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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颱風 「摩羯」 於本港昨日傍晚6時20分
升級為八號颱風，天文台預計至少將維持至今
日正午12時，意味八號風球懸掛至少17小時。
昨日市民把握時間提前 「備糧」 ，下午5時許，
大公報記者在香港仔的部分麵包店看到貨架已
被清空，街市、超市內人頭湧湧，街市出售的
唐生菜約12元一斤、菜心14元一斤、本地番茄
12元一斤，價格與平日相若。在銅鑼灣的超
市，記者於晚上7時許見到，蔬菜、肉類的貨架
已被搶購一空。

市民湧到街市超市掃貨
在香港仔，市民王小姐於下午手提兩袋蔬

菜及肉類，她
告訴大公報記

者，較平日多買了半斤
菜心。她說不擔心颱風
過後蔬菜、肉類價格大
升，相信內地供港蔬菜
穩定。市民徐先生昨日
趁颱風，相約一眾好友
到家中 「打邊爐」 ，他
告訴記者，購買蔬菜、
凍肉、海鮮等食品合共
約800元， 「海鮮似乎貴
了一點，一斤都貴了10
多元，但颱風下接受
到。」

蔬菜檔主葉先生向
大公報記者表示，昨日生

意額上升約兩至三成，普遍顧
客多買兩、三斤蔬果，但他不敢

加價。他說今日菜價高低，主要視乎
批發商售價，按過往經驗，颱風過後，菜

價會較平日上升20%，部分菜類或會加價近一
倍。

香港蔬菜同業聯會副會長王正強昨日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本港出售蔬菜主要來
自廣東地區，每晚10時許，約200櫃蔬菜貨車
經文錦渡口岸到港，而昨日兩地貨車、通關沒
受颱風影響，預計今日供港蔬菜批發價格穩
定。但若內地出現大規模水浸、風暴吹襲等破
壞農作物，近日菜價或會上升。

王正強說，留意到昨日有不少人購買過量
蔬菜，導致部分零售商漲價近一成。他預料今
日八號風球仍在懸掛，部分超市、街市零售點
不營業，菜價可能上漲一、兩成， 「供應少，
自然會加價。」

新界本地農協會主席黃七娣向《大公報》
表示，農戶已提前收割成熟的農作物，例如矮
瓜、豆角等，相信對收成影響不大。她說近年
極端天氣頻繁，本港農戶正研究在防雨棚內種
植合適的農作物，抵禦極端天氣帶來的影響。

食環署網頁顯示，今日活豬預計供應2464
隻，當中內地進口2364隻、本地100隻。香港
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向《大公報》表
示，據了解今日市場供應的內地豬肉，於昨晚
由跨境運輸貨車陸續運送抵港，八號風球下運
作一切正常，除非天文台改掛九號或更高風
球，香港屠房才會暫停運作。但他強調今日市
面豬肉供應穩定， 「市民不用捱貴豬，不用擔
心！」

廣東「輕騎兵」支援農業
預計受 「摩羯」 影響較大的湛江，種植了

水稻、蔬菜、香蕉、紅橙等主要農作物。湛江
市農業農村系統已經公布了防災減災應急聯繫
方式，幫助農戶防禦此次颱風。

大公報記者從廣東省農業部門了解到，農
業部門已經切實加強應急部門的信息聯動，緊
盯颱風移動路徑，密切關注災害發生動態。據
悉，廣東多地已經第一時間組織 「輕騎兵」 前
往農田、魚塘和農業園區指導防禦颱風的工
作。

大公報記者了解到，廣東包括供港蔬菜基
地在內的種植基地上，農民已經搶收成熟的蔬
菜、水果，做好果樹、大棚設施等防風處理，
提前疏通田間溝渠，防止發生田間積水。有種
植大棚蔬菜的供港蔬菜基地，也在園區加固大
棚，對剛處於苗期的草花加蓋遮陽網，以防風
雨長時間衝擊損傷莖葉。有魚塘負責人表示，
已經提前完成堤圍排險加固，清理疏通排水設
施，避免發生漫塘。

中央氣象台預
計， 「摩羯」 將向西

偏北方向移動，強度逐漸增強，將於今日
（6日）下午以強颱風級或超強颱風級在海
南萬寧到廣東電白一帶沿海登陸，中心附
近最大風速在48-55米／秒，將是近十年
影響或登陸海南最強的颱風。廣東雷州半
島也是 「摩羯」 的潛在登陸地，如果 「摩
羯」 登陸地點鎖定為廣東，就可能成為歷
史上9月登陸廣東的最強颱風。

「摩羯」 來勢洶洶，廣東省於昨日啟
動水利防汛防颱風Ⅰ級應急響應，多地實
行臨時交通管制。昨日下午3時許，港珠澳
大橋應急救援指揮部辦公室發出緊急通
知，表示為確保交通安全，經三地會商，
港珠澳大橋主橋於9月5日晚上九時起臨時
封閉，解封時間另行公告。已購買停運班
次車票的旅客，可通過微信公眾號（港珠
澳大橋穿梭巴士）或官方網站（hzmbus.
com）免費辦理退票手續。

陸上交通方面，廣鐵部分列車調整運行
區段或停運，包括6至7日湛江西開往香港西
九龍、北京西、成都東等方向的始發和終到
列車，計劃調整到廣州南站終到和始發等；
水上交通方面，5至6日，中山港往返香港中
港城、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全部停航。部分
華南地區的飛機航班也陸續取消，南航、東
航、海南航空等發布相關退改簽政策。另
外，深中通道自5日21時起實行減速同行，限
速70公里／小時及以下。

目前，廣東全省濱海景區、跨海航線
已全部關閉，省內8萬多艘漁船已在港避
風，萬餘名海上養殖人員上岸，廣東海事
局已部署海巡船、救助船、救助直升機等
力量，廣東消防救援總隊已調集多個支隊
及總隊全勤指揮部、通信保障分隊等力量
赴粵西地區開展前置任務。

將面臨颱風正面登陸的湛江市，已分
批啟動 「停課、停工、停運、停航、停
園、停業」 措施，在湛徐高速雷州收費站
進行臨時交通管制，限制車輛南下，並在
麻章、遂溪、雷州、徐聞國省道沿途設置
臨時分流點，勸返前往海南的車輛。

大公報記者 李紫妍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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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1號颱風
「摩羯」 已加強為超

強颱風，並將於今日（6日）下午至夜間在
海南瓊海到廣東電白一帶沿海登陸。中央
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紅色預警。國家氣候
中心副主任賈小龍在昨日舉行的中國氣象
局9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受颱風 「摩羯」
影響，華南和雲南南部近日將有暴雨到大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9月仍有1至2個熱帶
氣旋登陸或明顯影響中國，主要影響華南
沿海地區，需做好颱風防範工作。

氣象專家提醒，未來三天，南海中北
部、北部灣等海域及華南南部颱風大風破
壞力大，建議相關海域航行船舶及時回港
或避開影響區域。海南島、廣東西南部、
廣西南部、雲南南部等地將有強降雨天
氣，局地可能發生山洪、地質災害、中小
河流洪水、城鄉積澇等災害；公眾應密切
關注當地氣象部門發布的最新預報、預警
信息，避免前往山區、海島、沿海等危險
地區。

另據國家防總消息，受颱風 「摩羯」
影響，在5日至8日，廣東南部、海南島等
有暴雨到大暴雨，廣東西南部、海南島等
地部分地區特大暴雨，局部地區累計雨量
可達600毫米以上、單日雨量可能達到500
毫米左右或以上。根據《國家防汛抗旱應
急預案》及有關規定，國家防總決定於9月
5日15時將針對廣東、海南的防汛防颱風應
急響應提升至二級。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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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供港肉菜穩定 市民毋須捱貴餸
八號風球下 跨境貨車如常運送

八號颱風襲港，普羅市
民最關注菜籃子的供應與

價格。本港的蔬菜業界人士表示，
供港蔬菜、豬肉未受颱風影響，菜界預計今日

批發價格穩定，但因部分超市等零售點或暫停營
業，可能導致蔬菜零售價上漲一、兩成。豬肉業界人
士表示，內地供港豬隻穩定，八號風球下香港屠房正
常運作，強調 「市民不用捱貴豬」 。

大公報記者從廣東省農業部門了解，農業部門已
經切實加強應急部門的信息聯動，緊盯颱風移動路
徑，密切關注災害發生動態。

摩羯撲港

八號風球期間服務安排

•所有日校（包括中學、
小學、特殊學校、幼稚
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今日繼續停課。視
乎風暴發展，假如夜校
今晚需要停課，教育局
會於稍後公布。

•社會福利署轄下福利服
務單位、幼兒中心、提
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
心、長者服務中心及包
括庇護工場、綜合職業
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
業訓練中心及展能中心
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
位，停止開放。

•海洋公園及水上樂園暫
停開放。

•香港迪士尼樂園、迪欣
湖活動中心暫停開放。

•醫院管理局轄下所有普
通科門診診所、專科門
診診所、專職醫療及其
他日間醫療暫停服務。
公立醫院急症室維持正
常服務。

•衞生署所有診所均會關
閉。美沙酮診所按正常
服務時間開放。

•入境事務處總部及轄下
各分區辦事處、人事登
記處和生死及婚姻登記
處，今日早上暫停服
務，直至另行通知。

•上環的港澳客運碼頭、
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
暫時關閉。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金巴」（含封關巴士）
暫停營運服務，恢復時
間另行通知。

•噴射飛航往返珠海及香
港之航班服務，今日全
日暫停。

•港鐵列車和輕鐵於八號
風球下，維持有限度服
務；九號風球下，隧道
段列車維持有限度服
務，露天段列車、機場
快綫、輕鐵及港鐵巴士
停止服務。

•六合彩攪珠順延至明晚
（7日）舉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
所有刊憲泳灘暫時封
閉。任何人士如不遵
從，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2000元及監禁14天。

•民政事務處開放全港
18區共30個臨時庇護
中心，供有需要市民入
住。

▲
▼

昨
晚
七
時
許
，
在
銅
鑼
灣
的
超

市
有
不
少
蔬
菜
和
鮮
肉
已
被
市
民
買

光
。

大
公
報
記
者
王
亞
毛
攝

▼

在
尖
沙
咀
海
港
城
，
商
場
人
員
趕
在
風
雨

吹
襲
前
把
扶
手
電
梯
包
裹
，
免
受
破
壞
。

大
公
報
記
者
麥
潤
田
攝

▲

昨
日
﹁摩
羯
﹂
襲
港
前
夕
，
市
民
到
街
市

﹁掃
貨
﹂
，
有
檔
主
表
示
生
意
上
升
兩
至
三

成
。

▲在杏花邨，多處已豎起擋水板防水浸。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八號風球下，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昨晚行人
稀少。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在香港仔避風塘，大批船隻返回避風。
大公報記者鄭雷攝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劉碩源 王亞毛 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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