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鮮牛肉今年第七度加價，活牛供應商五豐行有限公司昨日
發出通知，表示由於內地供求緊張，貨源不足，加上火

鍋季節，內地對牛肉需求大增，供不應求情況進一步惡化，令
牛肉價格持續上升，經與牛肉商協商，決定今日起調高良種牛
批發價，每擔加260元，達至4,105元，加幅為6.76%；肥牛批發
價每擔亦調高230元，達至4,310元，加幅為5.64%。五豐行強
調，供港活牛採購及批發價的升降受內地行情自然波動影響。

牛肉商：港佔比例極低 不可能受影響
牛肉來價一加再加，全港新鮮牛肉肉商發言人許偉堅表示，

業界已經束手無策，「可以做的都已經做了，亦已經向政府提
供一應數據希望盡快開放市場穩定價格，但至今仍未有回應」。
許偉堅質疑五豐行以內地供應不足為加價理由，「內地一天供
應10萬頭牛，香港只佔60隻，比例極低，不可能受影響」。牛肉
批發價一年內加7次，令業界怒哮，曾考慮罷市，「不想影響市
民生活，更不想影響同業生計，唯有暫時不考慮」。
面對批發價飆升，商販無奈只好將加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許偉堅估計周一開始，牛
肉零售價會上調5%到
10%，普通牛肉每斤由98
元加至108元，肥牛就由
每斤140元至150元，加至
160元，「大家打邊爐須
預多些錢買肥牛，今個冬
天肥牛特別貴」。黃大仙
大成街街市牛肉檔主張先
生表示，牛肉價貴市民卻
步，亦令他生意大跌
30%，過去每日賣一隻牛，現在每日只賣到半隻，更要兼售其
他肉類幫補。

加幅轉嫁消費者 市民直呼吃不消
牛肉價勢將每斤突破100元大關，市民大呼吃不消，家庭主婦

馮太直指新鮮牛肉「貴得好過分」，只好轉食冰鮮牛肉；郭太就

指因為家人愛吃，會繼續買新鮮牛肉，但會挑便宜的部分，例
如每斤50元的牛腩。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早前曾與業界代表會面，了解活牛

市場實際情況，並就穩定活牛供應和價格的可行措施交流，指
政府會做市場調查，以便了解牛肉價格上漲，是否與本地活牛
代理市場和其他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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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豐行指內地供不應求續惡化 加幅近6.8%
年內7加價 肥牛每斤16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天氣轉冷，火鍋應時上市，不過，今日買牛肉

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價錢。五豐行昨日宣布，今日起調高活牛肉批發價，良種牛

每擔加260元，加幅近6.8%，火鍋必備的肥牛，每擔亦會調高230元。業界估

計鮮牛肉每斤零售價會應聲上調5%至10%，勢突破100元大關。業者和市民都

大叫吃不消，大家對五豐行頻頻加價同稱「肉隨砧板上」，只有無奈接受，希

望政府介入，免得市民任由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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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馮太直指新鮮牛肉

「貴得好過分」，只好轉食冰鮮

牛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市民大量購入食材過節，亦有不少市民越區買食

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近歲晚，屯門「北大荒」糧油
供貨商及葵涌永興油行4個食用油樣本最近被揭發致癌物超標，再
次引起香港市民對輸港食品安全的關注。新界社團聯會20多名代表
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當局加強對輸港食品的監管和抽檢，保
障市民健康。

政總請願 促嚴格監控進口食品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副理事長陳克勤等20多名代表

昨日舉行「加強監管食品安全，打擊黑心食品」的請願行動。他們
表示，香港是個美食天堂，美味佳餚享譽國際，而市民在外用膳已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如食用不安全的食材、調味料等將直接影響市
民的健康，更有損香港良好的名聲，尤其年近歲晚和佳節當前，大
量食品供港，食品的安全問題將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健康。
新社聯認為，最近食物安全中心抽查食用油，化驗結果顯示致癌

物超標，暴露了食環署監察食物安全的抽查工作存在漏洞，更令人
擔心只是冰山一角，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汲取蘇丹紅、三聚氰胺、
孔雀石綠等一度在香港引發食物危機的教訓，加強對食品安全的巡
查。
他們要求特區政府嚴格監控進口食品的來源，加強抽驗；加強執

法，對各個銷售環節的食品進行定期抽樣檢測；加強與內地檢疫部
門的合作，打擊非法進口的食品；並對違法者予以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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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販「做冬」薄利攬客 生意額減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中國人傳統認為

「冬大過年」，為聚天倫之樂，不少市民昨日忙張
羅買 趕「做冬」。雖街市內人潮如鯽，但商販
卻指今年冬至生意慘淡，因受通脹影響，來貨價
貴20%，又恐將成本轉嫁消費者會令客源減少，
遂利潤微乎其微，生意額較往年少20%至30%。
更有攤檔冬至日售價不加反減，望以薄利多銷方
式招攬客人。雖冬至日暫未有大幅加價情況，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通脹持續加劇，擔
心未來1個月，加價潮將一浪接一浪，市民將要
繼續「捱貴菜」。

蔬菜滯銷吐血價出售
昨日是冬至佳節，黃大仙大成街街市內人頭湧

湧，擠滿買 「做冬」的市民。雖前來買 的人
流眾多，但商販卻大歎生意大不如前。菜檔檔主
王小姐表示，冬至日內人流增加約10%，但生意
額卻較往年少近30%。她指出，菜檔原以為冬至
日生意額會上升，遂於冬至前夕大量購入菜量存
貨，惟生意卻不如理想，大量蔬菜滯銷，她只好
減價促銷。平日7元一斤的菜心，冬至日只賣4元
一斤，「簡直是吐血價出售！生意難做啊！」
在大成街街市做了逾10年生意的日生雞檔檔主

謝先生表示，冬至日活雞價平均每隻賣170元，只
比平日加10元至20元，並沒太大加幅。他抱怨
說，政府限制入口活雞數量，令活雞來貨成本飆
升20%至30%，成本壓力大，惟靠薄利多銷手法
招攬客人。他建議開放內地活雞市場，令活雞成
本價格下降，以減輕雞檔與市民的壓力。
受通脹影響，牛肉、海鮮、乾貨等價格亦有不

同程度上升。海鮮檔檔主陳小姐稱，海鮮來貨價
貴20%，以龍蝦為例，由60元一斤升至80元一
斤，但商販擔心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會令客源
減少，遂不敢大幅加價，其利潤空間極少。蔬果
雜貨檔檔主林小姐指，香港人近年已沒有那麼講
究冬至節日，不少市民會提前或到酒樓做節，生
意明顯減少，遂乾脆提早關門回家，與家人一同
過冬。

王國興憂通脹引發加價潮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雖冬至日暫未有大幅

加價情況，但經濟前景不明朗，通脹持續，擔心
未來1個月，將會引發加價潮，並一浪接一浪，
恐怕市民「捱貴菜」的情況將會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社會福利署計劃於明年3月31日，遣散
逾60名負責「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社區工作幹事，並將有關工作外
判予非政府機構負責，現有員工面臨失業，工聯會曾多次抗議不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郭偉強昨晨聯同約20名受影響員工，到社
署位於灣仔胡忠大廈的總部門外抗議，要求社署轉介他們到其他崗
位，及盡快將所有非公務員合約轉為常規化。

促非公務員合約轉為常規化
社署將多項協助綜援人士就業計劃，外判給非政府機構營運，令逾

60名負責計劃的社區幹事，明年3月約滿後面臨失業，他們月薪介乎
9,000元至11,000元。鄧家彪昨日與社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龍小潔會
面後表示，會談並無結果，對方只承諾學歷符合社會保障助理要求
者，可給予他們面試機會，「最大問題是，面試日期為明年3月，他
們極可能被遣散一刻，仍不清楚是否可獲轉職。」鄧家彪表示，稍後
將要求立法會討論事件。

社署：服務計劃轉非政府機構
社署發言人表示，社署一直致力提升綜援計劃下的就業援助服務，

故已委託非政府機構推行一項綜合式就業援助計劃，並由明年1月1日

起提供服務。發言人指，該計劃將由非政府機構提供，故現時由社署
負責的社區工作計劃已沒有運作需要。
發言人表示，社署已於今年2月向將於明年3月31日約滿後離職的社

區工作幹事解釋事件，讓他們有逾1年時間尋找新工作，同時亦已轉
介願意提供資料的29名員工，給服務外判的營運機構，以供他們考慮
聘用。此外，社署較早前亦因應長者生活津貼工作的需要，公開招聘
社會保障助理公務員職位；符合有關職位空缺基本入職條件的社區工
作幹事，可毋須經篩選而獲邀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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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聯促政府全面檢驗食油

佳節陸路出境今高峰 料38.4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通訊員

尹蕭、黃俊生 深圳報道）聖誕假期開
始，今日將是本港的出入境高峰期。入
境處估計，整個聖誕節及元旦假期期
間，共有865萬人次進出香港，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11%。來港度佳節的內地旅
客人數亦不遑多讓，深港節日旅客過境
小組稱，2012年聖誕節口岸總體客流預
計較去年同期增加12.3%，估計今日的
出入境客流量將超過70.5萬人次。

雙節「掃貨」高峰 或按年增逾一成
港人假期最喜外遊，入境處預料今日

為陸路出境高峰期，出境人次達38.4萬；

入境高峰期則為本月26日的39.1萬人次。
為疏導長假期期間的旅客流量，入境處
已從內部抽調約140名員工支援各口岸工
作，並減少前線人員休假疏導人流。
內地旅客亦趁聖誕元旦雙節假來港

「掃貨」，據深港節日旅客過境小組預
測，聖誕節口岸總體客流預計同比增長
12.3%，今日高峰期估計出入境客流量
將達70.5萬人次，僅福田口岸出入境客
流量就達到15 .2萬人次，同比增長
26.9%，而元旦期間口岸總體客流預計
同比增長10.9%，其中最高峰預計將會
出現在1月1日，出入境客流量將達到
66.9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早
前地溝油轟動全港，引起各方關注，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表示，已經就事件
與食物環境衛生署等部門會面，研究
有問題食油流入市面的情況，要求政
府盡快全面檢驗食油，並公布有問題
名單，釋除公眾疑慮。餐飲聯又成立
「食油安全關注組」跟進事件發展，並
向食肆提供最新消息。

「食油安全關注組」助業界
餐飲聯表示，食物安全中心一直有

監察本港食油質素，自去年1月至今年

10月共抽查餐飲聯逾310個食用油樣
本，全部結果為滿意，所以不存在安
全問題。在事件發生後已向全體會員
發出採購指引，呼籲會員選用有政府
牌照的油商，以確保食油的品質。
餐飲聯表示早前政府檢驗報告指13

間食肆的食油檢出致癌物，其實都無
超出歐盟及國家標準，但希望香港食
肆應有良心，對自己、顧客和社會都
需要負責任，故反對使用任何有問題
的食油及食材。保障市民安心外出用
膳，並鞏固香港「美食天堂」的金漆
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雞、海
鮮、燒肉，均是不少人冬至的食材，惟近
年通脹高企，街市食材價格普遍比去年最
少上升20%，一頓豐富冬至飯實在價格不
菲。因此，有人為「慳得就慳」，不惜到
離家較遠的平價街市買 ，或購買價格較
便宜的腩肉部位，務求覓得價廉物美之食
材。
冬至為中國傳統大節，晚飯絕不能馬

虎。家住西貢的錢太表示，現時百物騰
貴，為覓得平價食材，她不惜老遠從西
貢專程前來黃大仙的大成街街市購買食

材。精明的錢太說，大成街街市的食品
價格較平，就算來回車程計入買 預算
內，亦比在西貢區買 便宜。她稱，每
次前來都會購買大量食材，以作平日食
糧。
新婚不久的郭太甜絲絲地向記者表示，

此次為她首次下廚，希望能為一家人做一
桌好菜。臨買 前，郭太的媽媽已傳授
「格價絕招」予她。她表示，由於肉價上
漲，遂只選擇相對價格較平的腩肉部位。
經過一番格價後，郭太終以400元購入
蟹、牛肉、雞及燒肉等。

「慳得就慳」精明煮婦越區買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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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偉邦 攝

■黃大仙大成街街市內人頭湧湧，擠滿買 「做冬」

的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菜檔檔主王小姐稱，菜價不

加反減，望以薄利多銷方式招

攬客人。 黃偉邦 攝

■新界社團聯會20多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當局加強對

輸港食品的監管和抽檢，保障市民健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郭偉強，昨早聯同約20名遭社署遣散的

社區工作幹事，到社署位於灣仔胡忠大廈的總部門外抗議。

工聯抗議社署遣散社區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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