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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袁海文主席歡迎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議程第 1項：通過第 1次及第 2次會議紀要  

2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會議紀要，並無修訂。  

議程第 2項：檢討區議會防疫活動計劃成效  

3 .  袁海文主席表示，以「提高防疫意識  應對武漢肺炎」

為主題的各個活動已於本年 3月 6日完結，並代為報告活動效

益 /成果如下：  

(i) 由港語學主辦的「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深水埗

東分區 )」、「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深水埗中南分

區 )」及「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深水埗西分區 )」

已派發口罩予約 10  000名深水埗居民，並通過宣傳

品提醒市民正確佩戴口罩的方法，有助促進社區健

康。  

(ii) 由康諾醫療有限公司主辦的「抗疫流動資訊推廣車

(深水埗東分區 )」、「抗疫流動資訊推廣車 (深水埗中

南分區 )」及「抗疫流動資訊推廣車 (深水埗西分區 )」

已派發超過 10 000份防疫禮品，並有超過 1 000名市

民登車學習正確洗手的方法。  

(iii) 由深東互助中心主辦的「深東齊心抗肺炎」已於深

水埗東的公共屋邨內派發約 5  000份防炎包。  

(iv) 由富昌邨婦女中心主辦的「同心抗炎」因受時間及

人力資源限制，未能派發預期的 5 000份防炎包。  

4 .  麥偉明議員表示，「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計劃派發

小童口罩符合其活動主題，有助鼓勵全民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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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鄒穎恒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i )期望主辦機構透過不同渠

道宣傳「抗疫流動資訊推廣車」計劃，以增加受眾； ( i i )「全

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計劃的安排不清晰，派發口罩時亦有

混亂情況。  

6 .  周琬雯議員表示，「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計劃的安

排不清晰，並查詢是否只有購買指定顏色的口罩才可申請發

還款項。  

7 .  秘書表示，工作小組主席已於第 2次會議上說明購買的口

罩須符合特定要求，包括以淺色為主，才能申請發還款項，

相關規格亦連同批准信發出，供機構參考。  

8 .  袁海文主席表示，於第 2次會議上只提及以淺色為主，但

未有提出口罩須為指定顏色，並指出部分規格要求與防疫工

作的理念背道而馳，期望民政處備悉以上意見。他續表示，「全

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計劃的派發時間及安排混亂，如將來

有同類型的活動，期望主辦機構有所改善。  

9 .  伍月蘭議員表示，早前「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計

劃派發口罩時，劉佩玉議員向市民表示不必出示住址證明，

導致人群聚集及場面混亂，主辦機構的義工亦因而受傷，她

要求秘書處記錄在案，以便將來檢討如何管制人流。  

10 .  袁海文主席提出以下意見： ( i )他代為轉述劉佩玉議員的

觀察，指當時是主辦機構表示成人口罩已派發完畢，惟在場

排隊的市民仍看到主辦機構的小童口罩，因而發生混亂； ( i i )

期望主辦機構改善溝通及人流管制。  

11 .  伍月蘭議員表示，要求出示住址證明有助控制人流，避

免不必要的人群聚集，作為當區議員，亦應在發生碰撞時幫

忙調解。  

12 .  袁海文主席表示，工作小組及主辦機構可 從中吸取經

驗，將來採取適當的人流管制措施。他續表示，「抗疫流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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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推廣車」計劃受街坊歡迎，期望來年繼續撥款舉辦類似活

動。  

13 .  黃傑朗議員表示，建議主辦機構在派發防疫禮品包時簡

單介紹內容及用途。  

14 .  李庭豐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i )由於活動倉促推行，宣傳

不足導致秩序混亂； ( i i )區內違泊問題嚴重，導致「抗疫流動

資訊推廣車」計劃的推廣車停泊困難。  

15 .  袁海文主席表示，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並查詢委員

對在 2020 /21財政年度分配撥款舉辦抗疫活動的意見。  

16 .  伍月蘭議員 表示，未來數月仍有舉辦抗疫活動的迫切

性，建議工作小組分配撥款支援學童對口罩的需要。  

17 .  李庭豐議員 表示，區內市民均反映小童口罩供應量不

足，他認為工作小組有必要支援市民採購小童口罩，以備不

時之需。  

18 .  冼錦豪議員表示，市民應繼續保持警覺，外出時佩戴口

罩防疫。  

19 .  衞煥南議員表示，工作小組來年應繼續防疫工作。  

20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活動有效協助市民防疫，並建議

工作小組於 2020 /21財政年度分配撥款舉辦抗疫活動。  

21 .  工作小組同意上述建議。  

議程第 3項：跟進衞生署防疫工作  

22 .  伍月蘭議員查詢目前政府支援地區工作的措施。  

23 .  楊芊芊醫生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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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增加口罩供應方面，政府會繼續透過全球採購及提

高本地生產，以應付政府運作的需要。在分配口罩

予政府部門時，政府會優先分配予醫護人員，以及

負責檢疫相關工作或必要公共服務的人員。  

(ii) 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 (計

劃 )會提供財政資助，推動設立本地的口罩生產設

施，以應對口罩短缺的情況並建立存貨。計劃的資

助上限為 20條生產線，內容包括： ( i )每間公司獲批

資 助 的 第 一 條 口 罩 生 產 線 ， 可 獲 最 高 300萬 元 資

助。獲批資助的第二條生產線，最高可獲額外 200

萬元資助；及 ( i i )政府承諾向每條生產缐每月採購最

多 200萬個口罩，為期 1年。計劃由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負責管理，並已於 2020年 3月 2日開始接受申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亦一直向有意在香港設立生產

線的機構提供技術支援。  

24 .  伍月蘭議員表示，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獲發的口罩

質素參差。  

25 .  楊芊芊醫生回應如下：  

(i) 政府已就中學文憑試考生獲發的口罩質素發出澄

清。教育局早前宣布為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提

供口罩，並透過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評局 )分發。

口罩由政府物流服務署 (物流署 )供應，其中一批來

自中國內地，另一批來自俄羅斯，兩批口罩的到期

日分別是 2023年 8月及 2024年 12月。當口罩送達物

流署時，署方已按既定程序，抽樣檢驗貨品，當時

檢驗結果沒有問題。  

(ii) 一般而言，由於物流署供應政府部門的口罩數量龐

大，口罩來自不同供應商及產地，其外貌及厚薄程

度或會略有不同。物流署已就口罩的標準徵詢衞生

署的專業意見，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採購。此外，物



 - 7 -          負責人/部門  

流署在分發口罩給部門前，會確保口罩的有效期仍

未屆滿。  

(iii) 如考生認為獲派發的口罩有破損或衞生問題，可向

所屬學校反映，學校可與考評局作適當跟進。  

26 .  伍月蘭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查詢會否為接受檢

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廈進行一次性或持續性清潔消毒； ( i i )現時

家居檢疫安排不全面，導致市民人心惶惶。  

27 .  黃傑朗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查詢政府未有適時

公開及更新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人士居住的大廈名單的原因；

( i i )有 市 民 懷 疑 正 接 受 強 制 檢 疫 的 鄰 居 未 有 將 大 門 完 全 關

上，查詢衞生署如何透過打電話監管及確保上述事情不會發

生； ( i i i )查詢衞生署會否向社會福利署 (社署 )及接受檢疫人士

提供可供應物資清單，以確保公帑使用得宜。  

28 .  鄒穎恒議員表示，確保資訊公開透明是防疫的關鍵，建

議衞生署提供額外資訊予物業管理公司，以便他們作出重點

清潔消毒工作。  

29 .  楊芊芊醫生綜合回應如下：  

(i)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C章 )於本年 2

月 8日生效，除部分獲得豁免人士外，所有在到港

當日之前的 14日期間，曾在內地逗留任何時間的人

士，不分國籍和旅遊文件，必須接受 14天的強制檢

疫。有關措施旨在進一步壓縮內地與香港的跨境人

流。由於這類需要檢疫人士的風險較低，並非確診

患 者 的 密 切 接 觸 者 或 於 14 天 內 曾 到 湖 北 省 的 人

士，亦沒有任何病徵，因此，他們可以於家中或有

關住所接受 14天強制檢疫。  

(ii) 任何人士在接受檢疫期間不能離開香港，並要每天

自行量度體溫，以監察個人健康狀況。多個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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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如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及社署會為接受檢疫

人士提供所需支援。受檢疫人士必須嚴格遵守檢疫

令，如有違反，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監禁 6個月及罰款 25 ,000元。政府已採取一系列監察

措施，包括紀律部隊人員協助上門進行突擊檢查，

以及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透過通訊軟件的

實時地點分享功能和電子手帶 確定受檢疫人士留

在居所。  

(iii) 衞生署已將「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人士所居住的

大廈名單」上載於 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並適時

作出更新。衞生防護中心亦已在其網頁提供個人及

環境衞生指引，以助市民及物業管理公司掌握最新

資訊。  

30 .  冼錦豪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對衞生署的回應表

示失望； ( i i )政府未有適時更新第 599A章及第 59 9 C章的名單，

資訊欠缺透明，使市民人心惶惶； ( i i i )查詢衞生署如何支援地

區工作。  

31 .  李俊晞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政府遲遲未有公布

第 599C章的名單，名單上的地址亦未有清楚顯示接受檢疫人

士所居住的位置，以致市民未能有效防疫，建議定時更新有

關名單；( i i )查詢因家居檢疫措施而減少的跨境人流數字；( i i i )

查詢衞生署會否向社署提供可供應物資清單及由哪方承擔開

支。  

32 .  周琬雯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建議衞生署每日更

新第 599C章的名單，以釋除公眾疑慮； ( i i )如在突擊檢查期間

發現接受檢疫人士離開居所，查詢會否追查其行蹤及通知物

業管理公司，以便進行消毒清潔； ( i i i )有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

者曾就其健康狀況致電衞生署的熱線徵詢意見，但未有得到

合理回應，查詢衞生署提供的熱線是否由專業人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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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楊芊芊醫生綜合回應如下：  

(i) 由於要處理大量個案，曾有單日數字超過二千多

宗，核對接受檢疫人士的住址需時，因此衞生署會

適時更新第 599C章的名單。至今絕大部分受檢疫人

士是香港居民並在家中接受檢疫，少部分人士分別

在酒店或在個別情況下入住檢疫營 (曹公潭戶外康

樂中心、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及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 

(ii) 這類需要檢疫人士的風險較低，直至目前為止，所

有接受以上強制檢疫人士於檢疫期間並沒有出現

任何確診個案。這類人士在接受檢疫期間不能離開

住所，如在家居檢疫期間身體不適，可致電衞生署

的專線聯繫，經評估後如有需要會安排送院處理。  

(iii) 衞生署熱線 2125  1122由衞生署職員接聽。一般而

言，會建議有懷疑或不適的人士求診。因沒有詳細

資料，她未能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iv) 至於地區層面的支援，各區民政處已因應區情，向

有需要居民派發清潔包，並加強清潔街道、簷篷和

三無大廈，改善環境衞生。民政總署已呼籲熱心團

體捐贈清潔用品和口罩，以派發予有需要人士。民

政總署亦已把衞生防護中心的健康建議發放予各

相關的界別，包括物業管理、大廈管理、酒店及旅

館業、業主組織、互助委員會及少數族裔人士。衞

生防護中心亦和各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通告最新

狀況和預防措施，並得到他們的協作和支持，向公

眾宣傳相關的健康信息。  

34 .  黃傑朗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對衞生署的回應表

示失望；( i i )查詢政府遲遲未有公布第 599C章名單的原因；( i i i )  

查詢衞生署會否向社署提供可供應物資清單。  

 



 - 10 -          負責人/部門  

35 .  冼錦豪議員提出以下查詢： ( i )是否任何有需要人士都可

向民政總署索取防疫物資； ( i i )查詢會否預留大部分本地生產

的口罩給香港市民； ( i i i )有網上消息指出， 3月 29日將會有飛

機由武漢抵港，查詢衞生署的應對措施。  

36 .  麥偉明議員提出以下查詢： ( i )查詢衞生署會否向學校提

供指引及協助採購兒童口罩； ( i i )查詢相關政府部門會否向公

共屋邨的清潔工人及保安人員每天提供足夠的防護裝備。  

37 .  李庭豐議員提出以下查詢： ( i )如病毒出現變異，潛伏期

超過 14天，查詢會否修訂第 599C章； ( i i )查詢政府派遣專機接

回滯留湖北港人的時間表。  

38 .  伍月蘭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i )要求衞生署每兩日更新第

599C章名單； ( i i )為有效保障接受檢疫人士及其家人，應要求

接受檢疫人士入住檢疫營，並查詢檢疫營不足的應對方法。  

39 .  李俊晞議員表示，由於未有制定可供應物資清單，有部

分家居檢疫人士濫用服務。  

40 .  周琬雯議員表示，期望署方盡快制定清晰指引，並每天

更新第 599C章名單。  

41 .  袁海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 ( i )查詢制定可供應物

資清單的部門為何； ( i i )期望衞生署提供更新第 599C章名單的

時間表，並主動聯絡持份者發放資訊。  

42 .  張玉怡女士表示，社署在收到民政署轉介有關家居檢疫

人士的需要要求時，會審視個案的情況，並評估他們的需要，

以提供適合的物資，如罐頭及麵食，以協助接受檢疫人士度

過檢疫期。  

43 .  楊芊芊醫生綜合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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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現時對 2019冠狀病毒病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到 14

天，大部分個案的潛伏期均為 14日以內。衞生防護

中心轄下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及感染

控制科學委員會曾討論確診接觸者的檢疫期，根據

現時的資料，密切接觸者的檢疫期建議應維持 14

天。  

(ii) 接受 14天強制檢疫人士的風險較低，因此，他們可

以於家中或有關住所接受 14天強制檢疫。受檢疫人

士 必 須 在 任 何 時 候 留 在 家 居 或 有 關 住 所 戴 上 口

罩，並每天量度體溫，監察個人健康狀況。如在家

居檢疫期間身體不適，可致電衞生署的專線聯繫，

經評估後如有需要會安排送院處理。  

(iii) 政府表示全港學校不早於 4月 20日復課，但確實的

復課日期有待進一步評估。政府已逐步恢復公共服

務，並就工作安排作彈性處理，如容許彈性上班及

午飯時間，以減少社交接觸以防止病毒擴散。  

(iv) 口罩供應方面，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進行全球採

購及提高本地生產。  

(v) 衞生署會繼續適時更新「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人

士所居住的大廈名單」，如在將來有確實更新時間

表，會再作公布。  

(vi) 派遣專機接回滯留湖北港人 需要進行大量前期準

備工作，政府暫時未公布相關時間表。  

44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期望相關部門檢討及改善目前家

居檢疫的安排，協助各界同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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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4項：下次會議日期  

45 .  下次會議定於 2020年 4月 29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正舉行。 

46 .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5時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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