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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菜根譚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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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壬寅年三月二十日

亞洲各國  鬆綁入境要求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夏日即將到來，亞洲各

國開始搶占旅遊商機。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歐
美先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原本態度較謹慎
的亞洲各國，如今為了觀光，也都鬆綁入境要求
，包含南韓、越南、泰國、日本、菲律賓等熱門
觀光區，多數只要出示完整接種疫苗證明就不用
隔離，部分甚至無需完全接種，只須出示時限內
的PCR陰性證明，紛紛搶占旅遊市場。

菲律賓長灘島 

日湧2.1萬遊客超標
南韓早在3月21日起，就開放完整接種的旅客

入境免隔離，讓南韓民眾掀起一波報復性出國旅
遊潮，仁川機場出境大廳出現久違的大排長龍景
象，當地旅行社表示，預訂行程人數比起隔離令
取消前增加最高450%，機位一票難求，有些票價
甚至漲了1倍。日本則在本月8日零時起，解除包
括美國、英國、法國等106個國家的入境管制，
準備振興日本旅遊業。

菲律賓渡假勝地長灘島今年復活節假期人潮爆
滿，本月14~15日，每日平均湧進逾2.1萬名遊客
，超出當局認為恰當的1萬9215人。菲國歷經兩年
防疫限制，原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12.8%的
旅遊業深受重創，觀光客爆滿的現象，凸顯既要
維持經濟又要兼顧生態及防疫的難題。

4月初，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放寬對國際遊客
的入境要求。其中馬國只要出示完全接種疫苗證
明、出發前48小時的陰性PCR檢測，及抵達後進
行PCR篩檢，即可入境免隔離。

泰國旅遊局（TAT）指出，受惠於疫情控制中
心（CCSA）鬆綁防疫規定的方針，預計今年將有
800萬遊客來泰，目前已取消遊客行前PCR，雖然
潑水節假期後確診數可能飆升，但仍考量取消泰
國通行證及落地PCR，以快篩取代等鬆綁提案，
盼進一步提升旅遊量能。

但泰國遊客最大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其正深受
新一波疫情爆發困擾，今年達到800萬遊客的目
標，估計很大程度必須看大陸當局至10月時，是
否能夠放寬其公民旅行限制而定。

越南更不設防，只要出示出發前的PCR陰性證
明，無論是否完整接種疫苗都能入境免隔離，且
已經重新開放電子簽證網站，超過80個國家、地
區的公民，都能從網站直接申請30天內旅遊簽，
也豁免來自13國的國民免簽（英、法等）。

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等也差不多，頂多稍微
嚴格一些。入境菲律賓，若沒完全接種疫苗，只
須在隔離第5天進行篩檢；印尼則規定，外籍旅
客入境印尼，只要出示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證
明，並接受PCR篩檢，結果為陰性即可自由活動
，免除隔離。

歐洲搭旅遊熱 

各地現「抗疫」聲
對比亞洲搶觀光潮，歐洲顯得緊張許多，適逢

復活節假期，度假勝地西班牙、馬爾他也無法拒
絕旅遊熱潮，都小幅減少入境限制，專家憂心人潮
會帶起新一波疫情，不少航空業人員發動罷工，
整個歐洲旅遊業在復活節期間「抗疫」聲四起。

平安

保醫療量能 本土破 1500  全台一周內啟動輕症在家
【本報台北訊】國內昨天新增1727例確診，分

別為1626例本土個案，101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
案中新增2例死亡。避免醫療量能崩盤，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在一周內全國進入全面輕
症居家照護管理階段，並可由全台1800多藥局送
藥到家。另外，自今天零時起調整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對象的採檢措施，減少期間的篩檢次數。

台灣連續5天單日新增本土個案數破千，陳時
中日前指出，地方防疫旅館持續增加且轉型為加
強型防疫旅館，國內收治新冠輕症、無症狀者的
量能極限為1.5萬間，以確診隔離須10天計算，若
超過1500人確診，要啟動「輕症在家隔離」。

第一次匡列採檢對象 改採快篩

陳時中表示，目前國內社區疫情持續擴大，每
日新增的居家隔離對象持續大幅增加，為維持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對象的管理品質，兼顧風險管
控，經諮詢專家後，決定調整採檢措施。

經疫調匡列為接觸者須居家隔離的對象，第一
次匡列採檢可改以快篩取代PCR，如為快篩陽性

則以PCR確認；原本隔離期間在第5~7天、第10天
隔離期滿當日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第2、4天，
須實施4次快篩，也都取消，調整為只要在隔離
期滿當日執行一次快篩即可。

至於境外移入的居家檢疫對象，原於檢疫期間
第3、5天、第10天檢疫期滿當日，以及自主健康
管理期間第2、4天需實施5次快篩，也都減少為
只要於檢疫期滿當日執行一次快篩即可。指揮中
心也會另外提供備用快篩試劑一支，於出現症狀
時使用。

不過，快篩試劑不適合未滿2歲的居家隔離或
檢疫對象使用，因此採檢措施以PCR檢測；對於
無法自行操作快篩的民眾，則由地方政府安排人
員協助進行快篩檢測。

染疫重症2歲童不治 國內首例

針對確診者在家的送藥機制，藥師公會理事長
黃金舜說，全縣市超過1800家社區藥局投入服務
，由藥師親自送藥到宅，包括金門、澎湖等離島
都有。藥師公會提醒，疫情期間可常備解熱止痛

藥、止鼻水藥、止咳化痰藥、體溫計、血氧計等
6種藥品醫材品項，做好身體監測、症狀緩解。

另外，2名死亡個案方面，國內首次出現染疫
幼童死亡個案，個案為1名新北2歲男童，連日搶
救仍傳憾事，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接到訊
息深感不捨，須檢討之處包含，內容將包含症狀
分類辨識、遠距視訊就醫、轉醫等，將盡快改進
；另有1起為中症轉重症的90多歲長者。

新北市一名2歲確診病童昨天過世，讓兒童打

疫苗的問題更受到重視。� 圖／余承翰

據英國牛津大學資料庫「數據看世界」顯示，新冠疫情2年多來
，全球確診數超過5億，死亡人數高達619萬人，但最新數據指出
，目前全球每日病歿人數已降至疫情爆發以來最低點，過去7天平

均每日死亡數為2813人，遠低於2021年1月高峰期的每日1.45萬人
病歿。圖為印尼攝影師18日拍攝新生兒，雙胞胎可愛模樣，彷彿
正在為世界祈求疫情快點結束。� 圖／法新社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17～22 陰天

桃  園 16～22 陰天

新  竹 17～23 陰時多雲

台  中 20～27 多雲時陰

南  投 20～26 多雲時陰

嘉  義 20～27 多雲

台  南 21～27 多雲

高  雄 23～28 多雲

花  蓮 19～24 陰天

台  東 20～26 陰天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10~15 香港 20~26
曼谷 26~35 福州 15~19
雪梨 15~25 昆明 11~18
洛杉磯 14~18 武漢 15~19
紐約 4~13 上海 13~24
里約 20~28 南京 14~24
日內瓦 6~20 西安 13~27
倫敦 7~17 青島 12~16
羅馬 7~19 北京 13~29
約堡 9~17 瀋陽 13~27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8.835 29.505

歐  元 30.76 32.1

港  幣 3.572 3.776

日  圓 0.2184 0.2312

人民幣 4.464 4.626

� 註：新台幣昨收29.23元 貶值4.4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6993.40 ▲ 94.53

台灣店頭市場 204.76 ▲ 0.65

東  京   日  經 26985.09 ▲ 185.38

香  港   恆  生 21027.76

▲

490.32

亞洲股市

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