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人愛追新科技，智
能手機、高清電視等缺一不可，連祭品也要「潮起
來」。繼iPhone4、iPad、高清電視等紙紮品去年推出應
市後，今年購買高清電視更附送3D立體眼鏡，甚至連
手機亦奉送電池和充電器。香燭紙紮品店俊城行負責人
杜千送指，雖然大部分市民仍以購買紙紮衣服、金銀紙
等傳統祭品為主，但仍有不少市民緊貼潮流，令時尚紙
紮品應運而生。

推手機套裝 贈「充電器」
杜千送指，市面紙紮品包羅萬有，衣、食、住、行各

方面俱備，包括時款衣服、名牌手袋等，設計緊貼市
場。大部分紙紮衣服，不論傳統款式或運動套裝，售價
僅約20元。
在眾多潮流紙紮品中，科技產品更是不可或缺。除了

智能手機外，紙紮iPad更推出2.0版本，盛惠38元。唯恐
先人太愛「煲電話粥」令電量耗盡，紙紮品店推出一盒
售價18元手機套裝，內附多達6部手機連電池及充電
器。
去年頗受歡迎的紙紮按摩椅繼續有售，售價按大小由

40元至80元不等。紙紮3D高清電視亦廣受市民歡迎，
12吋至14吋電視售價分別為40元及60元。杜千送指店內

有售賣24吋3D立體電視，除了跟去年一樣奉送遙控器
外，今年更額外附有兩對3D眼鏡，電視連配件每套售
價為180元。

新推出「迷你火鍋拼盤」
食物方面，中式點心最常見。去年新推出紙紮日本壽

司，由於不怕受輻射影響，仍有市民購買供先人品嚐。
杜千送指今年新增一套售價38元的魚翅、鮑魚及官燕紙
紮套裝，更新推「迷你火鍋拼盤」，內附有電磁爐及
魚、蟹、生蠔、蔬菜等紙紮食物，並且連金菇及辣椒醬
亦一應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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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因應大批市民將於清明節
前後到全港各墓園掃墓，運輸署將實施一系列交通管制措
施，包括今日封閉柴灣連城道及歌連臣角道，除了專營巴
士、專線小巴16A、16M、16X、靈車、出殯行列車輛及持
有許可證車輛外，其餘車輛一律不准駛進。另專營巴士及
該3條專線小巴線，均不准左轉入歌連臣角道前往華人永遠
墳場一帶。警方將視乎路面情況，實施及調整封路、交通
管制及公共交通改道措施。
本月6日至9日、14日至15日及22日，除了專線小巴

18M，以及持有許可證車輛及靈車外，其餘車輛均不得由
連城道左轉入歌連臣角道。警方會視乎墳場一帶交通情
況，讓的士及公共小巴進入連城道及右轉入歌連臣角道。

料多人前往 老圍路暫封
運輸署又指，該局預計大批掃墓人士會在清明節期間前

往荃灣老圍，故介乎老圍牌樓與圓玄學院之間一段老圍
路，將於今日及6日至9日，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全面封
閉，除了的士、專線小巴、緊急車輛及持有有效封閉道路
通行許可證車輛外，所有車輛一律不准駛入該路段。由於
封閉路段附近屋 （即石圍角 、象山 和梨木樹 ）停
車場泊車位有限，運輸署呼籲前往掃墓市民盡量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

建議於非繁忙時段過境
運輸署指，由於預料清明節假期間將有大批市民及訪港

旅客經落馬洲（皇崗）管制站或深圳灣口岸過境，促請乘
客在上午較後或下午較早非繁忙時段過境。運輸署提醒打
算在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期間乘搭過境巴士旅客預早計劃
行程，並盡量乘坐鐵路，到羅湖或落馬洲支線管制站過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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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先人能「入
土為安」，是後人最大心願。但政府統計處資
料顯示，2010年及2011年香港死亡人數分別為
4.2萬及4.1萬，靈灰龕位卻嚴重供不應求。截
至今年3月21日，合共逾1.8萬宗輪候食環署轄
下5個靈灰安置所（未計3個位於離島）個案，
平均輪候期由27個月至58個月不等。合法骨灰
龕位「買少見少」，不少市民被迫把先人靈灰
暫存道堂或長生店，甚至冒險光顧違法龕場。
現時食環署轄下共有8個公眾骨灰龕場，提

供近16.8萬個公眾骨灰龕位，每年約有300個可
重用骨灰龕位提供予輪候人士申請。另華人永
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現時提供及管理約21.6萬
個骨灰龕位，除了小量回收再用骨灰龕位外，
已經全數售罄。至於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
宗教團體營辦的墳場，共提供約12.6萬個骨灰
龕位，其中約3.4萬個尚未配售。

鑽石山靈灰所輪候最久
食環署指「二手」靈灰龕位視乎原有人交還

龕位多寡而訂。而各靈灰安置所輪候時間因應
輪候人數不同各異。截至今年3月21日，輪候
食環署轄下5個非離島靈灰安置所申請個案逾
1.8萬宗。單是鑽石山靈灰安置所已有8,404人
輪候。輪候時間以鑽石山靈灰安置所大型靈灰
龕位最長，上次獲編配個案需輪候58個月。

暫物色24幅安置所選址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今年2月29日以

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指，當局於和合石
橋頭路興建的一座公眾骨灰龕及紀念花園，將
於今年7月落成，可提供約4.3萬個龕位。他又
指當局初步在全港18區物色到合共24幅興建靈
灰安置所選址。他指當局正全力就選址進行技
術可行性研究或交通影響評估，並會由今年第
2季起，陸續徵詢區議會意見。如獲得區議會
及立法會支持，連同華人永遠墳場供應量在
內，估計未來5年合共提供逾12萬個新龕位。
鑽石山靈灰安置所擴建計劃快將完成，可額

外提供1,540個龕位。長洲墳場擴建計劃將於明
年初展開，預期明年底可額外提供990個龕位。

買紙紮高清電視送3D眼鏡

一家人帶備香燭、元寶、乳豬等祭品到墳場掃
墓，是清明節傳統習俗。但近年通脹加劇，祭

品價格不斷上升，單是一隻生乳豬，來貨價已較去
年同期升約100元。燒臘店店主趙先生指，過去半年
乳豬來貨價急漲，不論是來自內地或越南貨源，一
隻生乳豬成本上升約100元，「還未計算工資、爐火
及醬料成本上漲」。

售價升20%  嘆生意難做
趙先生指去年清明節，每隻乳豬售價不足600元，

今年至少升至680元至700元，「正常來說，賣800元
才有利潤，但又不能賣得太貴，免得『趕客』，生意
愈來愈難做」。他指百物騰貴，部分市民放棄以乳豬
祭祖，改為以燒肉代替，「甚至只買一盒燒肉飯」。
在西營盤經營香燭紙紮品店逾30年的俊城行負責

人杜千送指，內地工資、勞保不斷上漲，加上不少
年輕人離開紙紮行業，需以高薪聘請較年長工人擔
任，加上紙價及人民幣匯率上漲，紙紮品原材料來
貨價上升約10%，但不敢全數轉嫁消費者，價格約
提高5%至6%。

嚴禁燒冥鏹 紙紮業式微
杜千送指現時不少屋 嚴禁焚燒冥鏹，紙紮品已

成夕陽行業，唯有嚴格控制成本，降低售價，採取
「薄利多銷」策略。他說：「始終上山掃墓對大部分
家庭來說，只是一年1次至2次的活動，且紙紮品支
出只佔家庭收入小部分，孝子賢孫不會吝嗇。」

鮮花價穩定 菊花貨價升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指，今年鮮花

來貨價升幅不是太多，較貴的鮮花價格穩定，菊
花、劍蘭等較平價鮮花來貨價升幅則為10%至20%。
他又指清明節對鮮花業界來說，不是有利可圖的節
日，因為掃墓人士主要花費數十元以下買數枝菊花
了事，但花店卻可順道「清貨」。
鮮花店負責人李小姐指，鮮花來貨價較去年上漲

約10%，但由於主要做「街坊生意」，不敢大幅加
價，「內地菊花售價會由4元一枝略略調高至5元一
枝。新加坡菊花由10元一枝加價1元至2元」。

冥鈔也貶值香
港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每逢清明

時節，不管山路有多崎嶇，全港墳場都會

擠滿帶備各式祭品掃墓的孝子賢孫。面對

通脹不斷及人民幣升值，祭品價格連年上

升，乳豬價格更急升近20%，由去年每隻

售價不足600元升至近700元。有燒臘店店

主指，不少市民索性以「燒肉飯」取代乳

豬。香燭店負責人表示，內地工資不斷上

漲，以致香燭紙紮品來貨價平均上升5%至

6%。他笑言連冥鈔也面對貶值及通脹，今

年新推每張面值「1萬億元」冥鈔助先人

「抗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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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鮮花店指出，鮮花來貨價較去

年上漲約10%，但由於主要做「街

坊生意」，不敢大幅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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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肉代乳豬祭祖

■靈灰龕位嚴重供不應求，食環署轄下5個靈

灰安置所個案，平均輪候期由27個月至58個

月不等。 資料圖片

龕位不足 輪候最快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