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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燒畀先人 拜山豪買祭品
「買多啲」補返兩年疫情份額 紙紮手機咖啡機夠特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無論懷胎時間長與短，腹中
胎兒永遠是父母的心頭肉，若不幸出現夭折，父母錐心刺
骨的痛非筆墨所能形容，更何況在過去的殯葬安排下，不
足24周的流產胎遺體未符「非活產嬰兒」定義，無法進行
火化或安葬，不被領取的遺體更會被視作醫療廢物處理，
為父母帶來二次傷痛。食環署去年設立流產胎火化及安放
設施「永愛堂」，為家屬提供多一個妥善處理胎兒遺體的
途徑。一名一直盼望為胎兒尋找安息地的失胎媽媽，在
「永愛堂」落成後如願為胎兒進行火化及安放，得以了卻
心結及讓悲痛之情釋懷。

「永愛堂」提供流產胎火化服務
食環署在葵涌火葬場內設置的未滿24周流產胎的火化及
安放設施「永愛堂」於去年9月正式啟用，流產胎的父母可
使用該處提供的免費火化及撒灰於專用花園服務，及為本
地公私營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提供未被領回流產胎進行火
化。至今年2月底，食環署共接獲37宗流產胎私人火化的
申請，及為醫院送來的132批次流產胎進行火化。

食環署新界區高級衞生督察（墳場及火葬場）羅敬慧介
紹，「永愛堂」內有兩個小型火化裝置、接待處及悼念活
動室，清幽小徑連接旁邊可供撒放流產胎骨灰的專用紀念
花園，並設有四個電子悼念屏幕供家屬悼念。
她表示，家屬在相關辦事處辦理完手續後，通常3日內可

以進行火化。火化當天可以前往服務大廳進行約30分鐘的
悼念儀式，其後進行約一小時的火化，拿到骨灰的家屬可
以選擇將骨灰撒在紀念花園的石春路，或帶走自行處理。

為現行規定「補位」助家屬釋懷
羅敬慧表示，目前流產胎父母在處理未滿24周胎兒遺體

時會遇到好多困難，根據規定未滿24周的胎兒不符合「非
活產嬰兒」的定義，領取不到死亡證、醫生證明書或火葬
許可證等相關法定文件，因此無法使用墳場、火葬場和骨
灰龕位等服務。以往家屬只能找私人公司的生物爐、即寵
物火化爐處理，而在醫院內未獲父母領回的流產胎會被視
作醫療廢物送至堆填區處理。
她說，「永愛堂」讓這些胎兒得到「善終」，畫上生命

的句號，相關的火化及安放設施亦能幫助無助的家屬釋
懷。她曾接觸一位失胎媽媽，對方非常傷心，受宗教影響
想讓胎兒有一個得體、整全的儀式並作最後道別，並一直
留意「永愛堂」成立情況。在設施落成後，這名母親立即
為胎兒申請火化，終如願火化並妥善安放逝去的小生命，
「剛開始她好傷心，進行了火化及撒灰之後，了卻了心
結，現時慢慢釋懷，逐漸走出傷痛。」
食環署高級衞生督察（行政及發展）特別職務李啟倫表

示，發現近年愈來愈多人選擇綠色殯葬，預計將成為新趨
勢。他指2013年採用綠色殯葬的宗數有3,400宗，上年底
則增至約9,450宗，政府在2019年推出的綠色殯葬中央登
記名冊，截至上年底有超過9,500名市民在中央登記名冊登
記，李啟倫鼓勵市民預早規劃身後安排，登記選擇綠色殯
葬並告知家人相關心願。

胎兒遺體火化「善終」
讓慈母走出傷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今日是
清明節，大批孝子賢孫會前往各區掃墓，
運輸署在多個墳場附近一帶實施封路措
施，包括柴灣墳場的連城道及歌連臣角
道、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高超道、通往
鑽石山火葬場的通道，以及和合石墳場內
的所有通道等。
同時，港鐵今日於傍晚時段增加東鐵

線、荃灣線及港島線的列車班次至約2.8
分鐘至3.5分鐘一班車 ，方便乘客出
行。

運輸署呼籲
駕駛人士避免駕車前往有關
地區，盡量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並留意傳媒
廣播的最新交通消息。相關交通及運輸安
排的詳情，可瀏覽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
巴士公司亦增設

多條路線方便掃
墓人士前往各墳
場，部分路線
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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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清明
節是中國人慎終追遠、思親報恩的日
子，香港佛教聯合會今年續於清明節
前後啟建「清明思親法會」，並已於
日前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文化中心正式
啟壇。法會如常設七大壇場，至本周
六恭請諸山長老、大德法師至誠誦經
七永日，同願迴向法會附薦先人及有
情眾生，並以此功德迴向世界和平，
人民安樂。
佛聯會於過去3年啟建的「清明思

親法會」均因應疫情狀況作出了特別

安排，例如去年遭逢第五波疫情，
會場改作全民檢測場地，各壇場
及全部牌位須分設於不同寺院，
未能開放公眾入場。今年法會終
可復常舉行，開放公眾入場拜
祭及誦經，並歡迎公眾隨喜參
與佛事，包括大蒙山施食、四
大部洲燄口及阿彌陀佛灌頂法
會等。七大壇場的誦經時間為
上午9時至11時及下午1時半
至4時；拜薦開放時間則由上
午8時至晚上8時。

「清明思親法會」開放公眾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在港島西營盤一帶的紙紮店舖直
擊，清明前夕正是銷售旺季，多間衣紙店掛出林林總總

不同款式的紙紮祭品，員工十分繁忙，招呼絡繹不絕的顧
客，部分人特別要求店家寫上先人姓名，務求心意不要「寄
錯」，店主也幫忙捆紮一疊疊紙錢，有店舖甚至臨時增聘兼
職人手應對。

大多消費數百 有人花兩千元
「明生行」負責人吳廷桂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年祭
品、香燭銷售情況較前兩年為好，因應疫情許
多市民已兩年多沒有拜祭先祖，今年一併補
足之前的份額。「有的人幾年沒燒衣紙
了，這次就會買多啲，大多數客人
消費額都在100元至300元間，但
也有人一次買五六百元，消費
一兩千元的也有。」
她續指，這兩年紙紮品
也推陳出新，不再拘泥
於以往的紙錢、大屋，

多了個性化的生活用品。「有遊艇、豪車，還有咖啡機、茶
具，多了些特別的小東西，連工人都有。」

「新奢侈品」佔半「手機」要追新款
「俊城行」店主杜先生指，已在西營盤經營店舖40多年，
感覺今年特別多人過來買祭品。至於今年市道，杜先生表
示，因為進貨價變化不大，故售價亦與往年相若，「復常通
關之後，跨境運輸業恢復了，內地行業也有競爭，給我們的
來貨價也沒有偏貴。」
他並分析指，顧客年齡段不同購買選擇亦有差異，「年紀
大一些的顧客就買比較傳統的香燭紙錢，通常花費200多
元，中年人會買多一些，花費三四百元，年輕人一般比較鬆
手，對新奇產品有興趣，消費會更多。龍蝦、酒水、甜品等

造型的紙紮產品很受歡迎，新式與傳統紙紮祭品的銷情比例
大致是一半一半。」
另一紙紮店「寶泰行」負責人關先生則表示，紙紮品屬於

應季的薄利產品，提價空間非常有限，銷售額多寡主要視乎
顧客人數，「香和紙錢這些賣開幾十元，很多年來都是一
樣，這幾年有些新式產品，像手機之類的（紙紮商品），本
身樣式沒有很大變化，換個標籤就是最新款了。」
顧客吳女士打算祭拜祖父、祖母、姑丈、姑母等多位先

人。她表示，疫情期間較少出行，只簡單紀念了血緣較近的
幾位親屬，今次希望一併向旁系親屬們表達心意。
另一顧客劉先生表示，每年清明都會來到西營盤一帶購買

祭品，花費數百元，認為價錢公道，服務周到，職員會主動
介紹一些關於拜祭的儀式知識。

今日是復常後首個清明節，不少市

民昨日提前購買所需的拜祭用品。今

年掃墓相關商品與時俱進，加入時

事、科技元素，口罩、新冠疫苗、藥

物等防疫用品成為熱門的紙紮祭品，

燒給先人的手機也要更新換代，還有

咖啡機、名牌手袋等非必需品，甚至

還有「傭人」紙紮產品。有店主表

示，解除各項防疫限制後，今年顧客

明顯增加，銷售額較此前提升近一兩

成。有購買紙品的顧客指，因應取消

限聚令，會相約多家親戚一同拜山，

並於拜山後去酒樓聚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檀香柱香
20元至30元/筒

拜山香燭
20元至30元/紮

衣包
5元至20元/包

紙錢
10元至40元/疊

祭品
20元至100元/包

巴士路線及來往地點

城巴及新巴
388S：港鐵柴灣站及柴灣墳場
389：港鐵筲箕站及柴灣墳場
971R：旺角及數碼港，途經薄扶林道墳場及香港

仔華人永遠墳場

九巴
73S：港鐵粉嶺站及和合石墳場
70S：港鐵紅磡站及和合石墳場
61S：屯門市中心及和合石墳場
3S：港鐵鑽石山站及鑽石山墳場（循環線）
14S：港鐵油塘站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循環線）
38S：港鐵葵芳站（葵仁路）及荃灣華人永遠墳場
56S：港鐵屯門站及曾咀靈灰安置所

資料來源：運輸署及巴士公司

防 疫 套 裝 海 鮮 拼 盤

樂 園 通 行遊 艇 茶 具

◆羅敬慧示範火化前的悼念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永愛堂」紀念花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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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疫
苗」在內的
「防疫」祭品
熱賣。 ◆◆清明祭品銷清明祭品銷情情「「補足兩年份額補足兩年份額」」，，當當中中「「海鮮海鮮」」等等「「奢侈品奢侈品」」佔佔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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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營盤一帶商舖
製圖：香港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