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冬
至令本地酒樓食肆生意增加，但
同時有不少港人北上消費。深圳
福田一間酒樓表示，晚巿有兩輪
生意，第二輪訂枱的絕大部分是
港客。有回鄉過節的港人表示，

不少親友都在內地，故一起聚餐
做冬，加上內地消費遠較香港便
宜，一眾親友到酒樓用膳，兩三
圍枱只花費三五千元。不過在香
港，這消費額度僅能支付一圍枱
的晚膳費用。

北上港人讚價廉：兩三圍枱僅三五千元

料晚市營業額按年至少增兩成 冀擴「一簽多行」填補港人外遊消費缺口
昨日冬至，所謂「冬至大過年」，

是家人團圓歡聚的重要時刻，香港不

少酒樓和街巿擠滿顧客。酒樓午巿已

人山人海，熱鬧非常，很多茶客需要

搭枱，有孝順子女和孫兒與長輩飲

茶，與家人共敘天倫，不少香港市民

特地在聖誕長假外遊前與家人在港過

節。有酒樓負責人表示，今年市道更

勝去年，昨晚第一輪已訂滿，預計晚

市營業額按年增加20%至25%。隨着

深圳恢復「一簽多行」個人遊簽註

後，吸引了不少內地旅客來港，令冬

至套餐和訂座更理想，期望「一簽多

行」措施可擴至更多大灣區內地城

市，填補港人未來長假離港外遊的消

費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蔬菜檔冬至生意較平日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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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旺角
的酒樓了解午巿情況，發現酒

樓座無虛席，不少是一家大細和親友
聚餐。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誠表
示，冬至正日訂枱已超過八成，剩餘
一兩成會預留給未有訂枱的熟客，相
信今年散客生意較多，預計晚上營業
額將按年增加20%至25%，整體生意
額暫恢復至疫情前的七八成，「散座
而言，即家庭式一圍十人八人左右，
今年生意非常好。早兩個星期，晚巿
都是坐滿的。」
受惠於聖誕氣氛熱熾，加上不少
市民都會趁假期外遊前先做冬，令
酒樓生意尚算理想。不過他坦言，
疫後市民用膳習慣有改變，「很多
人在傍晚5點半就開飯，到夜晚8點
幾已沒有多少客人到酒樓。」他相
信昨日冬至翻桌率不會高，而過往
約有 10 枱公司客會訂枱與員工做
冬，今年就沒有，相信與現時經濟
環境欠佳有關，「以往都有幾個公
司客訂枱，加埋都有幾十圍，實力
好強勁，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蘇萬誠認為，冬至後將有大量市
民趁聖誕和新年假期外遊，屆時會
打擊本地餐飲零售業的生意，「這
已是既成的現象，去年也是如
此。」在深圳恢復「一簽多行」簽
註措施後，近期酒樓多了很多內地
旅客光顧，感受香港的茶樓文化。
他寄望「一簽多行」令訪港內地旅
客增加，可補充客源。
他建議特區政府增強對外宣傳香港

假日節慶活動和盛事的力度，又期望
繼深圳後，可以開放更多大灣區內地
城市能出台「一簽多行」措施，以內
地訪客旅客的人數和消費力，填補港
人離港後的消費缺口。
另一邊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在旺角街市所見，有不少巿民選購
食材，海鮮檔有不少選擇，龍蝦、
瀨尿蝦等供應充足，紅蟹每斤賣280
元，大海蝦要420元一斤。海鮮檔老
闆遊先生直言，平日生意慘淡，到
冬至人流有所增加，「這天可能好
一點，過時過節還有人（買海
鮮）。」他預計昨日銷情比平日增
加一成，但中午本應是黃金時段，
人流仍不及以往疫情前。
他坦言，今年入貨較保守，以中

上貨色為主，例如東星斑、老鼠斑
等。不過，客人消費變得保守，因此
他不敢加價。雖然有個別客人會訂購
貴價海鮮，惟今年訂購量比往年大減
九成，路過購買的人數就相若。
有售賣冰鮮雞的雞檔負責人李先生

亦表示，今年冬至沒有加價，一隻冰
鮮雞照常價65元出售。

熟客紛北上買餸 街市人少
蔬菜檔店員玲姐指出，冬至生意較

平時升了一成，「菜價都差不多，沒
有很大變化。」不過聽聞有熟客指
出，不時會北上買餸，價格比本港優
惠，預計這是造成街市比往年人少的
原因，「很多客人跟我說上深圳、有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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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陳美寶表示，昨日香港航班升降量達到約
1,150班，接近達到疫情前平均每日1,200班航班
升降，反映香港國際機場的運力已完全恢復。機
場三跑道系統在上月啟用，正好迎接聖誕航班高
峰，而本周末將會是市民出發的外遊高峰。

機管局料聖誕節旅客單日約20萬人次
陳美寶昨日在網誌表示，香港國際機場亦迎
來喜訊。機管局預計今年聖誕節的旅客數目，
將到達疫情前的單日高峰，達到約20萬人次。
而昨日的航班升降量快將達到疫情前平均每日
有1,200班航班升降，反映香港國際機場的運力

已完全恢復。
她表示，本地航空公司將積極開拓新航點，支

持香港國際機場擴展其航空網絡，為旅客提供更
多選擇。繼今年較早時開展來往內地西寧、舟
山、黃山及宜昌、老撾萬象、沙特阿拉伯利雅
得、日本仙台及米子，以及澳洲開恩茲的直航客
運服務後，本地航空公司會於下年陸續開通來往
澳洲黃金海岸、美國達拉斯、印度海德拉巴、德
國慕尼黑、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直航航班，將為香
港國際機場注入新的客運需求。
在機場物流方面，陳美寶表示，機管局將在

明年底完成香港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第一期
永久設施首階段建設，逐步達至每年處理100

萬公噸貨量。為滿足大灣區對鮮活食品，例如
冷凍金槍魚、三文魚等高價值海鮮不斷提升的
需求，機管局與東莞市政府一直爭取在空港中
心設立新的鮮活食品海關指定監管場地。東莞
市政府已得到海關總署批准，在空港中心碼頭
設立新的鮮活食品海關指定監管場地，有關的
冷藏庫和檢驗區等設施正籌備建設。

除夕元旦期間訪港客將明顯增加
中央政府於12月1日起恢復深圳市戶籍居民

赴香港「一簽多行」個人遊簽註，並實施新安
排，把「一簽多行」個人遊簽註擴展至持居住
證的深圳市非戶籍居民，讓他們可訪港更方

便，加上踏入12月，香港各區都有多項精彩活
動，包括跨年倒數煙花匯演，預計除夕和元旦
期間訪港旅客會明顯增加。陳美寶表示，特區
政府已部署好除夕的交通安排。
她介紹，運輸署會配合關口開放時間，加強連

接各口岸的交通服務，包括增加港珠澳大橋金
巴、落馬洲—皇崗皇巴及跨境巴士的班次。各公
共運輸營辦商會加大運力。港鐵公司除安排大部
分鐵路線於除夕夜通宵服務外，亦會配合關口安
排相應地延長東鐵線來往港鐵羅湖站的服務。港
鐵上水站和新田皇巴站之間會設有巴士路線，方
便東鐵線旅客在前往羅湖的服務完結後，利用24
小時通關的落馬洲/皇崗口岸過境。

航班升降量昨約1150班 陳美寶：機場運力完全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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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香港防止虐待長者
協會昨日舉辦「愛心送暖迎冬至」活動，在酒樓免
費招待 240位獨居、申領綜援或生果金的貧病長
者，並送上愛心福袋。協會總幹事余慧銘表示，希
望通過舉辦不同活動，集合社會人士力量向長者送
暖。有長者指，今次活動讓自己走出家門，與社區
聯繫更緊密，也讓自己更開朗。

向深水埗荃灣觀塘區800老友記派飯盒
協會昨日並透過義工向深水埗、荃灣和觀塘區內

800位長者派送愛心福袋和飯盒，福袋內含餅乾、零

食、藥油等。除豐富美食，還推出抽獎活動，讓長
者感受贏獎品的樂趣。
居於荃灣的石先生三年前第一次參加協會活動。他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該些活動令他走出家門，更融入社
會，性格也變得開朗，「協會做得很好，團結起我們
這班老友記。」長者冼先生表示，與一班老友記過冬
至，令他感到暖心，「這裏熱鬧點，在家做冬只有兩
個老人家，自己兩個人吃，子女又在很遠。」
義工石女士三年來多次協助舉辦活動。她說，觀
察到不少長者參與協會活動後變得十分開朗，不少
人反映孤獨感減少，「多舉辦活動可以真正幫助到

這些長者。」
協會自2009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辦冬至午宴，機構

之後還會舉辦團年飯、元宵節活動等，與長者一齊
過節。余慧銘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不少長者過節也
是獨自一人在家度過，期望透過舉辦活動，「令長
者不要覺得孤單，不要覺得社會與自己有疏離感，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集合社會不同人士力量送上溫
暖、關心和陪伴給他們。」
前藝人張玉珊數十年來與協會合作，共同幫助獨
居老人。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她曾在疫情期間上
門幫助一位獨居老人，詎料對方已去世多天卻無人
知曉，這經歷令她堅定幫助長者的決心。不少獨居
老人可能無法自理，期望社區提供更多幫助，讓這
些老友記不會感到孤獨。

●海鮮檔選擇多，供應充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市民買雞回家做餸過冬。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雖然街巿有商販
表示部分巿民買餸

過節較以往手緊，但亦有巿民
不惜花費購買貴價食材做冬。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旺角街
市所見，不少市民帶備手推車
買餸，部分花費四位數字的金
額，直言難得做節，多花一些
錢無妨。
天氣轉冷，不少市民選擇吃火
鍋過節。田小姐與胞弟昨日到街
巿選購包括海鮮、雞、肥牛等，
總共花費約1,000元，「無所謂
的，要煮就煮，貴都買。」
同樣選購火鍋食材的李先生表
示，昨日暫已花費約1,000元，
認為海鮮和雞貴了約一成，但可
以接受，「這邊種類齊全些，有
些店舖食材特別新鮮。我要預備
多些食材，但好像比平日貴了少
許。」
每年都煮飯做冬的郭小姐表
示，自己要預備12人的晚餐，所
以購買兩條花鷹，蝦、蟹，總
共花費1,500元，「這幾年都比較
慣在家聚會，酒樓正日較難訂
枱，在家裏過節其實更有氣

氛。」
還有不少市民選擇外出用膳。
梁女士與兄弟姐妹和年邁母親到
酒樓過節，直言冬至怕食客多，
故提前上午11時到酒樓做冬，
「最重要一齊食飯，願望是有飯
食，大家健康平安。」在聖誕假
期間，她考慮與家人一起外遊。
每年冬至都與一眾友好敘舊的
張先生認為，中式酒樓保留許多
傳統，勾起昔日過節的回憶，
「大家到酒樓用餐，打吓牙骹、
聊聊天。聊聊行業的事，亦當作
是團年。」
他坦言，平日會經常北上，但

每逢佳節，香港有不少節慶活
動，「不一定要北上消費，留港
過節也有很多玩的地方，享受到
香港傳統飲茶文化。」
與朋友到酒樓聚餐過節的羅先
生表示，昨日與朋友提前到酒
樓，以免要長時間等枱。他說，
冬至乃團圓的日子，無論是家人
還是朋友都會聚會，「平日都會
一起午膳，大家也想飲茶，故到
酒樓午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特稿

防虐老協會宴請240名貧病長者 贈愛心福袋送溫暖

●長者在酒樓歡慶冬至。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酒樓午巿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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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爽手買餸：做節多花錢無妨

香 港 特 區
行政長官李
家超昨日在
社交平台上
載一張一碗
湯 圓 的 圖
片。他在帖
文中說，昨
日是冬至佳
節，亦是家
人團圓歡聚
的重要時刻。

「 近 日 天 氣
轉冷，大家
請 注 意 保
暖，也齊齊
吃一碗熱騰
騰的湯圓，
暖在心頭，
歡 度 冬
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