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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武漢肺炎疫情反覆，深水埗區亦出現多宗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有見及此，政府

於七月中旬發出通告予高風險群組如食肆、街市商販，強烈建議其商舖及員工接受一

次免費的病毒檢測服務，並會為群組提供認證，讓公眾識別（俗稱健康碼）。

推出健康碼，本來是希望能夠從社區找出源頭，並堵截社區傳播鏈。可是，香港政府

仍然選擇中門大開，仍有三十三類人士能夠豁免檢疫直接入境。由此可見，即使香港

全民檢測，如果一日仍然有不同人士可以免檢疫，自由進出香港，其實已經失去其揪

出感染者的功能。

更憤怒的是，近日有民制人士更提倡「全民健康碼」，並呼籲食店只招待有手帶識別

人士。就深水埗區，乃至全香港而言亦是百害而無一利，治標不治本。

第一，健康碼不能反映持有人健康實況，即使手繫健康碼認證，亦不能排除陰性帶菌

者的存在。若因健康碼的認證導至社區人士鬆懈，最終只會增加感染武肺風險。

第二，基層市民難以負擔更新健康碼的時間和金錢。有見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最近才驚

覺大部分市民未能在家工作，我們在此亦想提醒政府，深水埗區有不少基層居民，在

疫情期間亦需要照常外出工作。若政府要勞民傷財，要市民每隔短時間就更新健康碼，

對本區居民而言絕對是極沉重負擔。

第三，檢測結果引人質疑。是次內定的兩間檢測機構不但被揭發公司在大埔工業邨臨

時開設化驗中心，甚至連基本的檢測認證都沒有，令人擔心其檢測結果是否可靠。在

種種質疑下，更遑論搜集完市民 DNA的後續處理。

要求

1. 要求政府立即從源頭堵截疫症進入香港，取消免檢疫人士政策。

2. 立即中止實施全民健康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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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沒有締造條件制定封關措施前，應採取針對性而非全民性的武肺痛毒檢測。

4. 增撥資源，強化本土檢測系統，落實本土檢測措施。

⽂件提交予 2020年9月 8日區議會大會討論，並請相關部門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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