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驛站名額今起增至2800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昨日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由今日（22日）
起從香港入境深圳的健康驛站每日名額增
至2,800個。昨日消息一出，已有大批趕着
臨近歲晚北上的港人登入預約系統，使網
站一度擠塞、難以登入。

深圳健康驛站繼上周增加每日名額至2,500
個後，今日起每日名額再加至2,800個。李家
超表示，十分歡迎及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
市政府的安排。他又說，名額再增加，有助
舒緩由香港到內地的市民需求，回應市民的
急切需要。

昨日疫情
•本地感染：15,971宗 •輸入個案：982宗

•新呈報死亡：50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1,080宗

院舍和學校疫情
◆23間安老院舍及8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53宗確診個案，68名院友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

◆713間學校共呈報1,868宗確診個案，共涉及1,542名學生和326名教職員，另有
39間學校共42個班級須停課

變異病毒
◆懷疑BA.4或BA.5確診個案佔比為52.78%，BA.2.12.1佔比為0%
◆本地個案新增5宗XBB、1宗BF.7、2宗BQ.1.1

醫管局概況
◆現有4,143名確診者留醫，其中549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27人危殆，合共136人危殆，其中35人於深切治療部
留醫。新增21人嚴重，合共144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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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天放寬措施酒樓預訂升三成 人手不足無法盡吸客
俗語有云，冬至大過年。今日冬至適逢新的社交距

離措施生效，包括進入酒吧以及參加宴會等快測要求

撤銷，以及取消餐飲或表列處所的人數上限等，刺激

食肆生意上升。有酒樓負責人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今日訂枱率比去年冬至最少上升三成，幾近爆

滿。但目前業界受食材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問題

影響，有酒樓更限制訂枱人數，免得因職員人手不

足、招呼不周令食客不滿，慨嘆人手荒之下，有生意

都未能承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怡

50人染疫亡 549人需入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昨
日新增16,953宗新冠確診個案，當中
輸入個案982宗，是疫情爆發以來新
高；再多50名確診者死亡，是自4月
以來單日最多。醫務衞生局昨日公
布，全港所有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站
在聖誕及元旦期間將繼續開放，便利
市民接受檢測服務，其中本月24日至
27日開放時間調整為上午10時至晚上
6時，室內/有蓋的社區檢測中心在下
午1時半至2時關閉，進行深層清潔
及消毒。
在昨日新增的輸入個案中，489
宗涉及機場檢測樣本、378宗涉及
第一至三天樣本，餘下115宗涉及

第四至七天樣本。學校個案方面，
共713間學校呈報1,868宗確診；院
舍個案方面，23間安老院舍及8間
殘疾人士院舍新增確診個案。現有
4,143名確診者留醫，其中549人為
新增患者。

醫衞局：三針比率83%
醫衞局表示，接種疫苗對預防染
疫後出現重症或死亡高度有效，以
本港為例，接種任何三劑疫苗後，
死亡風險大幅減少，未有接種的與
已接種三劑者相比，死亡率相差達
27.5倍。
該局重申，自推出疫苗通行證以

來，已完成接種三針的接種率由2月
底時的約23%，急速提升至現時的
83%，這亦是支持政府可以逐步放寬
不同社交距離措施的其中一個原因。
政府推行疫苗通行證安排時一直在防
疫和巿民日常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因
此，巿民上班、上學、在指定醫療處
所求診或接受治療都沒有受限，而巿
民獲取日常生活必需品時亦能有其他
選擇。
現時一老一幼的接種率仍然未如理

想，政府會繼續推動疫苗接種，務求
本港的防疫屏障更為穩固，更能保護
重點人群，讓本港在復常之路更穩步
前行。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歡迎政
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預訂今日到食肆做節的客人也有

增加，部分食肆的電話訂枱率上周只有五六成，政府放寬消息
出台後，訂枱率即時增加至九成。同時他希望農曆新年前可與
內地正常通關，吸引內地客來港設宴，生意有望增兩成。

訂枱率幾近爆滿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表示，今年冬至預訂情況比去
年多了三成，平均每個人的消費額介乎350元至400元。他同
時也認為現時餐飲業人手短缺問題很嚴重，冬至的幫工費用已
經比平時上升20%。雖然冬至生意逐漸重上正軌，但若不解決
請人問題，那對於餐飲業復常也是一大障礙。
倫敦大酒樓負責人蘇萬誠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冬至主打的佳餚
包括雞、豬、海鮮、髮菜蠔豉等「意頭菜」，今日冬至訂枱率幾
近爆滿，但由於人手短缺，不敢接太多預訂。他嘆喟：「比起去
年的人手情況，流失率高達一成。」因此為了緩和職員工作壓
力，以及確保食客有更好的進餐環境和服務，控制訂枱量。

總體成本增一兩成
另外，現時食材成本價格增加，如瑤柱、元貝等海味貨價今
年已上調至5%至8%，加上運費上升，總體成本增加至10%至
20%。他認為，政府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雖然不能立竿見影，
但希望明年新春時，會有更多政策可以幫助餐飲業發展。
新光酒樓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表示，政府採取雙管齊下
的做法，一方面維持部分重要的社交距離措施，另一方面鼓勵
市民接種疫苗，令大家對於外出就餐的信心增加，加上最新多
項的防疫措施鬆綁，令食客的消費意慾大增，相比去年的冬
至，今年會更有氣氛，陸續多了婚宴預訂、團體聚餐。
對於政府今起逐步放寬措施，餐飲業界均表示冬至是一個好
的開頭，希望幫助業界度過寒冬，展望未來迎來春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新
的社交距離措施今日生效，包括容
許市民於娛樂場所及活動場所的戶
外範圍飲食等。正在維園舉行的工
展會受惠，主辦方、廠商會會長史
立德昨日表示歡迎放寬，指市民可
以在工展會戶外場地試飲試食，有
助提升生意。有參展商表示，開放
場內飲食，預計可提升三四成生意
額。
史立德昨日陪同經民聯一眾立法會
議員到工展會視察，為參展商打氣。
史立德歡迎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有助
各行各業把握旺季商機，加快經濟復
甦步伐，有利更多大型活動及國際盛
事在香港舉行，本屆「工展會」亦受

惠，今日能在場內試食。他希望香港
和內地能繼續商討，容許港車點對點
免檢疫通關等安排，有助廠商回內地
處理業務。
工展會將舉行至下月1日，參展商

「安記海味」營運經理李小姐表示，
恢復場內試食安排，料可帶動生意有
三四成增長：「以前有得試食，試完
10個有9個半（顧客）都會隨即購
買。」這幾年因疫情不能場內試食，
顧客購買意慾大幅減少，因此今年參
展將以往賣100元兩包的冬菇，減價
至100元3包促銷。

迪園迎來疫後第一團
就政府最新放寬本地及入境防疫措

施，迪士尼樂園表示歡迎，希望有關
措施進一步放寬有助吸引更多本地及
海外旅客到訪。迪士尼亦已經陸續迎
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包括澳洲、
菲律賓、新加坡等，對於近日見到愈
來愈多海外旅客重回香港和迪士尼，
感到鼓舞。
近60位來自東南亞多個地區的業界

代表上周五（16日）到訪迪士尼，並
觀賞全新夜間匯演「迪士尼星夢光影
之旅」。
迪士尼上周六及周日（17日、18

日），迎接疫情後首個到訪樂園的旅
行團，這班來自泰國的團友完成了樂
園的行程後，衷心感謝園方的殷勤和
熱情款待。

工展會今可飲食 生意料升四成

食肆客量撤限撤限 冬至訂枱設限設限

外出食飯難齊人 街市不好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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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施女士：
我們大家庭人
比較多，兄弟
姊妹加上他們
的子女要去酒

樓才能坐得開。我看政府有
放寬防疫措施，身邊一些朋
友中招之後病情都比較輕
微，不太擔心疫情影響。

雜貨檔檔主施女士：
今年冬至的生意沒
有去年好，估計政
府放寬食肆堂食，
不少人選擇去酒樓

聚餐，就少過來買餸回家做節，
就連節日食品湯圓的銷量也不太
理想，我們常年都是賣20元一
包，沒有加價，但是少了人買。

魚檔檔主余先生：
我在北角擺攤廿
多年了，疫情這
三年生意都不太
理想，今年更是

不如去年，我也不敢過多備
貨，冬至期間僅僅比平日略好
一些，多了客人買百多元一條
的東星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怡）冬至是一家團
圓聚餐的日子，不少家庭都按照傳統聚首一
堂，昨日已有市民到街市買餸準備今日做冬。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北角春秧街街市採訪，
看到不少市民推着手推車滿載而歸。有市民
說：「過冬煮餐好，最緊要一家人食得開
心。」檔販則表示，部分市民外遊，使留港過
冬人數減少，生意不及往年。
昨日街市人流比平日多，不少市民提早一

天買餸準備做節。有市民說：「冬至正日街市
太多人，揀唔到好餸菜，而且可能會加價，提
早一天買餸備在家方便好多。」
市民徐先生打算今天與家人在家聚餐，「在家

做冬是最好的選擇，食得自在。」林太同樣選擇
在家做冬，「家裏更有氣氛，今年冬至比往年更
有過節氣氛，可能因為天氣凍。」同時市民擔心
疫情反覆而選擇在家做節，林太表示因為疫情而
不願意外出吃飯，「知道政府放寬防疫措施，但
始終每日上萬宗，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恢復以往生
活。」施女士則為免交叉感染，非同住家人各自
做節，「打電話問候就可以了。」

店主嘆熟客外遊成本升
不過，有不少店主認為出入境防疫措施放

寬，令生意受到影響。經營水果店二十年的華
姐表示，現時市場消費都很平淡，而且之前的

「0+3」等檢疫措施，使大約七成的熟客都
已外出旅遊，減少買食材過節，少了回頭客的
生意，生意現在越來越難做了，故不敢入貨。
金海肉食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認為現時政府放寬
防疫措施，很多市民去酒樓過節，也影響街市
今年冬至的生意。
亦有店主認為受疫情影響，本港的經濟元

氣未復，顧客做冬「慳住使錢」，加上食材成
本增加，令生意慘淡。龍華蔬菜的店員黃女士
直指生意「好差、差咗一半」，她表示進貨成
本上升，但是怕客人不買，零售價不能調升，
生意較往年淡薄。經營魚檔三十年的負責人余
先生稱，今年銷量比起去年差了，都入少了
貨，「今年好多人買東星斑，也是百幾二百蚊
的貨色，不過別說冬至了，平時每個月的生意
收入都少很多。」

提早買餸備用 避開正日人潮

◆◆有酒樓的冬至外賣乳豬有酒樓的冬至外賣乳豬
昨日已售罄昨日已售罄。。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攝

◆海鮮檔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香港人信奉無雞不成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冬至人均消費額預料介乎冬至人均消費額預料介乎350350元至元至400400元元。。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市民林太太：
冬至我與丈夫都
要上班，但估計
可提早少少收工
回家。我們是自

己小家庭做節，兄弟姊妹都各自結婚
成家了，不太容易齊人食飯。在家食
飯更有年味，而且不少食肆為了照顧
員工的過節需求，會提早關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