求助。大批救援人員接
報到場，協助被困車內多人離開，證實的士
姓李（40歲）男司機、巴士上姓洪（66歲
）男乘客受傷，需送院敷治。被壓中的三車
，擋風玻璃破裂，車身有不同程度損毀及凹
陷。

涉事新巴車長事後猶有餘悸，他說事發
時下大雨，巴士滿載乘客，駛至上址時 「有
個黑影跌落嚟，下意識立即收油，因下雨車
速很慢，若果再駛前一點就無命呀！」

同被樹壓小巴姓盧司機表示，當時他正
駕駛第一轉車，車上有兩名乘客， 「大樹突
然跌落嚟『嘭』一聲，都唔知發生咩事，擋風玻
璃爛晒！」 慶幸他與兩名乘客未有受傷。

受事故影響，現場薄扶林道來回線一度
要全線封閉，多名趕上班、上學市民要落車
冒雨離開，消防員以電鋸將大樹 「斬件」 移
到路邊，再通知相關部門處理。約一小時後
，現場交通逐漸回復正常，警方正就意外展
開調查。

新增九例三宗源頭不明 張竹君籲防疫勿鬆懈

桑拿浴室今重開 料今年無法回本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浴室、泳

池等處所今日重開，為期七天，全港約100個附
設在桑拿及按摩室內的水池也跟隨重開，有北
角水療店負責人稱，按摩服務雖已於上周恢復
，但水池才是場所 「靈魂」 所在，不少顧客慕
名而來，估計重開後會帶動多一成生意增長。

北角店損失慘重
「疫情對我哋影響好大，由二月佛堂群組

爆發疫症開始，我哋生意已下跌八成；第三波
（疫情）爆發，更加要停業，損失幾百萬。」
在北角經營溫莎水療的負責人黃紅櫻說，相信
今年無法收支平衡。

她經營的三間水療場分別在北角、紅磡及
油麻地，當中以北角店損失慘重， 「北角呢間
有40000平方呎，有兩層分男女賓服務，月租

超過100萬，生意大跌又停業，個個月白交租，
唔傷心就假。」 她坦言曾打算結業，但為免員
工失業， 「捱得幾耐得幾耐」 ，上周政府恢復
桑拿及按摩院復業，她才鬆一口氣。

花數十萬元清潔消毒
「復業至今，大約回復以前四、五成生意

，客人入場，會先要求探熱同填寫健康申報表
，場所已徹底大消毒，技師穿全套保護衣幫客
按摩等。」 為準備水池重開，她花數十萬元清
潔消毒，包括紫外線霧化消毒，池水每三小時
消毒一次，每天更換所有池水。

香港特區按摩業總會主席周鎮宇稱，桑拿
水池重開是好開始，他希望下一步可寬免淋浴
間 「隔住開」 措施，避免出現顧客赤裸排隊淋
浴尷尬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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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店場所嚴格按照防疫要求，座位之間除
有足夠距離外，更會加上隔板以防感染

專家：食肆等高風險群組應恆常檢測
【大公報訊】溫莎水療僱用起碼70名全職員

工，另有約100名以自僱形式受聘的按摩技師，
負責人黃紅櫻表示，全部員工包括受僱或自僱，
均已完成病毒核酸檢測，證實呈陰性，才獲准上
班。

對於政府早前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她形容
是及時雨，有助她為復業做好準備， 「我覺得個
時間啱啱好，我哋要確保客人安心嚟場所，就要
畀信心給客人，而所有員工檢測結果呈陰性，就

係最大的信心。」 她稱早前鼓勵員工自願參與普
檢，結果是百分百員工參與。

普檢結束後，醫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門診有派
發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免費為市民檢測，但今
日加強服務後，也只有31個派發點，而且派發樣
本包、收集深喉樣本規限在早上各一小時內。

黃紅櫻認為，必須加強有關服務，例如增加
派發點，增加派發時間等，讓有懷疑的市民可隨
時進行檢測。

全體員工自願參加普檢

今年多宗塌樹意外
日期

2020年5月22日

2020年6月5日

2020年6月15日

2020年6月16日

2020年6月18日

2020年7月31日

事件

沙田博康邨一枝約八米長樹椏突然折斷，
跌下時擊中一名73歲老翁頭部，事主送院
救治。

斧山道東九龍分科診所對開，一棵約五米
高榕樹幹疑受大雨影響突然斷裂塌下，三
名男女途人被樹椏擊中受傷。

熱帶低氣壓鸚鵡襲港後翌日發生數宗塌樹
意外，其中上水北區大會堂對開有四米長
的樹枝塌下，擊中一名62歲老翁頭部。

大圍積信街有一截兩米長樹枝突然塌下，
擊中一名85歲老婦頭及腳部，送院治理。

元朗炮仗坊遊樂場兩名52歲及76歲男子於
一棵橡樹下觀看捉棋，突遭兩條一米長的
枯枝墮下擊中受傷。

尖沙咀栢麗大道近美麗華商場對開有一棵
大樹塌下，一對63歲及38歲的母子走避不
及遭擊中受傷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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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反 覆
大公報記者 劉昕

本港疫情最新數字
染疫總數*

單日新增*

累計死亡

*截至今日凌晨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4994人
9宗

（6宗本地個案，3宗
輸入個案）

102人
▲創興廣場內盈館女職員確診，由於她有在盈館
食早餐，其17名同事需隔離檢疫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按摩服務上周已經重開，場內所有技師都須穿
上全套保護衣幫客人按摩

狂風驟雨大樹倒塌 三車被壓兩人受傷

本港再有食肆員工與食客確診，昨日新增九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
六宗為本地感染，三宗源頭不明，包括天水圍嘉湖銀座薩利亞餐廳一名24歲
男食客，以及旺角創興廣場盈館一名52歲女職員。衞生防護中心會向薩利亞
餐廳員工派發樣本瓶，盈館有17名職員會送去檢疫。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表示，過去兩日雖然無召開疫情記者會，但不代表社區安全，仍
有隱形患者在社區。臨近中秋節，政府提醒市民盡量少去多人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