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永興：勿視內地客為「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與內地恢復
免檢疫通關後，上水未見再有水貨客出現，政
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
其帶領的跨部門小組正密切留意情況，但至今
未見有大量水貨客湧入，亦希望市民不要視內
地遊客為「威脅」，特區政府會就水貨客造成
阻街等問題加強執法。

卓永興指出，其實以往八成的水貨客也是香
港本地人，「大家要明白，內地同胞來香港是
訪客、遊客，不要太過覺得好似對香港會構成
『威脅』。」由他帶領的跨部門小組，正密切
留意情況，會就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水貨客所
造成的滋擾，例如阻街、環境衞生和交通阻塞
等問題加強執法。

他又表示，近期市面搶藥潮已有所紓緩，撲
熱息痛藥物供求逐漸恢復正常，政府建議藥房
設自律上限，每名顧客不得購買超過60粒撲熱
息痛藥物，藥房賣藥可以按供應保留彈性，目
前未有需要以立法限制買賣，「今次建議並非
法例，如果出面好多貨，（藥房）鍾意賣多些
就賣多些，如果有問題浮現，我們一定知道，
問題浮現了，我們再與藥房商討，若得不出什
麼結果或成效不彰，如果需要立法，其實也可
以很快。」

◆香港連續兩日確診數降至只有2,000餘宗水平。圖為市民趁新年
假期外出逛街。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疫情持續回
落，昨日新呈報2,271宗確診個案，是連續兩日降至
只有2,000餘宗水平。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
示，特區政府會繼續穩步有序復常，現仍維持的「口
罩令」等小量防疫措施，有望在農曆新年後進一步放
寬。同時，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視
乎數據、口岸配套以及承受能力等，在可行情況下加
快落實兩地第二階段的復常通關安排。
昨日新呈報的確診個案，包括2,230宗本地感染和
41宗輸入病例，同時新增49名確診病人在公立醫院
離世。根據初步分析，20名離世病人的死因與新冠病
毒有關，餘下29人的死因則並無關聯。
隨着確診數字回落，目前公立醫院留醫人數進一步

減至2,551人，當中148人為新增患者，而危重病人
數目亦持續下降，只新呈報8人危殆及10人病情嚴
重，累計有126名危殆及131名嚴重確診病人留醫，
當中25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盧寵茂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隨着民生經濟活

動增多，香港與國際聯通及與內地復常通關，預計農
曆新年後確診數字或會上升，但本港現有更好的免疫
屏障，加上醫療系統有較好的準備，因此會繼續穩步
復常，讓市民及社會經濟活動回復正常。
特區政府已撤銷多項社交距離措施，現剩下院舍及

學校仍維持檢測措施，而巿民仍須遵守「口罩令」，
暫只在26日起放寬部分場所無須戴口罩。盧寵茂預
告，目前仍維持的小量防疫措施有望在農曆新年後再
放寬，「預計剩餘一些抗疫措施會有序放寬，當然我
們希望愈快愈好。」

加快落實第二階段復常通關
同時，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在可

行情況下加快落實兩地第二階段通關安排，「我們都
很有希望在短期內推出第二步通關措施。每一步我們
監察着數據，及視乎關口各方面的配套、承受能力，
政府會密切與內地商討，在可能情況下會盡快及加速
第二階段（復常）通關。」
盧寵茂強調，放寬不代表放棄防疫，新冠病毒沒有

離開，市民仍應注意個人防護，一旦發現染疫便需盡
早求診和接受治療，特區政府亦會持續按照世衞組織
的指引，透過基因測序監察新冠病毒有否變異。

一老一幼接種率須再提升
回顧過去三年抗疫經驗，盧寵茂認為香港做得最成

功但仍最需要改善的也是疫苗接種。目前，本港整體
接種率達95%，三針接種率達84%，屬全球非常高水準，「接種率
高是成功的，可以說是全香港值得驕傲的事；但同樣地稍為不理想
的，說得難聽一點是失敗的，就是『一老一幼』的接種率，我覺得
絕對可以繼續提升。」
他指出，若有更多長者和幼童接種新冠疫苗，在抗疫路上會有更
大能力，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波動或變數，而長者及小童感染
變種病毒後，重症或死亡率仍遠超流感，因此在復常過程中，接種
疫苗仍屬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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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鬆綁
後，餐飲業界本月
的生意額逾百億
元，接近疫情前的
九成。圖為市民昨
日趁年初二到酒樓
食開年飯。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市民昨日到街市購買食材準備開年飯。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年初二巿
民習慣一家大細食開年飯，西營盤一間海味
店因特區政府取消社交距離措施，昨日可以
延續近60年的傳統，在店內與員工齊齊食開
年飯。海味店第二代老闆吳偉鴻親自下廚，
準備了八餸一湯，但在香港與內地復常通關
下，部分員工趁農曆新年回內地與親人團
聚，亦有員工外遊，故回店內開年的員工數
目大減，但吳偉鴻堅持有關傳統，並期望兔
年盡快撤銷「口罩令」，社會進一步復常。
西營盤德輔道西的「裕隆號」海味店，
1965年開業後一直在農曆年初二與員工食開
年飯，但過去兩年特區政府在新冠疫情下實
施社交距離措施，故未能持續這做法，只能
安排家人在店內食開年飯，老闆吳偉鴻當時
已感到極為可惜，希望疫情的影響盡快消
退。結果今個農曆新年否極泰來，能再次與
員工開年。
海味店昨日上午9時許先舉行拜神儀式，
祈求新年生意興隆，之後吳偉鴻親自下廚，
準備八餸一湯，包括五花腩炆筍蝦，寓意

「撈到筍嘢」，髮菜蠔豉寓意「發財好
市」，當然還有寓意「年年有餘」的鮮魚
等，另有乳豬、切雞和臘鴨等。

不少員工返鄉外遊缺席
他表示，過去兩年因應疫情只與家人食開
年飯，今年再有員工參與，惟不少員工也回
鄉過年及出外旅遊，因此食開年飯的人數亦
大減，「以前最多有三圍枱，30多人一起
食，現只有數人，但即使只有數個我們都會
照樣食開年飯，因為我們行頭假期少，變相
他們過年這段時間才有時間回去（內
地）。」
該海味店年初七恢復營業，他表示屆時會
再與員工食「開工飯」。他表示，政府放寬
防疫措施後生意回升兩三成，但未回復疫情
前水平，期望有較多遊客來港，並盡早放寬
「口罩令」，令社會復常。
另外，不少巿民昨日上午到街巿購買食材

準備開年飯，部分巿民表示政府放寬防疫措
施，眼見社會逐步復常，故花費時較鬆手，

亦有巿民因外地親友回港相聚，因此也表示
會在揀選食材上多花費。
有海鮮檔主則表示，今年市民較豪爽，希

望開年飯食得好，部分熟客提早預訂海鮮，
較多人購買東星斑和龍蝦，更甚少講價，預
計生意較過去兩年上升三成。

海味店堅守傳統 開年飯八餸一湯

防疫鬆綁生意好 餐飲業求才若渴
1月生意額逾百億 近疫情前九成 冀撤核檢更好景

院舍疫情
◆8間安老院舍及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11宗院友及2
宗員工確診

變異病毒
◆懷疑BA.4/BA.5亞系確診個案佔比為38%
◆昨日未有新呈報新型變異病毒株的本地及輸入個案

醫管局概況
◆現有2,551名確診者留醫，當中148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8人危殆，合共126人危殆，當中25人於深切治
療部留醫；新增10人嚴重，合共131人嚴重
◆363人正接受氧氣治療，50人需以呼吸機協助

呼吸
◆急症醫院內科病床整體住用率

約84%

昨日疫情
•本地個案：2,230宗•新呈報死亡個案：49人
•輸入個案：41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2,95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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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文森

新增總
確診個案：

2,271宗

昨日年初二，巿民外出與親友到酒樓食開年
飯，不少酒樓午巿也爆滿。黃家和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府去年底放寬防疫措施
後，餐飲業生意好轉，「尤其宴會場所，不再
有人數上限，全面放寬」，故農曆新年期間團
拜以及春茗巿道相當暢旺，加上今年是雙春兼
閏月，婚宴嫁娶的生意亦不錯，而業界本月生
意額已接近疫情前的九成。

下半年餐飲生意完全復常
不過，目前酒樓的生意仍未完全恢復。黃家
和表示，香港與內地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後，仍未有足夠的旅客來港，「旅客佔我們的
生意差不多百分之十，目前生意全靠本地巿民
消費，而隨着放寬防疫措施及全球開放旅遊和
取消限聚措施，不少香港市民外出旅遊，這對
餐飲行業也有一些影響。」他估計到今年下半
年開始，業界生意額將可完全復常。

徐汶緯認為，今年農曆新年相較之前兩年有
很大分別，如去年第五波疫情爆發，政府實施
嚴謹的防疫措施，今年則大部分已放寬，包括
取消食肆人數限制等，令業界十分高興，市道
和人流暢旺，接獲很多團餐或每枱10人以上的
訂枱，認為餐飲業界生意更已回復至九成半。
他指出，以往爆發疫情前，農曆新年市民消費

意慾來自出雙糧，今年則源於過去三年未有外出
消費。惟本港經濟仍未完全復甦，市民收入仍受
影響，因此雖然人流暢旺，惟人均消費依然疲
弱，每枱價錢維持約4,000元至6,000元。
至於餐飲業生意額何時全面恢復，他認為取
決於未來三個月淡季的市面人流和消費情況，
以及何時再放寬出入境措施，其他因素亦包括
經濟恢復速度和市民收入等。

盼高鐵再開通其他省市班次
徐汶緯表示，香港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

為業界帶來幫助，期望高鐵香港段盡快再開通
其他省市的班次，希望政府稍後取消核酸檢測
等限制，吸引更多內地旅客訪港，帶動餐飲業
增長。他表示，業界大多仍自行維持多項防疫
措施，包括保留間隔板、員工每日快測等，建
議若疫情未見大反彈，可以盡快取消「口罩
令」，避免為旅客帶來不便。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農曆新年期間散座及晚巿生意，較2018年
即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肆虐前更佳，「大約有
20%增長。」
他解釋，通關後不少茶餐廳面對人手不足問

題，農曆新年請替工價錢高，故放棄新年巿
道，令酒樓生意更多。
不過，他表示社團飲宴及春茗生意仍未完全
恢復，但估計巿道會持續向好，惟疫情下不少
酒樓員工已流失，故在生意恢復的同時面對人
手不足問題，需要增聘員工應付復常。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底撤銷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如「限聚令」及餐飲處

所的限制，令社會進一步復常。適逢農曆新年假期，不少巿民外出消

費，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表示，業界本月的生意額逾百億

元，接近疫情前的九成。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緯期望特區政府稍

後取消核酸檢測等通關限制，吸引內地旅客來港，進一步帶動餐飲業增長。有酒樓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農曆新年的散座及晚飯生意額更較2018年時增加了兩成，估計未來生意額續有增長，但業界面對人手不

足問題，需補充人力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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