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心協力 精準抗疫 力求清零

本港昨日新增625宗確診，初步確診約
500宗，2周以來，香港共確診逾2千宗，單
日確診屢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內地的朋
友都在問：香港怎麼啦？

2月6日，國家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
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接受傳
媒專訪談論到香港疫情。梁組長闡述了兩
方面內容，第一是 「動態清零」 的定義、
香港 「動態清零」 又是否可行？答案是可
行的，且必須實施；第二是針對香港抗疫
給出三個建議：

一、精準流調，盡快隔離；
二、精準劃定密切接觸者，精準劃定

風險地區、精準進行醫療救治；
三、社區層面的防控。
筆者完全同意支持梁組長的意見和建

議，我們已經錯過了控制疫情 「黃金時
期」 ，所以必須立即迎頭趕上，動員各種
力量，協力同心，共同抗疫。

政府牽頭動員全社會力量
政府一直講各種抗疫人手 「短缺」 ，

疫情爆發兩年多了，我們的各種人手依然
不足，香港面對的究竟是人手 「短缺」 問
題，還是不知道如何動員該動員的力量？

筆者絕對相信在此等危機中，要動員
香港的愛國團體、政黨及NGO等並不困難。
很多香港人其實有心有力，但在防疫的重
大舉措上可能無從入手，或等着政府的號
令，如果大家都可以齊心協力，香港社會
必定能打好這場 「戰疫攻堅戰」 。俗話說：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現在正是用兵

之時，政府應動員可動員的所有力量，即
使是居家工作的公務員，也可以幫助包裝、
派發防疫物資，這麼簡單的工作，義工能
做，公務員隊伍只要調動得宜，相信也是
很龐大的支援。

2月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
章：《 「動態清零」 是香港抗疫的科學選
擇》，文章講到， 「動態清零」 利於香港
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實行所謂 「與病毒
共存」 的 「躺平」 策略，如任由錯誤論調
大行其道，混淆視聽，將動搖香港全社會
的抗疫信心，影響抗疫成效。香港必須以
與內地恢復通關為目標，除 「動態清零」
這條路外，香港別無選擇，堅定的反對 「與
病毒共存」 ，這種言論只會繼續讓 「通關」
變得遙遙無期，令恢復香港的經濟民生之
路更遙遠。

特區政府昨日再為防疫措施加辣，包
括本月24日起須使用 「安心出行」 和接種
疫苗，才能進入商場、超市等處所、收緊
「限聚令」 至兩人、修訂勞工法例推動疫
苗接種率等。收緊措施本身值得肯定，然
而這一系列新舉措，與完善流調溯源機制
仍沒有直接關係，在檢測工作上，政府日
前只是提出會向市民派自我檢測包，筆者
對其效果存疑。

原因如下：一、西方不少國家容許自
我檢測之餘，還會訂立配套措施如強制國
民注射疫苗，香港可以做到嗎？二、市民
即使自己檢測為陽性後，政府也不會直接
承認，還需要去檢測中心再次檢測確認，
讓懷疑帶毒的市民到處走，9秒鐘足以傳播
另一個人，整個過程中是否會令更多人中
招？三、參考2020年派發銅芯抗疫口罩的
例子，社會整體回應強差人意，只有單純
派發自我檢測包，會否有如派發銅芯抗疫
口罩般成效不彰？四、政府公布相關安排
要等到3月底，病毒不會等人，時間緊迫，
一個多月後香港疫情會爆發到什麼程度？

全面擴大檢測範圍
香港已經到了危機關頭，非常之時，

當用非常之策，與其學習西方國家、一味
等待蹉跎，不如認真探索如何做到 「動態
清零」 ；與其派發自我檢測包，不如直接
考慮向中央求援，進行全民檢測，讓香港
盡快 「清零」 。全民檢測要成功，還必須

有相關配套，例如清晰訂立罰則。只要政
府有心去做，筆者相信坊間所有愛國愛港
力量、全體立法會議員都會配合政府的緊
急呼籲，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群策群力，
事必成！

精準抗疫，迅速恢復民生，既是中央
的要求，也是750萬市民的心願。新冠病毒
已經從公共衞生問題演變成社會治理問題，
正如《人民日報》所講：我們堅信，在中
央的大力支持下，只要香港社會同舟共濟、
同心協力、科學精準防疫，一定能夠早日
戰勝疫情，讓經濟社會發展重回正常軌道，
這顆 「東方明珠」 必將綻放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立法會議員












































從北京冬奧會傾聽中國進步的步伐

英國外交部日前夥同所謂
的 「媒體自由聯盟」 發表了一
紙聲明，以警方國安處拘捕
《立場新聞》高層及《眾新

聞》自行停運等事，抹黑警方依法執法的行動，並
大肆詆毀特區政府損害新聞自由。選擇在北京冬
奧舉行期間發表這項聲明，背後用心可謂耐人尋
味。

相信不少人都對 「媒體自由聯盟」 感到陌生，
其實，這個所謂的 「自由聯盟」 是一個新興組織，
成立不足3年。光聽名字，也許會以為是什麼國際傳
媒組織，但實質上，其成員完全沒有任何傳媒機構
或工會，而直接是各國政府，包括美國、英國、加
拿大、澳洲、新西蘭……定睛一看，赫然發現 「五
眼聯盟」 全員齊集。

其實光是一個 「媒體組織」 沒有任何媒體成員
這點，相信讀者都已對這個所謂 「自由聯盟」 的性
質心裏有數，簡言之，其實就是一個舉着 「媒體自
由」 旗號打擊他們看不順眼國家的組織。若然真要
檢討每國的新聞自由，這個聯盟的成員國美國稱得
上劣跡斑斑。

這裏先提一句， 「媒體自由聯盟」 成立於2019
年7月，在這段兩年多的時間中，國際上發生過哪些
侵害新聞自由的事件？去年6月，美國司法部查封多
個伊朗新聞網站，數量不是一個兩個，而足足有36
個，理由也不複雜，違反美國 「制裁」 。雖然伊朗

事後炮轟美國把新聞自由說一套做一套，但此等小
事當然進不了 「媒體自由聯盟」 的眼裏，網站上連
一句相關文字都找不到。

再提遠一點點的，美國在2020年驅逐了60多名
中國記者，而且無差別將所以中國駐美記者簽證縮
短成3個月，甚至在到期後拒絕續簽， 「媒體自由聯
盟」 有關心過中國記者在美國採訪的嚴峻環境嗎？

同上述的例子對比，美國一下子可以封鎖數十
個新聞網站，把數十名外國記者趕出國，香港警方
卻從來沒有查封任何一間新聞機構，不論是《蘋果
日報》抑或《立場新聞》，都是高層被捕後選擇自
行執笠，遑論警方並未對《眾新聞》採取任何行動。
這些在 「媒體自由聯盟」 口中所謂 「被打壓」 的對
象，無一不是畏罪自我停運，跟美國直接動手比起
來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香港真正發生打壓新聞自由的事件是什麼時候？
2019年 「修例風波」 期間，記者冒着生命危險身處
暴亂現場，多次遭汽油彈擊中；《環球時報》記者
付國豪在機場當眾被暴徒圍毆；《大公報》記者採
訪期間被許智峯等亂港分子禁錮恐嚇……這些才是
「媒體自由聯盟」 真正應該譴責的對象。

正如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所說，一些外部勢
力對當前特區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視而不見，對香
港傳媒發達、信息暢通的客觀事實充耳不聞。這種
睜着眼睛說瞎話、昧着良心搞破壞的圖謀終究是痴
心妄想，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

媒體自由聯盟是美英白手套

什麼是香港發展的根本保障？
2021年12

月20日國新辦發
布的《 「一國
兩制」 下香港

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對香港民主發展的
重要問題正本清源，總結展現了香港民主
發展的真實歷程，揭露了香港在英國殖民
統治下沒有民主的歷史真相，證明了回歸
祖國開啟了香港民主的新紀元。有比較才
有鑒別，《白皮書》上述雲泥之別的論斷
具有充足的、鐵一般的事實依據。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
土，中國對香港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在
英國用武力侵佔香港後，香港儘管不是一
般意義上的 「殖民地」 ，但英國對香港實
行的是典型的殖民統治。香港回歸祖國、
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實行特
別行政區制度，香港居民當家作主，開啟

了香港民主的新紀元。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皇制

誥》《皇室訓令》等法律文件由英王通過
特權立法頒發，並直接在香港適用，並不
徵求香港居民的同意。

回歸前根本沒有民主
而香港基本法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在香港基本法
起草過程中，中央設立了由來自內地和香
港的有關部門負責人、各界代表性人士等
59名委員所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
港還成立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基本法諮
詢委員會。整個起草過程廣泛徵求香港和
內地的意見，充分體現了民主協商精神，
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香港同胞的意見、要求
和願望。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 「港督」
非經選任而由英王直接任命產生，代表英

國管治香港，未曾徵求港人意見， 「港督」
只向英國負責，在香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
力和特權，不受香港當地的任何制約，行
政局和立法局只是 「港督」 決策和立法的
諮詢機構，其成員經英國政府批准後由 「港
督」 委任，對 「港督」 負責。他既是行政
局主席，也是立法局主席。這是一種直接
強加殖民者意願的 「港督獨裁制」 。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政府設立香港
特別行政區，制定實施基本法，特別行政
區政府由香港同胞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中央政府委任。

2021年實行新選制後，行政長官由一
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
會根據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
久性居民擔任。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不
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且上述

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須不
少於15名。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只可提出
一名候選人。

港英時期，華人長期被排斥在港英當
局管治架構之外，不能參政議政。雖然其
後陸續開放立法局、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
席位給華人，但也僅吸納個別甘心或違心
接受殖民統治的社會精英參與，而反對英
國殖民統治、希望當家作主的愛國及草根
階層不僅沒有參政議政的正當途徑，更是
受到了港英當局的殘酷鎮壓。

香港發展前景光明
回歸後，基本法賦予了香港居民廣泛

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憲法和基本法均規定
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有權依法參與國家
事務的管理，應有適當比例的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參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工作。除了
選舉產生的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數千

名各級政協委員外，還有許多香港居民到
內地發展，依法參加內地公務員考試和企
業事業單位招考、參加大灣區律師執業考
試等，為國家的治理和發展發光發熱。

符合法定條件的香港居民不僅可以在
香港特區擔任各種公共職位，為香港市民
服務。居住公屋和 「劏房」 的人士、巴士
車長、註冊電工等都成為香港立法會選舉
候選人，這在香港過去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事情。新選制下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過程平
穩有序，顯示了新選制的廣泛代表性、政
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公平競爭性，充
分展現了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的優越性。

事實勝於雄辯， 「一國兩制」 為香港
的民主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香港的民主
發展前景光明。

深圳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行政法學專業
碩士生

北京冬奧會
開幕式在中國立
春的日子閃亮舉
行。北京自此成
為夏季奧運會126

年、冬季奧運會98年來，唯一一個冬夏 「雙奧」
之城。

奧運會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
從1896年第1屆現代奧運會在雅典召開直至今天，
為歐洲、美洲、大洋洲及亞洲的24個城市帶來奧
運榮光；從1924年法國霞慕尼第1屆冬奧會開始，
冬奧盛會的榮耀也照亮了全球22個城市。迄今全
球共有23個國家、43個城市舉辦了奧運會。

舉辦奧運會往往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象徵，
除了經濟因素外，也包括政治穩定、社會安定。
歷史上，英國舉辦了3次夏奧會，德國舉辦了2次
夏奧會和1次冬奧會，意大利舉辦了1次夏奧會和
3次冬奧會。美國作為繼歐洲之後興起的強國，更
是舉辦了5次夏奧會和4次冬奧會，成為奧運會歷
史上舉辦最多的國家。

中國變得更富裕、更強大
中國2008年首次舉辦夏季奧運會，是全球首

屆夏季奧運會之後112年才舉辦；今年的北京冬奧
會，是首屆冬奧會之後98年才舉辦。原因很簡單，
這與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相一致。1932年洛杉磯
第10屆奧運會，積貧積弱的中國首次有運動員單
槍匹馬參加，如此孤獨，如此淒涼。而52年後的
1984年，同樣是在洛杉磯，中國派出了225人的
陣容參加第23屆奧運會，射擊運動員許海峰更是
贏得了中國奧運史上的首枚金牌。中國奧運史上
的新篇章自此揭開。

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被時任國際奧委會
主席羅格誇讚為 「一屆真正無與倫比的奧運會」 。
而本屆北京冬奧會，僅一場開幕式就以其科技與
文化的炫彩，以 「一起向未來」 的天下大同觀，
折服億萬喜愛奧林匹克的中外觀眾，實現 「人類
文明與奧運精神的交流與對話」 。

奧林匹克運動會記錄下中國發展進步的速度。
僅從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到2022年北京冬奧會，
中國14年實現的進步書寫着人類歷史的新標杆。
2008年，中國經濟總量為31.4045萬億元人民幣
（約為4.594萬億美元）。當年，中國GDP超過德
國，躍居世界第3位。到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
達到114.4萬億元人民幣（約為17.7萬億美元），
經濟總量13年至少增長3倍，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有外媒評價中國與14年前比較，變得 「更富裕、
更強大」 。

如果說，2008年中國首次作為奧運會東道主
登上世界大舞台還有些稚嫩，此次北京冬奧會，

中國的自如大氣與自信則是展現無遺。本屆冬奧
會遭遇了疫情衝擊，以及西方國家以政治化衝擊
奧林匹克精神的困難與考驗。從疫情來看，連續
兩年多的新冠疫情將世界分割成相對隔絕的塊狀。
西方國家的 「群體免疫」 、 「與病毒共存」 的抗
疫政策帶來更多人的感染與死亡。中國堅持 「動
態清零」 ，運動會 「閉環管理」 ，令中國在全球
疫情大流行下成為相對最安全的地方，冬奧會順
利舉行。

在政治外交上，美國鼓動其盟友一起進行所
謂 「外交抵制」 ，試圖以此打壓中國，消弭北京
冬奧會的影響。但令他們企圖落空的是，即便是
全球疫情陰影籠罩，依然有25個國家的國家元首
和政府首腦、王室成員以及7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參
加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奧林匹克歷史上，夏奧會
一向比冬奧會更受關注。但去年東京奧運會開幕
式只有13位國際政要出席，美聯社報道稱，儘管
一直在談論外交抵制，但中國成功地吸引了遍布
全球的總統、王室成員和其他政要出席冬奧會開
幕式。 「中國成功吸引的領導人數量證明了該國
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

美聯社報道只提到了中國的 「經濟影響力」 。
事實上，中國對於國際 「價值理念」 的影響力也
在明顯增大。中國一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
者。本次冬奧會口號： 「一起向未來」 ，表達的
就是這一價值理念。這與美國等國家違背奧林匹
克精神，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 「外交抵制」 ，實
則以霸權打壓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的提升，格局
高下，立馬可見。

以大同理念回應霸權打壓
當前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局之中。這其中，

一個重要的變量就是中國的崛起，東升西降。這
個歷史的大趨勢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在奧林匹克運
動會上。目前北京冬奧會正有條不紊進行。遵循
奧林匹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 ，
中國正為全世界運動健兒提供一個安全、快樂，
既競爭激烈，也和平共處、彼此尊重的大舞台。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在北京冬奧會
開幕式上表示， 「奧運會總是搭建溝通的橋樑，
絕不會築起一道道高牆。」 今天，中國為國際社
會 「搭建溝通橋樑」 的努力得到更廣泛認同，在
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在國際舞台上的
作用也越來越大。當然，那些戴着有色眼鏡、拿
着放大鏡抹黑中國的人不會少。但這正如毛澤東
主席當年一句詩中所說：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
蠅碰壁……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走過艱難困苦的中國，今天更有了這樣的自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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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個案
在社區廣泛爆發，
我們須採取一切可
行的措施嚴控疫

情，以及進一步增加防疫措施的精準度，絕不能掉
以輕心。特區政府必須以 「動態清零」 為總方針，
這既是一個科學性問題；也是一個民生的命題。

目前，防控疫情的重點工作是令受感染人士被
「快速發現」 、 「快速處理」 、 「精準管理」 、 「有
效管控和救治」 ；以及 「切斷傳播鏈」 。儘管Omicron
表面上重症比率較低，但仍可引發重症及死亡，故
不應該和流感比較，更不容忽視。

要實現 「動態清零」 ，我們要精準地進行流行
病學調查，我們的醫療團隊需要精準識別密切接觸
者、精準的管理、切斷傳播。隨着第五波疫情日趨
嚴峻，我們需要擴大核酸檢測，對密切接觸者進行
有效追蹤，嚴格檢疫，保持社交距離，降低人員流
動帶來的疫情傳播風險。

最有效的，亦是我作為家庭醫生一直倡議的，
就是要完善本港的基層醫療健康系統，以及強化地

區網絡，包括強化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強化地區健
康中心網絡，以發揮 「防疫、抗疫」 的功用。基層
醫療服務不僅是醫治偶發性疾病，亦應在市民的家
居環境中為個人及家庭提供全面、全人醫護服務。
基層醫療健康作為醫療體系的第一道防線，守護
着市民健康。穩固的基層醫療健康體系，可減輕
公共醫療體系因公共健康危機出現不勝負荷的情
況。

另一方面，以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可發
揮治未病、協助復康以至防疫、抗疫等多重功能。
本港市民普遍自覺地採取防疫措施；因此這亦是政
府扭轉 「重治療、輕預防」 的醫療體制及風氣，在
社區層面協助市民和持份者建立抗疫信心的機會，
讓市民履行公民責任、增強自我健康防護意識，讓
各行各業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在更有效的藥物出現前，談論 「和病毒共存」
不符實際；我們不能單靠政府或某一機構、某一專
業之責任，必須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共同持續付出
努力，才能戰勝疫情。

全國政協委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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