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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迎新

美國各地華人連續第二年美國各地華人連續第二年

在新冠疫情下迎接農曆新年在新冠疫情下迎接農曆新年，，在在

OmicronOmicron變種肆虐下變種肆虐下，，美國疫情遠比去年美國疫情遠比去年

嚴重嚴重，，各地華埠商戶都感受到壓力各地華埠商戶都感受到壓力，，雖然中餐雖然中餐

館仍然可以開門做生意館仍然可以開門做生意，，但由於很多家庭為了但由於很多家庭為了

避疫都減少外出食團年飯避疫都減少外出食團年飯，，令餐館生意大減令餐館生意大減。。

不少華人商戶都審慎寄望虎年美國疫情可以不少華人商戶都審慎寄望虎年美國疫情可以

好轉好轉，，並希望更多民眾打針可以讓更多人並希望更多民眾打針可以讓更多人

出街過年出街過年。。

美國東北部在周末遭受暴風雪吹襲，多處
積雪，大大打亂了紐約華人辦年貨的計劃，
不少人於是趕在年廿六下雪前，到法拉盛的
華人超市掃貨，超市加派人手收錢、補貨，
幾乎連午飯都吃不上。超市負責人又表示，
因受極端天氣的影響，過年前海鮮價格恐怕
會升20%，提醒要買海鮮團年的家庭留意。
紐約華人楊麗因聽聞周末會有暴雪，上周

五特別趕在上午9時前，前往法拉盛的華人
超市選購年貨；她說，抵達超市後，才發現
店內早已大排長龍，不少她想要購買的食材
都尚未補貨，前往第三家超市才買到包餃子
所需的絞肉，「絞肉、平時買的麵粉，都沒
在第一家店找到。」

買蟹排隊等一小時
居住在法拉盛的陳女士表示，她早幾天已

備好年貨，上周五到超市購買海鮮等食材，
準備年貨大餐；她說，當天上午8時左右，
已開始下雪，本以為店內客人較少，但抵達
超市後，光買螃蟹就花了近一個小時，「人
太多了，買什麼都要等。」
中美超市的經理吳建錫表示，因美中海運

的貨櫃價格較疫前同期大幅度上升，今年超
市業界特別提前準備訂購年貨禮盒，但並未
受到顧客的青睞，反而絞肉、麵粉、糯米粉
等受到民眾的熱捧，「受疫情的影響，大家
都減少串門拜年、外出聚餐，選擇在家烹飪
美食。」
昌發超市集團董事長王傳厚表示，今年年

貨數量相對較少，不少超市都等到1月左右
才陸續擺出年貨，價格亦較去年同期高出
30%左右，美國國內的貨品也因通貨膨脹，
價格有所上升。 ◆綜合報道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日在社交媒體發表
新春賀詞，他提到新冠疫情爆發後當地結
婚人數減少，但經過兩年疫情後，結婚人
數已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希望在虎年可以
看到更多新加坡人結婚報喜，開枝散葉。
李顯龍說：「雖然疫情一開始導致結婚

的人數有所減少，但令我欣慰的是，許多
情侶過後都按照計劃完成終身大事。經過
這兩年的疫情，結婚的人數已恢復到疫情
前的水平了。」與此同時，出生人數雖略
有下降，但幅度沒有預想的那麼大，李顯
龍強調：「其實，無論有沒有出現疫情，
家裏添了新成員，長輩們如父母和爺爺奶
奶等都會感到興奮。寶寶的到來，給全家
人帶來了歡樂和溫暖，也給國家帶來了美
好的希望和璀璨的未來。」
李顯龍說，新加坡政府一直都大力支持

新加坡人生兒育女，在疫情期間也繼續發
放育兒津貼，幫助一些父母減輕經濟負
擔。例如，孩子在2020年10月1日至今
年9月30日出生的父母，可獲3,000坡元
（約1.7萬港元）的一次性育兒津貼。
針對當前疫情，李顯龍呼籲公眾在新年

期間，跟親友相聚時也要負起社會責任，
同時遵守安全管理措施和注意個人衞生。
如果身體不適，千萬不要出門，也不要接
待訪客。就算不能上門拜年，大家也能利
用科技，跟親友在網上相聚。

牛車水生意勝去年
新加坡衞生部長王乙康上周五亦表示，農曆新年

期間，要確保能安全地與親友拜年，避免感染，公
眾應遵守防疫措施、生病時別出門，以及積極進行
自我檢測。他呼籲民眾限制在5人一組去探訪親
友，不要違反防疫措施，以免被罰款。若是生病或
是身體不舒服、例如流鼻涕或喉嚨痛，就算自我檢
測呈陰性，也應避免出門拜年，因為自我檢測結果
有時可能出錯。
新加坡今年過年的限聚人數比去年的8人更嚴

格，但仍無損過節心情。有居民表示，只要做好佩
戴口罩、勤洗手和接種疫苗等防疫措施，自然可以
保護家人，因此未有太大顧慮。牛車水亦有商店東
主表示，今年生意明顯好過去年。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智多倫多報道）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1月初因應變種病毒
Omicron來勢洶洶，省政府立即實行連串收緊公共
衞生措施抗疫，隨着主要公共衞生與醫療系統指標
趨向穩定，省長福特宣布從本月31日凌晨開始分3
個階段逐步放寬防疫限制，其中最早解禁是食肆局
部恢復堂食，顧客容量達到原本接待人數的一半。
中式食肆對省府在農曆新年大除夕局部解禁喜出望
外，寄望此舉吸引華人出外食團年飯。

商場大肆宣傳 掛滿賀年裝飾
任職中菜館超過20年的Roger慨嘆自從新冠病
毒在2020年初進襲加拿大後，當地中式食肆已經
連續3個農曆新年生意慘淡，他希望這次食肆能
在大除夕恢復堂食，有助刺激顧客扶老攜幼
出來食團年飯。不過，他明白華人素來
比較謹慎抗疫，即使他們已經打齊3
劑新冠疫苗，亦未必出外聚餐。
Roger表示很多食肆作出兩手
準備，早已大肆宣傳外賣盆
菜，方便顧客訂購，提
高營業額。

安省宣布室內公共場所增加可容納人數，加上
社交聚會人數上限提高至室內10人及戶外25人，
對各行各業都是好消息，尤其是零售業。在安
省，華人人口接近60萬，省府多倫多更是華人聚
居城市，所以每當農曆新年來臨前，商場、超市
和各類零售商舖均大肆宣傳吸客，明年是壬寅虎
年，商場到處掛滿「虎虎生威」的賀年裝飾，一
片喜氣洋洋狀況。華人經營的商場和商店在疫情
下提供折扣給顧客，連帶洋人為主的購物中心和
超市亦不執輸，不但出售應節食品，還在宣傳海
報和單張滲入濃厚農曆新年色彩，顯然洋商已知
道華人在新年講究「意頭」的傳統。
安省現在每天新確診新冠病例仍有近5,000宗，

但多倫多華人仍會在歲晚外出購買賀年食物和用
品，以較輕鬆心情送牛迎虎。零售店東主Robert
喜見近日有多些人選購賀年食品，令到市道較兩
周前好轉。他希望疫情能在未來幾個月終結，人
們可以重過正常生活，他特別希望能夠早日返港
探望已有3年未見的親友。中年主婦Winnie表示
她已預訂盆菜團年，還會購買年糕、糖果和油器
返家，她較失望是在溫哥華工作的女兒因疫情不
能回來過年。

農曆新年將至，新西蘭基督城有商場設置傳統中國許願
樹。不少顧客懸掛許願卡，「疫情消失」的願望成為主流。
馬來西亞華人卡茨已在基督城生活9年，自疫情爆發以來

就與家人分隔兩地。面對許願樹，她表示自己很想家，「長
期跟家人分開，感覺年味愈來愈淡。」受疫情影響，新西蘭
華人華僑只能通過網絡與家鄉親友拜年，劉女士表示，將用
傳統美食和網上聊天的方式保持過年氣氛，「這對所有人而
言都是艱難時刻，有時候我們需要暫時把疫情的困難拋在腦
後。」 ◆綜合報道

◆旅客穿上賀年裝扮與
卡通人物跳跳虎合影。

新華社

◆倫敦一間博物館舉
行舞獅表演。 新華社

在三藩市華埠經營高級中餐私房菜「明店」
（China Live）的陳繼錕說，雖然今年州

或地方政府沒有再命令食肆關閉或禁堂食，但
Omicron疫情仍然令餐館失去了90%的公司春
節派對和團年飯預訂，100名員工中亦先後有3
人確診，「今年也不好過。但我們祝願並希望
民眾會感到更舒服，接種了疫苗前來歡聚。」

復辦巡遊花市 華人仍避去
即使是主要做外賣的燒臘店也受疫情影響，

三藩市興隆燒臘負責人張先生表示，由於供應
鏈問題令來貨緊張，加上避免員工在疫情下加
重壓力，因此新年前都只預計會增加20%供
應。同樣受供應鏈影響的還有過年裝飾，三藩
市法寶佛具精品店員張小姐說，今年從中國訂
購對聯和利是封等紙製品要改用空運，因為正

常的海運時間「比過去長
很多」，而且價格也上漲
了。
三藩市唐人街今年復辦

春節巡遊和花市，但人流與疫情前相比明顯冷
清，來自廣東的林偉說，農曆新年是華人家庭
團聚的日子，每年都放鞭炮，搞大掃除，雖然
今年當地重新舉行慶新年活動，但他仍決定避
免帶家人參加，以防萬一。69歲的萬先生也
說，今年不會搞大型家庭團聚，只會集中做大
掃除，「我們6個月後再慶祝。」

商界領袖：虎年象徵變革
紐約華埠的華人商戶及中餐館也不太好過，

受疫情影響，紐約華埠旅客大減，加上進入
2022年後當地治安不斷惡化，接連發生命案和

有警員遇襲，令當地人都不太敢出門。紐約華
埠一些較出名的中餐館，在過年前最多也只接
到附近熟客的外賣訂單，原因是暴力事件令許
多人選擇待在家。
紐約華埠商改區行政總裁陳作舟表示，在

2021年華埠至少有17家餐館和139家商舖永久
結業，當地店舖空置率升至15%，1,600個街舖
有241個空置。不過陳作舟表示，對華人來說，
虎年象徵變革和冒險，提到當地近日已經有一
些新餐館開門迎客，且不局限於中餐，「這些
店主願意把眼光放長遠，華埠會重整旗鼓。」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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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打亂辦年貨 美東北捱貴價海鮮

新西蘭華人掛許願卡 異口同聲「盼疫情消失」

大除夕堂食解禁 安大略餐飲業喜出望外

◆◆李顯龍鼓勵國民生育李顯龍鼓勵國民生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西蘭華人冀盼疫情消失。
網上圖片

◆酒樓推銷外賣盆
菜，現金付款有9折
優惠。 成小智攝

◆中式超市高掛紅燈籠，襯托
過年氣氛。 成小智攝

◆ 身 在 異
地，也能買
到新年小擺
設。
成小智攝

◆虎年10磅大橙禮盒，可自用
或送禮。 成小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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