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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昨日是重陽節，特
區政府舉行儀式，悼念二戰期間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
人士。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多名特區政府官員昨晨到大
會堂紀念花園，出席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人士的紀念儀
式。在儀式上，眾人先默哀兩分鐘，其後由警察儀仗
隊鳴槍，最後由李家超獻上花圈。
出席是次儀式者還包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

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副署長李江舟、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方建明、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及林鄭月娥、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財政司副
司長黃偉綸和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譚耀宗等。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在社交平台中發帖
表示，她到浩園悼念因公殉職的同僚，向逝者獻上鮮

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並對他們的無私奉獻
再一次奉上無言的感謝，又到景仰園向菲律賓馬尼拉
人質事件的死難者獻花致意。

悼二戰為港捐軀人士 特首官員出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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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撐枴杖每年兩次掃墓：用券買多啲冥錢燒畀亡夫
昨日重陽節天氣依然炎熱，但無阻孝

子賢孫按傳統上山掃墓祭拜先人。部分

人為避開交通管制，天未亮就摸黑上山

拜祭，也有不少人頂着烈日到墳場掃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直擊市民排除

萬難，帶備衣紙、鮮花、燒臘等祭品拜祖。有市民感慨一眾家族成員疫情下

未能聚會，卻藉掃墓祭祖而聚首。也有行動不便的婆婆每年兩次堅持拜祭亡

夫，她指雖然祭品加價約一成，幸有電子消費券「補返數」，「買了一大袋

祭品，讓先生在天之靈亦可以一起享用消費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有紀錄以來最熱重陽節

盧女士蒙婆婆朱婆婆 吳先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天文
台總部昨日下午錄得最高氣溫攝氏33.5
度，打破1959年重陽節32.5度紀
錄，成為香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

最熱的重陽節。酷熱天氣
下，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目擊

救護車不時穿梭鑽石山墳場，接送疑因中
暑不適的掃墓人士。另外，上水河上鄉一
名60多歲女子昨晨掃墓期間昏迷，送往北
區醫院治理後回復清醒。
天文台於昨日上午先後發布黃色火災危

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至中午時又指高空
反氣旋正為華南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正午時分香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左
右。根據天文台資料，有紀錄最炎熱的重陽
節是在1959年10月10日錄得，當日最
高氣溫達到32.5度；而1992年10月4
日重陽節的最低氣溫也高達27度。最清
涼的重陽節是1903年10月28日，當日
最高氣溫僅21.1度，最低氣溫14.9度，
兩者均是歷年最低溫的重陽節。
天文台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今

早抵達廣東沿岸，風勢逐漸增強，今日
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也有幾陣驟
雨，氣溫稍為下降，日間短暫時間有陽

光，氣溫介乎27度至32度，吹微風，一股
乾燥的東北季候風補充預料會在下周初至
中期影響華南地區，下周三及四本港天晴
乾燥。

酷熱重陽節，將軍澳墳場一如既往實施
特別封路措施，有市民凌晨於封路前

摸黑駕車或乘坐的士到墳場拜祭先人。其
他墳場即使沒有封路措施，孝子賢孫也要
排長龍乘坐交通工具，其中柴灣港鐵站外
的巴士站排長龍打蛇餅，大批市民等候坐
專線巴士到歌連臣角墳場掃墓。而鑽石山
墳場，午後掃墓人潮增加，有警員在附近
巡邏。偶爾也有掃墓人士疑因天氣酷熱不
適，需召白車送院治理。

等專巴排長龍 有摸黑避封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鑽石山墳場訪查市
民掃墓的情況。適值正午時分，鑽石山氣
溫上升至攝氏32度左右，不少市民忍受住
炎熱天氣，扶老攜幼帶備大包小包的祭品
到埗。人人汗流浹背，但未休息夠就開始
擺定水果、燒臘飯等祭品上香拜祭，大人
站在焚燒桶前燒「元寶」、金銀衣紙等，
小朋友則在一旁抹汗及乘涼。
需藉助枴杖出行的80歲朱婆婆，自從丈
夫2016年過身後，每年的清明節和重陽節
都會拜祭亡夫，「每年一到清明和重陽就
會覺得心掛掛，覺得有事情未做，拜祭完
先生後就會覺得心好安樂，晚上先瞓得
着。」縱然行動不便，她仍堅持帶備燒肉
飯、橙以及衣紙和冥錢來墓地拜祭，昨日
祭品共花近200元。

朱婆婆表示祭品加價，幸有電子消費券
幫補，「買咗一大袋冥錢，我有錢使就想同
先生有福同享，燒啲錢（冥錢）給先生在下
面（黃泉）可以使。」她指昨日重陽節掃墓
的人潮明顯增加，相比之下，「今年清明節
或因為疫情緊張沒有那麼多人掃墓。」
另一位蒙婆婆每年的清明節和重陽節亦

會來掃墓拜祭父母，她昨日用行李箱裝了
大量衣紙、水果和燒臘來拜祭，上香和焚
燒祭品時她雙手合十念念有詞，以緬懷先
人以及為後輩祈福。蒙婆婆指今次買金銀
衣紙等祭品時發現價錢比上次購買時貴了
約一成，她表示價錢有升幅無所謂，認為
為了拜祭先人可以接受。
盧女士帶一家五口在墓地拜祭，她指衣

紙、燒臘飯、水果總共花費逾一千元，認
為一年兩次花費逾千元可以接受，覺得都
是為了拜祭先人。

疫下久未聚會 拜山家族聚首
吳先生則召集家族20名成員掃墓祭祖，

他指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掃墓，平時因為疫
情，家族已經好久沒聚會；近期疫情緩
和，家族才再聚首。因目前限聚令仍維持
最多4人，他們20名家族成員會保持距
離，以遵守防疫規定，祭拜後打算一起分
枱聚餐。「去年清明節、重陽節和今年清
明節因為疫情都冇來，後代子孫都一直掛
住，都想來拜祭下先人。」他指準備的祭品
比較簡單，買了鮮花、水果和餅，在墓前
上香，沒有買衣紙，大概花費200元左右。
黃女士希望政府放寬限聚令，「有實際需

要，每人都戴了口罩、很安全。」陳太則
說：「放寬當然好，就算不放寬，現在這樣
也沒有所謂。拜山歸拜山，吃飯歸吃飯，
分開做，沒有特別理會，講求心意。」

◆有市民準備了大批紙紮祭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張弘

◆昨天重陽節，大批市民出行掃墓，巴士站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市民花大錢購祭品拜祭先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市民食雪糕「消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特首與多名官員在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出席
官方紀念儀式。

▲楊何蓓茵到浩園悼念因公殉職的同僚。
Fb圖片

◆◆李家超於儀式中在紀念龕前致獻花圈李家超於儀式中在紀念龕前致獻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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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弘）紙紮祭品是掃墓必備用品之一，有紙紮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疫情下運費成本上升，部分內地生產的紙紮品延遲抵港，來貨價也上升50%至
100%，但為免嚇怕市民，店家未敢將成本全數轉嫁給消費者，零售價最多上升一兩成，顧客平
均消費100元至200元，亦有「貴客」豪花千元買祭品，當中較受歡迎的是仿照iPhone、Mac-
Book等電子產品製作的紙紮品。
在西環經營紙紮品多年的俊城行負責人杜先生表示，近日疫情回穩，市民趁重陽節紛紛外出掃
墓，故紙紮生意增長約一成。另外，孝子賢孫也希望讓先人「體驗」陽間最新生活享受，故不少紙紮
品會仿照目前最流行的時尚產品製成，例如iPhone、MacBook等電子產品，以及目前流行的食品。
另一間紙紮店負責人則表示，今年最豪客人共花費逾千元買紙紮祭品，包括大屋、汽車、傭人、按摩
椅造型的紙紮用品。不過他表示，疫情下物流運輸受阻，部分貨物延遲抵港，來貨價更上升50%至
100%，但店方只調升約一兩成零售價。

紙紮品來貨價飆
無礙「果機」送冥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