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潮如鯽

【大公報訊】本港昨日新增6981宗
新冠確診個案，連續五日新增個案少於
一萬宗。過去一日未有新增院舍爆疫，
但早前爆疫院舍再多逾100名院友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
為，院舍情況有改善，但不是完全受
控；她又提醒，確診個案雖回落，但社
區仍有感染風險，呼籲未打針或未打齊
三針人士盡快接種疫苗。

呼籲盡快接種第三針
新增確診個案跌破七千宗，除了五

宗輸入個案，其餘都是本地感染，包括
2989宗核酸檢測陽性和3987宗快速測試
陽性呈報個案。醫管局呈報再多135宗死
亡個案，年齡介乎41至105歲，包括117
名昨日離世個案，以及18宗滯後呈報個

案，第五波疫情至今離世患者增至7493
人，呈報死亡率升至0.66%新高。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約
5000多名新冠康復者使用資助中醫診所
免費治療服務，診症服務需求亦急劇上
升，相信未來中醫將會更廣泛應用於治
療新冠患者，醫管局會適時調節服務，
回應需求。

醫管局又表示，一直協助入住隔離
病房病童的家長，在醫院陪伴子女，醫
管局處理相關個案時，並無樽頸問題。
局方又指，如果情況許可，有需要為病
童哺乳的婦女，可獲安排進入隔離病
房，醫護人員會講解感染風險，相關人
士要口頭同意，並遵守防疫措施。如果
情況不許可，亦會盡量安排視像或電話
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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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財政預算案提
出為每個合資格住宅戶口提供
1000元電費補貼。特區政府日前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闡述發放電費
補貼細節，自六月起分12期向用
戶發放補貼，首11個月每月首日
會向用戶戶口注入80元，第12個
月則會注入120元。政府表示，
補貼款額只可用作抵銷同一戶口
賬單的電費，有效期至2024年年
底。

政府早前已推出電費紓緩計
劃，原定用戶連續60個月每月獲
發50元補貼至明年年底，政府現
決定將該補貼計劃延期至2024年
年底，未來亦將根據實際情況審
視是否繼續延長。政府提醒市
民，待以往補貼計劃未用的補
貼，以及電費紓緩計劃下發放的
金額悉數用盡後，才會開始扣除
新計劃下的補貼至限期屆滿。

第五波
疫情，令香
港與內地及
海外人才交

流幾近中斷，對海外航班實施
熔斷機制後，坊間近日出現
「人才流失」 說法。

解答所謂 「人才流失」 問
題，必須回到問題原點，香港
吸引人才的原因和條件是什
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回
答相關問題時指出，香港的優
勢就是其橋樑作用。香港的吸
引力，在於香港是一個進入內
地市場的最佳平台。

只要香港參與雙循環國策
過程中，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
角色，自然具備吸引熟悉內地

和海外市場人才的誘因。有錢
途便有前途，必然受到海外機
構及海內外人才的青睞。

留住人才條件之一，是人
員交流機制暢通無阻。目前，
海外企業即使看好內地市場，
疫情之下，香港與內地無法如
常通關，港人被困香港的同
時，海內外人才同樣被困，英
雄無用武之地。另一留住人才
條件，是合理、可支付的生活
成本。

只要香港繼續有生意做，
便不必懼怕短時間的人才流
動。當前，香港必須盡快控制
疫情，經濟才有望反彈，才能
與內地及海外恢復正常往來，
才能讓海內外人才留港打拚！

控制疫情 才能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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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自二月初攀升，到三月初到達每日
感染人數逾七萬的高峰，市民普遍減少外出，而食
肆禁晚市堂食後，晚上外出的行人更是稀少，不少
酒樓和餐廳因員工感染索性關門，旺角、灣仔、銅
鑼灣等鬧市，晚上8時後已經變得冷清和漆黑。近五
日確診數字回落，食肆午市堂食食客又增加。

專家：小心疫情反彈
人潮再現，衞生防護中心近日多次警告，若市

民在節假日外出及與親友聚餐，會令疫情反彈。感
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接受《大公報》訪問時
表示，近日人流增加，除因為確診個案回落、市民
出現抗疫疲勞，不少人想外出走動，更大的原因可
能是大批新冠康復者 「放疫監」 ，他們不再擔心受
感染，於是外出逛街、相約朋友食飯。

曾祈殷說，每次政府實施嚴格社交距離措
施，相隔一段時間，市民便難以忍耐外出，
疫情便會反彈，他認為未有感染的人，尤其
未打齊三針的市民，外出仍要小心。他贊成以實
施疫苗通行證，減低公眾場所除口罩的感染風險。

出街鬆一鬆？
防疫不可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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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擠迫

昨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
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第十次協調會。夏寶龍指出，四十多
天來，各參與單位堅決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的重要指示，選派精兵強將，衝鋒在
前、不分晝夜、團結奮戰，爭分奪秒加
快方艙醫院等援建項目的建設，海陸空
運輸齊頭並進，源源不斷向香港提供各
類醫療和生活物資，譜寫了一曲曲援港
抗疫的英雄讚歌，湧現出一個個援港抗
疫的感人事跡，創造了一項項援港抗疫
的奇跡。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內地與香港
血脈相連的骨肉親情，充分體現了中央
的關懷，充分彰顯出我們的制度優勢。

誠如夏副主席所言，香港第五波疫
情爆發後，在習近平總書記親切關懷
下，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疫情大
爆發受到遏制。事實再次證明，祖國永
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一國兩制」 具
有巨大優勢！

為港指明抗疫方向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是：中央

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是一項權
力，更是一份責任。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香港出現重大危機自身無力應對的情
況下，中央要為香港出頭。香港第五波
疫情的大爆發後，特區政府向中央求
救，中央立即做出了全面回應。

2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習近平作出了 「三個一切」 「兩個
確保」 的重要指示，為香港抗疫指明了
方向，也發出了內地援港抗疫的總動員

令。總書記指出 「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
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明確了當前香
港最大的事情是抗疫，其他任何事都要
為抗疫讓路；總書記指出 「動員一切可
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明確了香港的
資源和力量，都要向抗疫集中，內地要
回應香港所求，盡最大努力援港抗疫；
總書記指出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明
確了抗疫必須打破常規，凡是阻礙香港
抗疫的藩籬必須撤出，凡是可以用的辦
法必須使用。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充分體
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執政理念，
為香港抗疫定向把舵，令香港特區政府
有了主心骨和自信心，使香港抗疫成為
全國抗疫大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助港進行「頂層設計」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還在於，

在重大突發事件爆發時，中央有指導香
港的義務。習近平總書記發出重要指示
後，中央指導香港完成了抗疫的 「頂層
設計」 。

一是在責任劃分上，明確了內地要
擔當支援香港抗疫的重要責任，香港特
區政府要擔當負責抗疫的主體責任，香
港社會各界要擔當協助抗疫的基礎責
任。二是在防疫重點上，內地專家組深
入調研後，提出了 「三減三重一優先」
的抗疫策略。即：減少感染、減少重
症、減少死亡；重點人群、重點機構、
重點區域採取精準有力措施；優先保護
老年人。三是在援港抗疫上，建立了由
國家部委、廣東省和深圳市，以及香港

特區政府參與的三方協調溝通機制，並
設立若干專班，對援港抗疫工作實行統
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四是在
香港抗疫指揮協調上，中央要求特區政
府建立跨部門指揮協調機制，統籌各方
面力量，形成團結抗疫的巨大合力。

由於 「頂層設計」 科學合理，香港
抗疫很快改變了最初的手忙腳亂的狀
況，特區政府漸漸進入角色，穩住了陣
腳，變被動為主動，動員各方力量，整
合各方資源，抗疫工作一項項有序推
進。

向港提供人力物力
「一國兩制」 還有一個巨大優勢

是：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第五
波疫情爆發後，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
疫。

2月18日，香港社會同心抗疫行動
會商會舉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指
出，抗擊疫情最寶貴的是信心，最重要
的是團結，最迫切的是行動。這次活動
推出了包括中資企業全力保障香港防疫
和生活物資供應的16項抗疫舉措。

今年 「兩會」 期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出席港澳
地區政協委員聯組會議時，用了很大部
分時間談援港抗疫。他指出對香港是
「有求必應，照單全收」 ，並表明中央

主要從物資供應、醫療救治、援建醫療
設施等各方面繼續加大援港力度。

中央一聲號令，各路援港大軍聞風
而動。深圳與香港之間開闢多條運輸線
路， 「水、陸、鐵」 三路並進，香港所
需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抵香港；內地企
業日夜奮戰、冒雨施工，用了不到一個
月的時間，中央第一階段援建香港的6
處方艙醫院全部建成，提供病床超過2
萬個；內地數百名醫護人員分批馳援香
港，成為 「最美逆行者」 ；內地四批專
家組先後到香港調研指導……援港抗疫
的顯著成效有目共睹。

令港分享「一國兩制」紅利
社會主義制度具有 「集中力量辦大

事」 的優勢，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
這種制度優勢也輻射到了香港。在中央
統一指揮下，內地集中了十幾個省份的
力量援港抗疫，令香港分享到 「一國兩
制」 的紅利。

中央援港抗疫得到了香港廣大市民
的普遍好評。在核酸檢測現場，有市民
對內地醫護人員豎起了大拇指，感慨地
說： 「你們來了我們就好了！」 「有你
們支援、香港一定得！」 ；有小朋友製
作感謝卡，用愛心圖案，送給內地援港
醫護人員；有市民製作標語，到口岸歡
迎援港醫護人員……這是真情的表達，
是由衷的讚許，更是對 「一國兩制」 優
越性的真心認同。

然而，本港卻有人對此說三道四。
有人拋出 「控制論」 ，稱中央援港抗疫
是為了控制香港。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中 央 反 覆 強
調，特區政府
要扛起抗疫的
主體責任，讓
香 港 「 唱 主
角」 ，哪來的
「控制」 ？有人拋出 「無用論」 ，稱中

央援港毫無用處，香港用不着中央幫
忙。這完全是 「睜着眼睛說瞎話」 ！若
無內地專家指導，香港的抗疫策略可能
至今還模糊不清；若無內地的物資供
應，香港市民早已斷水斷糧；若無內地
援建方艙醫院，許多患者只能無奈地待
在家中，把病毒傳給家人。有人拋出
「幫倒忙論」 ，稱中央援港令香港無法
「與病毒共存」 ，實現 「群體免疫」 ，

幫了倒忙。這是極其荒謬的說法！看看
那些 「與病毒共存」 的國家死了多少
人？如果香港從一開始就選擇 「與病毒
共存」 ，恐怕現在離世的不是7000多
人，而是數萬人！香港能夠承受這樣的
代價嗎？

事實上，有中央的支援，香港在猶
豫徬徨的時候，有了主心骨；香港在腳
步紊亂的時候，有了依靠和支撐；香港
在迷茫困惑的時候，有了希望和光明。
這一切預示着， 「一國兩制」 必能行穩
致遠！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中央援港抗疫彰顯一國兩制巨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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