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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 電影金像獎明年首次停辦
【大公報訊】記者溫穎芝、陳惠芳

報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影壇
盛事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 明年的頒
獎禮將停辦一年，延至2022年合併兩年
為一屆舉行，是破天荒首次。香港電影
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解釋，疫情令今
年有資格參選的電影寥寥可數，籌備工
作亦受重大影響，延期是無奈決定，強
調合併兩年的電影競賽不影響金像獎的
公正性及代表性。

香港電影金像獎往年通常在四月中
舉行頒獎禮，受疫情影響，今年的第39
屆金像獎最終改為五月在網上公布得獎
名單，是金像獎舉行以來首次沒有實體

頒獎禮。金像獎大會昨日公布，鑒於疫
情一直在變化，加上戲院曾兩度停業，
原本今年將上映的電影亦因此延期，經
審慎討論後，決定將 「第40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 延期舉行，涵蓋2020年及2021
年符合金像獎入圍資格的電影，並於
2022年首季合併進行投票及頒獎儀式。

爾冬陞：不會影響評審
目前身在內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協

會主席爾冬陞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延期
主要因在港上映片量少，截至9月28日只
有10多部電影上畫， 「不管是年度影片
數量問題、還是市道問題，就疫情影響

下頒獎禮的籌備都受到重大影響，好像
場地及人手問題，所以最後我們才作出
這無奈的決定。」 至於合併兩年的電影
參賽，數量多了，評審會否很困難？爾
冬陞指不會，因這段時間在港上映的片
量不多，而過往曾有年度選片數量超過
100部，強調延期絕不影響金像獎的公正
性及及代表性。

延至2022年一併舉行
過去每年金像獎頒獎禮都辦得有聲

有色，業界人士對於延期有不同意見。
曾志偉支持延期，認為疫情令開戲量大
減，港片產量少之又少，再者金像獎運

作需配合大量人手運作，延期可有更多
時間將頒獎禮辦得更加有聲有色；《死
因無可疑》導演袁劍偉對大會表示尊重
；英皇發言人稱，今年甚少電影上映，
金像獎延至2022年舉行可以理解。

高先電影發言人則表示有點遺憾，
感覺香港電影將消失了一年，明年更沒
有談論話題，但尊重大會的決定。不過
將兩屆合併一屆舉行，對今年上映的電
影有點不公平 。

疫情影響下不少大型電影頒獎禮都
改期或轉為非實體進行。台灣金馬獎昨
日亦宣布，明日於線上公布入圍名單，
並於11月21日舉行頒獎典禮揭曉賽果。

及早培訓檢測員 應對下一波
檢測站主管：普檢是抗疫路上重要演習

「第四波疫情在冬季是一定
會來！」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
劉少懷認為，若再出現源頭不明
個案，數量不斷劇增的話，就要
立即進行大規模檢測，做到早識
別、早隔離、早治療。 「東南亞
國家，以至歐洲、澳洲的疫情都

不斷反覆，未來如何
為來港的人和貨
物檢驗，將是抗
疫防疫的第一道

防線」 ，他
呼籲市民切
勿見疫情
放緩就掉
以輕心。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
沛報道：經歷香港第一次大
規模檢測，四位社區檢測中
心主管各有難忘的體驗及故
事。參與普檢醫護人員的專
業精神、為市民服務不遺餘
力，令他們引以為傲；市民
的每一句支持、每一份小禮
物，以及點點滴滴的動人時
刻，亦長留他們心中。

鳳琴街體育館檢測中心
是其中一個最忙的檢測中心
，張惠英回想13天的普檢工
作，有苦也有甜，而最讓她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個採樣
員對工作的熱情和責任感，
「好多醫生、護士都特意在

當值前一晚來看看現場環境
、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為的
是第二天當值時能迅速趕上
工作進度；中場休息食飯時

間本來是一個小時，但很多
人為了讓市民不用等那麼久
，吃15分鐘就回來了。」 憶
述一幕幕並肩作戰的畫面，
張惠英臉上也泛起了暖心的
笑容，她說，為了幫更多市
民採樣，檢測中心的工作人
員忙到普檢的最後一刻，連
一張大合照都沒有機會拍，
但與同袍並肩作戰的每一幕
將永留在心中。

為優秀醫療團隊自豪
「每天比所有人都來得

早，走得比所有人晚，大至
採樣時人員程序會否出錯，
小至安排排隊市民入場，每
一樣都關我事。」 簡志強笑
言這個主管不易做，但認為

「既然還有能力，為什麼不
做？」 簡志強分別在兩個檢
測中心服務，曾與紅十字會
和醫療輔助隊的團隊合作，
他認為讚揚不同團隊單純想
為市民服務的心是一模一樣
，以香港有這樣優秀的醫療
團隊而自豪。

「說起來很肉麻，但市
民一句謝謝真的再苦都值了
。」 林建群憶述，不少市民
都特意送一些禮物給採樣員
，有花、有心意卡，甚至有
一些小零食，但最讓他覺得
暖心的是市民有禮貌的一句
道謝。劉少懷呼籲，市民一
定要謹記在防疫抗疫上保持
謹慎， 「保護好自己就是對
醫護人員最大的支持。」

市民一句感謝 再辛苦都值得

同 心 抗 疫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普及社區檢測切斷社區傳播鏈，為抗疫起到關鍵作用。四位曾經參與普檢工
作的檢測站主管一致認為，普檢是本港抗疫路上的重要演習，為未來或再推行大
規模檢測打好基礎。然而本地檢測人員不足，他們建議政府抓緊時間，培訓至少

1000人以上的檢驗團隊，應對第四波疫情
來襲。隨着近期疫情放緩，有檢測站主管
認為，是時候推行港康碼與健康碼，一個
對內，一個對外，但亦呼籲市民切勿因疫
情放緩就掉以輕心。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解雪薇報道：第三波
疫情爆發以來，本港多個街市淪為爆疫點，累計逾10
名街市員工確診，其中魚檔攤販佔至少六名。港大團
隊日前走訪多個街市，發現不少街市魚檔會懸掛毛巾
於攤位前，供顧客挑選海鮮之後抹手。香港大學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此舉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建議魚檔提供一次性紙巾，並提醒市民盡量不要直
接接觸街市海鮮。

《港大抗疫最前線》團
隊上周四（24日）走訪中西
區、油尖旺區和葵青區的四
間街市的魚檔，發現其中三
個街市的大部分魚販確會提
供共用毛巾，大多數顧客更
是 「落手」 揀魚，部分人順
手拿共用毛巾擦手。雖然只
是上午時分，毛巾已被多人
使用，有污漬附着，有些已
經發黑。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紅磡

街市所見，不少魚檔均掛有供顧客挑選魚後的抹手布
。記者逗留十多分鐘觀察，發現使用抹手布的顧客不
多，但仍有人買魚後疑因找不到紙巾，輕摸抹手布一
下。有街坊稱，疫情後已提高警惕， 「梗係唔會用條
布啦，都唔知擺幾耐，我自己有紙巾，會用紙巾抹手
後，再用搓手液消毒雙手。」

有魚檔職員向記者表示，會不定時清潔抹手布，
至於多久清潔一次，他說沒
有準則， 「一般一個鐘一次
啩，會用番梘水清洗抹布一
次。」

袁國勇提醒，魚檔潮濕
低溫的環境，令病毒可長時
間存活，經觸摸或動物而擴
散。他建議魚檔提供一次性
紙巾給顧客擦手，而不是提
供共用毛巾，並強調在食用
之前一定要將魚徹底煮熟，
以減少生食和熟食以及廚具
之間的交叉感染。

魚檔共用千年毛巾憂新冠交叉感染

▲港大團隊發現，不少魚檔會懸掛毛巾於攤位前，
供顧客抹手 大公報記者方學明攝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解雪薇報道
：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
繼連續七日錄得單位數後，再度回升至雙位
數。三宗本地個案均與早前個案相關，再多
一名啟德沐泰街地盤工人確診。大公報記者
昨日到訪涉事地盤發現，附近環境衞生惡劣
，草叢間隨處可見廢棄口罩，有同地盤工人
擔心染疫，多備口罩傍身；亦有人擔心中午
用膳處擠迫人多，增加傳染風險。政府專家
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
，今次地盤涉及範圍較小，相信不會出現大
爆發。他提醒，社區隱形傳播鏈未斷，不宜
放寬防疫措施，並呼籲高危群組接種冬季流
感疫苗。

何文田一歲男童中招
新增的三宗本地個案，包括一名一歲男

童（第5071宗），居住於何文田鴻興閣；另
兩宗分別為馬鞍山錦龍苑龍耀閣的43歲男子
（第5072宗）及屯門寶田邨六座的42歲女子
（第5075宗）。據了解，43歲男子是前日確

診的啟德沐泰街22歲平水工人（第5064宗）
的同事。

大公報記者昨到該地盤觀察，發現涉事
地盤已經停工，僅剩餘少量保安人員在現場
駐守。旁邊多個地盤則繼續進行工程。有工
人表示擔心感染新冠肺炎，但為了 「搵食」
沒辦法， 「我哋做地盤工手停口停，唔做嘢
就無錢，唯一可以做係加強防疫。」 他直言
帶備多個口罩傍身，盡量與別人少接觸。

另一名清潔工人則稱，中午時分有過百
人逼在沐泰街行人路上用膳，擔心增加互相
感染的風險， 「附近冇飯堂，主要靠外賣車
供飯畀附近最少五、六個地盤工人享用，外
賣車大概中午12點到，之後工人一窩蜂出去
買飯，再席地開飯，呢刻最易互相感染。」

政府的防疫及社交距離措施星期四屆滿
。消息指，政府傾向延長四人 「限聚令」 ，
及食肆每枱最多四人等規定，正討論放寬宗
教及團體活動的人數限制，但擔心疫情會反
彈，因此未必會大幅度放寬。許樹昌認為當
局要謹慎處理。

確診回升至10宗 啟德地盤增一例

▲香港電影金像獎繼今年改為在網上公布
得獎名單後，明年的頒獎禮亦將停辦一年
。圖為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的第38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倘反彈即大規模檢測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劉少懷
（屏山體育館檢測中心主管）

香港醫療輔助隊衞生防護課
課指揮林建群認為，倘疫情再次
爆發，有必要再次進行大規模檢
測，但他坦言，若要全民檢測，
現時的醫療團隊未必能應付。 「
普檢讓前線的採樣人員得到了寶
貴的經驗，但這次實
際進行檢驗工作
的都是內地專
家，香港醫護人
員只有採樣經驗
，政府應趁第
四波疫情殺到
前，培訓至少
1000人的檢
驗團隊。」

採樣人員獲寶貴經驗

香港醫療輔助隊衞生防護課課指揮林建群
（香港體育學院檢測中心主管）

簡志強是懲教署前助理署長，今次亦為普檢出分
力，他說，普檢已成功為香港未來的抗疫路奠定基礎
，目前可同步推行港康碼與健康碼，一
個對內，一個對外， 「一些粵港澳三
地之間的經商、探親往來已因疫情拖
延甚久，實在是時候要重新啟動，健
康碼的成效不單在澳門、內地可見，
甚至連泰國等地都正在進行類似措
施。」 他認為好的政策與措施，
市民遲早會明白其好處。簡志
強建議政府應多就港康
碼和健康碼做推廣。

現在是時候推行健康碼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張惠英（圖右）參與普檢工作
，丈夫更特意來探班，令她暖上心頭。張惠英憶述曾
有一個三十多歲、患有嚴重頸椎疾病的市民撐着枴杖
來檢測，對她說： 「政府為我哋做咁多嘢，我只要仲
來得，一定支持！」 這番話令她十分感動。

「普檢已經結束，但有必要制定一套恆常化、針
對高危群體的檢測方案，包括定期為老人院舍、食肆
、美容院的工作人員進行檢測。」 張惠英亦建議盡快
設立港康碼，讓市民在本地出行、消費更有信心，屆
時市民可以透過一個二維碼或一個手機應用程式，立
刻得知最新疫情資訊， 「港康碼不但可令群體更安心

，還能夠確保本地經濟能更
大程度、更安全地恢復正

常」 。她又認為教師和
餐飲從業員等，因經常

要接觸不同的
人，應該定
期接受檢
測。

有必要恆常化檢測機制

懲教署前助理署長簡志強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及香港體育學院檢測中心主管）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張惠英
（鳳琴街體育館檢測中心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