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責任編輯：黃楚基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1年4月4日(星期一)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內地通脹持續攀升，今年清明掃

墓祭品，包括紙紮品、金豬、鮮花

及水果等紛紛漲價2至3成，加上人

民幣升值，港人手持港幣北上掃墓

就更加「唔見使」。為了幫一眾孝子

賢孫慳錢，有商家推出售價48元、

團購價33元的「發財麵包金豬」應

市，吸引市民購買。而今年清明節

與復活節相隔逾兩周，市民大都僅

得1日假期，故去年返鄉掃墓兼遊玩

的熱潮不復在，有旅行社稱，清明

前報團境內遊的港人較去年同期減

近3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實習記者 嚴蓉 深圳報道

明日便是清明節，過去的周末日已有大批港人北上掃
墓。港人祭掃聚集的深圳大鵬灣華僑墓園自3月10

日開放掃墓以來，每周末都是人流高峰，截至上周五已接
待港人逾5萬人次，預計整個清明期間掃墓者可達12萬
人，比去年增1成。

料92萬人次出入皇崗福田
據深圳皇崗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深港節日過境小組預測，

4月2日至5日，皇崗及福田口岸將迎來港澳旅客回鄉祭祖
掃墓及內地居民赴港澳旅遊觀光的雙向客流高峰。經

皇崗口岸出入境旅客將達48萬人次，經
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約44.41萬人
次，總計將逾92萬人次出入；各類經
皇崗口岸出入境車輛可達8.96萬輛
次。

工資上漲導致祭品價飆升
清明祭拜先祖、踏青掃墓，各式紙燭祭

祀用品必不可少。
記者連日走訪各大紙祭品店、酒店發現，今年除低檔冥

紙幣價格相對穩定外，「麻將」、「別墅」、「轎車」等做

工精細的紙紮品售價較去年普遍上漲約20%，香燭價格也
上漲3-5元。部分祭祖金乳豬價格更上漲逾3成。孝子賢孫
購買祭品孝敬先人，荷包勢必要「大出血」。
在羅湖售賣紙紮品近5年的胡先生表示，生產商減產和

工人工資上漲是導致祭品價格飆升的直接原因，年後進的
第2批貨價已比年前上升5%，3月中旬起的連日陰雨更是
影響紙紮品質量，為彌補部分受潮作廢的紙紮品成本，只
能提高銷售價。預計清明前一兩天，價格會更高。胡先生
指，儘管價格上漲，但對於一年僅一次的祭拜先人畢竟是
大事，大部分購買者出手並不吝嗇。

紙僕人洗衣機 售百元受熱捧
福田農批市場附近居住 不少港人，加上離皇崗口岸較

近，清明期間前來購買祭品的港人比平日增加近5成。祭
祀品專售店易聖堂唐老闆對記者表示，一周前已陸續有港
人到店訂購，平均每天能接十幾單，港人購買一次一般在
400至500元以上，比內地平均百元的消費水平高很多。為
了吸引更多的港人購買，店內還特別推出各類「高端服務」
量身定做的紙紮品，如能服侍先人的「紙僕人」、洗衣機
等，售價在百元左右。
唐老闆說，今年港客數量較上年同期略有減少，但對購

買高檔精緻的金元寶等紙紮品依舊出手大方，各類新款都
能吸引他們。

祭祀金豬價升近2成
燒乳豬一向是掃墓拜祭的必備祭品，記者從各大酒樓、

燒味店了解到，由於豬價及人力成本上漲，祭祀金豬的價
格較去年上漲近2成，多在300元至500元之間，往年200多
元的燒豬今年只能在燒臘檔口和超市中見到。家樂福南頭
店工作人員表示，超市售賣的現爐即烤祭祖金豬每隻298
元，約重4市斤，需提前2至3天預訂。臨近大鵬灣華僑墓
園的鹽田肉菜市場燒臘檔口的乳豬平均售價則最為便宜，
每斤50元左右，較一般酒樓便宜1/3。
祖籍湖南的港人蔡先生對記者表示，祭祀用品漲價令其

清明預算增加不少負擔，為了不過度超支，已選擇購買20
餘元的紙乳豬替代燒乳豬，「祭拜最重要的是心意，所有
祭品都不會帶回，選擇紙乳豬還能購買兩個，既實惠又能
盡孝心。」
面對不斷上漲的價格，有商家則推出售價48元、團購價

33元的「發財麵包金豬」，把麵包做成一隻乳豬大小，用
兩枚紅棗做豬眼睛，兩顆黑葡萄做豬鼻子，用火烤成金黃
色後再配以外包裝盒，以素代葷，吸引市民購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實習記者 嚴蓉 深圳報道）深圳
物價高企，港人消費緊縮，曾經
是港人消費旺地的羅湖商業城清
明假期顯得冷清不少。商業城健
富美休閒中心工作人員鄭小姐表
示，中心按摩和足浴都比去年漲
價2成，前來消費的港人不但人
數減少且消費總價也比以往低，

預計假期難發「節日財」。
港人陳先生在香港九龍上班，

每次北上都是公幹，清明消費預
算不足400港幣，用完即返港，
不計劃進行大的開銷。「離開香
港的心情很重要，整個人都會開
心點。但人民幣升值，只在羅湖
商 業 城 的 大 快 活 吃 一 次 下 午
茶。」陳先生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
溪、實習記者 嚴蓉 深圳報道）
近日高價墓地、天價墓地的話
題引起人們的關注，記者網上
發現，有港人陳先生貼出大鵬
灣墓園海景墓地出售訊息，帖
子中稱，4塊相連的墓地售價
達100萬元。記者致電陳先
生，對方稱墓地年前已以130

萬元賣出。
對此，大鵬灣墓園李小姐表

示，墓園每塊墓地都是1.5×3
平米，不分靠海與否均統一定
價20萬元人民幣。網上倒賣墓
地屬違法行為，正規的墓地轉
讓行為，買家只有在死亡證、
火化證等證件齊全下才能購買
和辦理相關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者 嚴蓉

深圳報道）「春雨杏花滿
清明，追思猶怨水煙
輕。」隨 清明掃墓高峰
到來，黃菊、白菊、康乃
馨等鮮花身價開始飆漲。
福田農批市場花農告訴記
者，今年鮮花緊俏，平時
2元左右的菊花上漲最
快，節日期間每支售價達
3-4元，比去年高出1-2
元。菊花花束價格則在40

元左右，去年只要25元，節日當日還會更高。

闊綽客人較往年少
大鵬灣華僑墓園外的鮮花檔主方女士說，已連續2個周末在此擺檔，黃菊花、

白色百合、紅色康乃馨和劍蘭均非常受歡迎。但由於進貨成本提高，從前出手
闊綽喜購高檔花束的拜祭者今年較少遇到。自駕前來掃墓的港人王太表示，由
於鮮花無法自帶入境，每年掃墓都在墓園外購買，「墓園外鮮花價格原本就高
於一般花店，今年購買的菊花和百合比去年漲價近30元，差不多高了3成。」
雖然祭品鮮花樣樣漲價，但無阻孝子賢孫北上祭祖。位於大鵬灣的華僑墓園

是深圳幾大墓園中最多港人安葬的墓園。該園副總經理賴子金說，由於今年清
明香港沒有連假，多數港人選擇在清明節前提前拜祭先人，從3月10日開放掃墓
以來，過去幾個周末都迎來港人北上祭祖的高峰，每日百餘輛粵港兩地牌的大
巴和私家車抵達墓園。截至上周五已接待港人逾5萬人次。

縮減餐飲出遊消費
工作人員李小姐告訴記者，去年請本地人替香港親友祭祖的，今年都親自到

墓園拜祭，「掃墓大軍」人流增加不少。港人嚴先生一家近10口乘坐墓園免費
巴士從沙頭角過關來掃墓，準備了約2,000港元的燒雞、水果、鮮花等祭品。嚴
太指，港人一年也就北上拜山一次，為盡孝心和圖心安，沒有特別的原因通常
不會減少祭品種類和降低檔次。但是今年祭品價格確實上漲得太多，總預算有
限的前提下，順帶的餐飲、出遊等消費只能相對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者 嚴蓉

深圳報道）去年復活節與清明剛好交疊，長達5
天的假期，令內地旅遊業火了一把，而今年清
明節假期較短，不利於遊客長線出行。專門接
待赴廣東境內旅遊港澳客的深圳旅遊集散中心
港澳入境部負責人周應權告訴記者，北上祭祖
的港人以散客為主，清明前報團境內遊的港人
較去年同期減少近3成。
港人孫先生今年清明只得1日假期，拜山之

餘，並未有遠途遊玩計劃，只準備帶妻兒到
大、小梅沙等海濱浴場海邊休閒放鬆半日，晚
上則與朋友去蒸桑拿放鬆身心。孫先生表示，
兒子就讀小學，平日難得離開香港，會將時間
和精力放在復活節期間。

焦點在復活節長假
供港菜商阿源則表示，生意人的假期總是在

忙碌中顯得無足輕重，今年的清明節只打算和
朋友一塊過，在深圳選擇喝茶或進行娛樂遊
玩。
港人蔣女士祖籍潮汕，兄弟姐妹幾個分居於

廣深港、馬來西亞等地，為了避開高峰期，每
年都會提前1日返鄉祭祖。「清明拜祭祖先的聚
會規模比中秋節都大，今年假期又短，一大家
族聚一次不容易，一家3口的出遊計劃會定在復
活節長假期間。」

自駕遊衝擊旅遊業
有旅行社負責人表示，近年自駕遊的興起，

也為旅業帶來不少衝擊，多數旅行社只在清明
推出日常短途線路，並未專門開發清明深度特
色遊。港中旅（廣東）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表
示，旅行社並未特別推出清明線路，各類深圳
中英街、歡樂谷、深港環海遊、園博園等1日遊
仍按常規出團。清明節期間的接待量只相當於
旺季周末的數量。

高鐵武漢賞櫻團熱
周應權透露，與今年清明市場的「淡」相

比，該社已將精力集中放在月底的復活節長假
「熱」市場上，早已提前大規模採購酒店房間，
增加打折旅遊套票名額，目前預訂人數同比增
長近2成。
在港人報團出遊的線路中，踏青、賞花、登

山、溫泉及高鐵線路仍是熱點。今年世界賞櫻
勝地日本遭遇地震海嘯，目前又籠罩在核污染
「疑雲」之中，港人出國賞櫻需求遭抑，港中旅
接待的高鐵線遊客中，逾3成是為了去武漢看櫻
花。

孝子北上掃墓講心難講金 麵包豬紙豬代乳豬

墓園鮮花漲價3成清明復活不相連 境內遊團少3成

海景四連墓地 130萬高價賣出 港人祭祖更慳 羅湖城生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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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人流高峰，清明前周末已有大量掃墓
人群。 香港文匯報深圳辦傳真

■物價上漲，商家為吸引消費者推出創意
實惠的麵包豬。 香港文匯報深圳辦傳真

■港人王太表示，墓園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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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墅」、「轎車」等做工精細的
紙紮品售價較去年普遍上漲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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