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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不聚過年不聚 疫情速去疫情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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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拜年 更加安全

鄺生：為大家着想，今年唔會面
對面拜年，過年就通下電話，同
埋喺社交媒體嘅群組用視頻一齊
電子拜年，咁就更加安全。

配合政府 清靜過年

劉太：電話拜年都係一樣，同好姐妹嘅麻
雀局都取消咗，今年假期就安心居家抗
疫。相信疫情會好快好轉，市民應該自覺
配合政府控制疫情，過個「清靜年」。

健康首位 來日方長

蘭姐：以往初一年年都出去旅行，今年
就自動自覺本地過年，同好姐妹約定今
年暫時唔拜年，雖然冇之前幾年咁開心
熱鬧，但來日方長，健康係首位。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香港特

區在這一年飽受重擊，無論社會、經

濟、民生等方方面面均大受影響，全港市

民共同度過一個難捱的鼠年。明日是牛年大

年初一，本是家家戶戶闔家歡聚的好日子，卻

因避疫需遵守一連串嚴格的限聚措施，令大家無

可避免要迎接這個不一樣的農曆新年！多位香港

市民昨日接受文匯報記者訪問均表示，因疫情仍

然嚴峻，他們將會響應政府呼籲，居家抗疫，取

消外出用餐，暫停跨家庭聚餐，團年飯場所也

移師家中，並採用電子拜年方式互道恭喜，盼

能盡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令疫情盡快過

去，才可安心歡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成祖明

以往每年都會返回內地老家過年的
鄺先生表示，今年會留在香港，

「鄉下好多親戚好熱鬧，但今年因為疫
情，返去要隔離，大家都要上班冇辦
法。今年唯有兩公婆加埋個女，買啲雞
鴨魚肉，三個人在港過年。」

在家食年飯 簡單又溫馨
他認為，為大家安全着想，取消聚
會是非常值得，「留喺香港啲親戚應
該都唔會聚嘞，安全第一，過年通下
電話，我哋喺社交媒體有群組，大家
都會群組視頻，一齊拜下年咁。」他
最大的新年願望，是希望香港疫情盡
早清零，盡快實現兩地互通，大家回
復正常生活。
劉太太一家往年會選擇外出就餐，今

年因疫情嚴峻，加上限聚措施，決定在
家團年，「出面有限聚令，我哋訂咗盆
菜，買咗雞同魚，年年有餘嘛！」她
說，兩個兒子已在外國定居，因疫情嚴
重不讓他們回來，今年與四個女兒慶祝，「我哋廣東人好注重
新年，覺得有一種寄望喺度，希望新年身體健康、事事順意，
因此一定會慶祝，今年就簡單啲，喺屋企食團年飯。」
她預料，今年的過年氣氛定不及往年，但花費減少，亦更安
心安全，「今年肯定慳錢，唔使出去食飯，唔使出去玩，之前
年年打麻將，今年都唔打嘞，幾日假期都會盡量留喺屋企，同
仔女約定唔拜年嘞。」她新年的最大願望，「是希望新一年疫
情可以控制到，大家可以放心暢聚。」
梁小姐以往會與家人一起慶祝新年，但今年決定一人過

節，「自己煮飯，打算買雞、鴨、魚等攞個意頭，可以揀自
己中意嘅菜準備，選擇比較多，唔怕食唔晒，食多幾日。」
她指今年活動減少，花費自然減少，已為新年假期做了簡單
安排，「早上飲茶，日間做下運動在家，應該都係自己一個
人。」
王先生表示，與家人一起過年，簡單又不失溫馨，「要晚上先

知具體安排，以往會去餐廳一起食，但今年疫情特殊情況，唔想
聚埋一齊，今年簡單啲，可能通下電話。」他指今年沒有特別宏
偉的新年願望，唯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順意。

減少會親友 健康最重要
楊女士表示，現時疫情仍然反覆，故早前已與部分親友溝
通，今年或不會前往拜年，只是「阿公嗰輩年紀比較大，又
唔係成日見，過年佢哋都比較着重，所以都去探一探啦。新
年願望梗係想疫情快啲過啦，回復返正常生活。」
李女士則表示，會如常往親友家中拜年，但會減少聚會
時間，不會一起共進晚餐，「大家都傾緊一唔一齊食飯
咁樣，始終過年大家都想見一見，聚一聚，唯有做足
啲（防疫措施）啦。」她同樣表示新年願望是疫

情盡快結束，健康很重要，「大家健健康
康，到時可以想見就見。」

市民新春祈願：送「疫鼠」迎「壯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農
曆新年對市民而言是重大的節日，令
原來冷清的上環海味街頓時多了購買
海味年貨的市民，但人流仍不及過
往。多間店舖都採取薄利多銷的策略
來吸引顧客，有海味店表示，近期的
生意額較預期理想，認為年近歲晚市
民都會購買海味過年，又樂觀預計生
意額可達過往七成。

居家「廚神」自購食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達上環海

味街一帶巡察，雖然部分市民在雨
下撐傘選購海味，但在疫情之下，
街道明顯較以往冷清，人流也較往
年稀疏。不過，每當年近歲晚，海
味店外大排長龍購買海味的萬人空
巷景況卻不復見，店內人員有的在
閒坐，有的在玩手機，有的在包裝
貨品，靜待顧客光顧。
疫情之下，礙於限聚令、限坐令等
一系列防疫措施，使市民未能在晚上
出外食團年飯，卻造就市民一嘗當
「廚神」的滋味。有出售臘味店舖的
職員表示，近期的生意有所好轉，或
因沒有晚市堂食的緣故，市民轉而購
買食材，自行「炮製團年飯」，生意
較預計理想，約增加兩成。
海味則是農曆新年的送禮佳品，而

元貝、冬菇等的價格也較過往低約兩
成，例如元貝過往售價約為500元，
現時售價為近400元，不少海味店均
以薄利多銷的策略，藉以提升生意
額。

減價促銷 平價海味旺
海味店職員王先生表示，海味街

的人流大減，雖然臨近過年，不少
市民都會趁這段時間購買年貨，生
意額有所提升，惟樂觀預計生意額
可達過往約七成。他說：「家只
係靠減價促銷、薄利多銷，始終街
坊客，（定價）太貴唔會幫襯，所
以貴價海味冇咩人買，平價海味比
較受歡迎。」
另外，購買海味的市民均表示，

今年海味價格較往年便宜。楊女士
昨日花了1,000多元購買海味年貨，
較以往花約2,000多元，少近一半。
她解釋，因為疫情而取消部分拜年
活動，但年長一輩始終較為着重時
節，故主要是贈予他們。
李女士則花了近2,000元購買海味

年貨，她指出，每年送禮的分量相
若，只是今年價格有所下降，故花
費較以往少數百元，「都係啲冬
菇、瑤柱，年年都係送咁多畀親
戚，平咗，所以使少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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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農曆新年將至，本港
仍然實施嚴格的「二人限聚令」及晚市禁堂食等防
疫措施，令不少食肆痛失新年生意。旺角倫敦大酒
樓副總經理蘇萬誠指，疫情之下市民外出用餐本就
減少，加上二人限聚令使得大家庭聚餐難以實現，
團年飯訂單更在晚市禁堂食令下紛紛取消，作為傳
統中式酒樓，生意備受打擊，惟餘少數公司年尾聚
餐繼續，酒樓逆市自救，農曆新年前推出盆菜宴外
賣，備受熟客歡迎，酒樓將繼續遵守政府防疫措
施，期望在多方配合之下，盡快控制疫情。

中午「年飯」20人分10張枱
蘇萬誠表示，因本港疫情反覆，市民擔憂外出

用餐增加感染風險，加上「二人限聚令」及夜晚
禁堂食等嚴格措施，讓做傳統闔家歡生意的酒樓
生意一度備受打擊，此前油尖旺區頻頻爆疫更讓
市民望而卻步，酒樓市道一直欠佳。農曆新年是
中式酒樓的傳統旺季，惟今年因嚴格的食肆限聚
令，所有團年飯預訂全數取消，萬幸仍有少數公
司選擇在中午舉行「年尾聚餐」，「今日（10
日）中午有3單，都係20人，分10張枱圍成一
圈，中間擺放菜品，以自助餐形式進行，聽日
（11日）是年三十，公司收爐就再無訂單。」
逆市之下酒樓亦要自救，他指今年酒樓為應對

疫情影響及順應顧客要求，第一次推出盆菜宴套
餐，包括鮑魚、大蝦、冬菇等山珍海味，另配燒

鵝及水晶雞，本月1日開始接受預定，雖然比較
倉促但銷量都算不錯，不少熟客紛紛幫襯，至今
已定出約60盆。

掃碼探熱 官民商齊心抗疫
他表示現時疫情雖有緩和，但酒樓仍嚴格遵守防

疫措施，「進門要探熱，職員會提醒顧客掃描安心
出行記錄行程，每張枱限定2人，保持1.5米距
離，部分仲用隔板隔開，場內不僅有張貼戴好口
罩的告示，還不定時用廣播提醒。」他認為抗
疫非一人事，需要公司、市民、政府三方全
力配合，「只能希望大家自律自覺，配合
政府防疫抗疫規定，疫情能盡快控
制，客人放心出門，酒樓生意才
能慢慢好轉。」

酒樓自救 力推盆菜宴外賣

●●農曆新年臨近農曆新年臨近，，本港大街小巷換本港大街小巷換
上迎春布置上迎春布置，，當中以金牛裝飾最為當中以金牛裝飾最為
應景應景。。圖為市民在利園商場外的圖為市民在利園商場外的
「「金牛陣金牛陣」」打卡打卡。。

●海味街愈近農曆新年愈旺場，生意有望恢復七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因應政府取消晚市堂食，酒樓專心經營午市，更力
推盆菜宴外賣自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王先生表示今年電話
賀歲，避免當面拜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小姐稱，今年決定
獨自過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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