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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年輕化 近六成新症40至64歲
糖尿病患者有

年輕化趨勢，醫院
管理局昨日發表

《糖尿病治療綜觀2019/20》，顯示
2019至20年度有逾49萬在醫管局接受
門診服務的糖尿病患者，逾半為65歲或
以上，而4.1萬新症中近六成屬40至64
歲的中年患者。

報告指，18至39歲的年輕患者血
糖平均值控制較差，近兩成患者血糖
平均值高達9%，超出標準兩個百分
點。醫管局糖尿病服務中央委員會主
席梁彥欣指，血糖平均值每高1個百分

點，併發症風險會增加20%至30%，
年輕患者控制較差的原因是生活忙
碌、飲食不健康和缺乏運動等；加上
患者中一型糖尿病比例較高，需每日
注射胰島素， 「控制都難啲」 。她呼
籲年輕患者要重視「自我管理」。年度
在醫管局接受門診服務的糖尿病患者
中，18至39歲的年輕患者有約9400人。

醫管局糖尿病服務中央委員會質
素保證小組委員會主席蔡祥熙接受大
公報記者訪問時稱， 「醫管局過去都
有糖尿病患者概況報告，今次首度公
開，因患者有年輕化趨勢，希望令更

多市民關注，有健康的生活習慣和飲
食習慣。」

疫下少運動 病情易惡化
蔡祥熙稱，疫下社交距離措施令

糖尿病患者病況兩極化發展，禁堂食
措施下有部分病人進食分量減少，病
情改善，但有較年輕患者因疫情減少
運動，病情惡化。他又稱，健康生活
習慣和飲食習慣十分影響病情發展。

報告顯示，2019至20年度約三分
之二糖尿病患者在醫管局普通科門診
就診，三分之一在專科門診就診。醫

管局糖尿病服務中央委員會聯席主席
周偉強估計，至2024年，在醫管局接
受治療的糖尿病患者將增至62.7萬
人。他又指，醫管局過去致力改善需
求管理，比如擴闊藥物名冊、公私營
協作計劃等，但糖尿病人愈來愈多，
將來對醫管局服務有一定挑戰。

糖尿病併發症患病率方面，梁彥
欣指，近四成糖尿病患者同時患有糖
尿腎病，而同時患有三期或更晚期的
慢性腎病的患者分別約15%（普通科
門診就診）、31%（專科門診就診）。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



老字號蝕住做：唔甘心就咁執笠

工聯會：逾三成會員失業或放無薪假

生記海鮮飯店由1976年開始在灣仔開舖，至
今已經歷了44年歷史，堪稱老字號。老闆黃立仁子
承父業，小時候已在飯店協助父親打理生意。他年
輕時曾到外國讀書，完成學業後回流香港找工作，
但見父親身體轉差，故經常到飯店幫手。黃立仁
說： 「那時做兩份工，一邊工作，一邊幫父親打理
生意。」 後來父親過身，他不想母親操勞，辭去外
邊的工作，專心打理飯店。

新春後恐爆骨牌結業
與其他食肆一樣，疫情下飯店的生意一落千

丈，黃立仁訴苦， 「去年12月生意比前年同期大跌
七成，晚市更慘，不能堂食，生意插了八成。頓了
一頓，他續說， 「去年幾乎全年都蝕住做。」

冬至、聖誕和元旦原是餐飲業旺季，但因為傍
晚六時起禁堂食，業界眼白白看着黃金檔期消失。
黃立仁慨嘆餐飲旺季（12月至2月）變寒冬，若果
到新春仍不放寬限制，估計將爆餐廳結業潮，連鎖
效應下，其他行業也會爆結業潮，本地經濟進一步
下跌。

逆境求存，黃立仁已想辦法努力抗 「疫」 ，

「為了捱過寒冬，想了很多外賣推廣，自組車隊送
外賣、到會」 。不過，今次夜禁堂食實施已近50
日，飯店只靠午市和外賣， 「根本不能為皮！」

與夥記一齊勒緊褲頭
飯店一班夥記對這個老字號生記有着難以言表

的感情，身為老闆，黃立仁陷入兩難：不想炒人，
也不想放棄生記。

黃立仁表示已想好辦法， 「如果將過往的積蓄
用上，希望再頂三個月，如果疫情好轉，市面再旺
返，飯店還有一線生機，可以維持下去」 。

「我同餐廳夥記講了，沒有生意就少些返工，
有多少做多少，一齊勒緊褲頭捱過去！」 黃老闆說
着說着，有點哽咽。

黃老闆知道如果呼籲政府重開晚市，一定會有
人反對，但他指業界大部分都很自律，衞生亦做得
很足夠。 「近來感染個案都同飲食業無關，而且晚
市禁堂食令下，夜晚有不少市民在街邊進餐，個個
凍到震，又要在街邊進食，對香港市民是個折
磨！」 當然，他說無論如何，還是希望整個疫情快
快過去，回到昔日好時光。

政府昨日公布延長已實行多時的社交距離措施一星期，包括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
食安排，即至少在2月3日前仍要限聚。 「限堂食令」 已實施超過40日，橫跨冬至、聖
誕和元旦旺季，本港餐飲業苦不堪言；反觀內地因疫情受控，餐飲業復常營業，不少內
地餐飲股節節上升。有本港的老字號飯店老闆大吐苦水，去年做生意基本上是全年 「蝕
住做」 ，理解政府的措施，若疫情再不能受控，結業潮難免， 「估唔到生意從爸爸傳到
我手上，分分鐘就咁執咗，好唔甘心！」

疫下限客禁堂食 飯店生意插八成

大公報記者 韓玉琼（文） 賀仁（圖）

健身室噩夢 舒適堡與Goji Studios遭追租

醫健事

劏房研訂標準租約 禁加租逾15%
【大公報訊】記者關據鈞報道：

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匯報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的工作進展。據了解，小組主流成員
傾向建議政府為劏房訂立標準租約，
未有明顯共識的，包括可長達4年的
「死約」 以及規管加租幅度不能高於
15%等。小組預計會在3月底前完成研
究，並提交報告予政府。

「2+2」方案未有共識
據了解，小組較有共識的建議，

是建議政府為劏房訂立標準的租約，
包括列明租期、租金，以及水費和電
費等安排。部分未有主流共識的，包

括可長達4年的 「死約」 ，即以 「2+
2」 方案，先完成兩年 「死約」 後，原
租戶可以原條款再續租兩年。

另一些有主流共識的建議，就是
規定劏房租金加幅不能高於15%；業
主需提供半年通知期；強制租約打釐
印。

文件提到，無論推行什麼方案，
都有幾項重要原則要考慮，包括劏房
仍然有實質需要，並非取締；基於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基本
法》，任何租管措施都不能不合比例
地侵害業主的私產權；租管或會令劏
房供應大減，將基層推至更惡劣環
境；業主在租管前 「先發制人」 即時

加租；業主經 「二房東」 分租繞過租
管，以及政府已致力增加房屋供應，
租管可設日落條款。

小組亦認為，部分劏房戶或因租
務市場資訊不足而容易遭受剝削，因
而會探討如何增加有關劏房的資訊，
協助基層戶了解租客及業主各自的權
利和義務，以及爭取較合理的租金水
平。

有代表業主的小組成員認為，討
論方向偏幫租客，認為就算推劏房租
管，要一同規管租客、二房東及地產
代理。居民組織則認為15%的加幅規
管仍然不合理，應該為租金設限，保
障劏房租戶權益。

▲老闆黃立仁坦
言，目前餐飲旺季
已變寒冬，如果政
府二月再不放寬限
制，估計新年前會
有餐廳結業潮。

▲受限聚令措施影響，生記去年12月生意比前年同期大跌七成，單計晚市
生意更慘跌八成。

【大公報訊】本港疫情持續，健
身中心自去年起被勒令停業，至今已
停業逾百日，亦有不少食肆因限聚令
無法維持經營而倒閉。近月大型健身
中 心 舒 適 堡 （Physical） 及 Goji
Studios均被業主入稟追討欠租。

舒適堡健身中心的屯門、康怡、
長沙灣及上水分店，曾於去年5月、8
月、9月及12月被業主入稟追租，其中
長沙灣分店和康怡分店去年被入稟追
討的總金額達380萬元。而舒適堡位於
屯門大興花園的分店以及大型健身中
心Goji Studios，於今年1月14日均被

業主恒隆地產入稟，追討一個月租
金，分別涉及近35萬元和逾260萬
元。

Pure Fitness裁員約40人
另 一 大 型 連 鎖 健 身 室 Pure

Fitness則承認受疫情下停業令影響，
近日要裁減人手，有小部分香港員工
受到影響。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
會會長李粵閩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
Pure Fitness裁員大約40人，總會近
日亦收到約60名舒適堡員工求助，據
指受裁員風波影響。

李粵閩指出，持續欠租已是警
號，如部分分店被業主收回，即使停
業令取消，亦無法重開。他估計去年
已近300間健身室結業，當中以小型健
身室為主，新一輪停業將影響中型健
身室，因此建議政府放寬相關措施，
容許健身教練在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下，於康文署豁下的戶外場地授課以
維持生計。李亦提到，仍有八成申請
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健身室資助的業
界，未收到第三輪資助，有業界因申
請審批時間長、等不及領取資助而結
業。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工
聯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三
分之一受訪會員正在失業、放無薪假及
被停薪留職，近半失業或停工工友的積
蓄不足三個月開支，促請特區政府速推
現金津貼，幫助失業或停工人士渡過難
關。

工聯會於去年12月底至本月初以網
上問卷，訪問超過1.7萬名會員，當中
18.1%受訪者正在失業，逾七成人已經
失業長達半年至一年；14.7%受訪者被
放無薪假、減薪及停薪留職。最多人失
業的行業依次序為建造、飲食、零售、
交通運輸。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不少失業
者已經到了 「彈盡糧絕」 的階段。他建

議，特區政府撥出150億港元，向逾24萬
名失業人士，發放緊急失業現金津貼及
停工津貼，以解決停工者或失業者的困
局。

倡增培訓自主津貼
香港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

員會副主任梁子穎建議，特區政府將培
訓自主津貼提升至9000港元，並在課程
完結後先發放一半津貼，完成審核工序
後再發放餘下金額。

梁子穎亦建議政府可以增設臨時清
潔職位，協助市區清潔工作，又或到人
滿為患的郊野公園清理山野，甚至在未
來的疫苗接種計劃中，在各場地提供服
務。

專家：二月放寬晚市堂食風險極高
餐飲界希

望2月份放寬
晚 市 堂 食 措

施，惟現時每日仍有至少幾十宗
感染個案，《大公報》電話訪問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時他認
為，若果2月起放寬餐廳開晚
市，風險極高。

梁子超表示，除非短期內疫

情能控制下來，例如加快全港高
風險樓宇和區域的檢測，否則，
保持社交距離仍是必要的防疫措
施。 「很難有同時滿足業界營運
及防疫的建議。不過，政府可以
向公眾提出一些疫情防控的要
求，以及重啟晚市的疫情指標，
使大家可以有合理的期望。」

據餐飲聯業協會統計，疫情

以來至今，已有約2300間食肆結
業，包括去年結業的珍寶海鮮
舫。另有消息指，早前多間分店
被入稟追租的連鎖甜品店許留
山，前日亦再遭四名債權人聯合
入稟清盤，疫情至今許留山食品
製造有限公司已被兩次入稟呈請
清盤。

大公報記者韓玉琼

換新鈔迎牛 銀行未見龍

審慎應對

農曆新年將至，市民昨
起可到銀行兌換 「牛年」 新
鈔。然而往年間間銀行排長
龍的 「盛況」 不再，相信是
受到疫情影響。疫情之下，
本港市民家庭聚會及拜年活
動大大減少， 「派利是」 機
會亦隨之降低。據悉，金管
局今年大力推廣市民使用電
子支付派利是，銀行亦推
「網上拜年」 服務，亦希望
借抗疫派電子利是，促市民
養成電子支付習慣。

▲周偉強（左一）估計，至2024年，在醫管局接受
治療的糖尿病患者將增至62.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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