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產熱到死 海味貴到死
大連6.8萬噸海參熱熔 日本元貝皇缺貨貴三成

今夏熱浪襲北半球，其中遼寧多處突破
攝氏40度，盛產海參的大連驚現大堆

死海參，每天逾千公斤，影響遼參供應。從
事海味批發逾30年的合泰海產董事雷丹霞
坦言，水溫過熱，海參及貝類等海產較易死
亡，估計今年整體供應約少三成。
她指日本早在兩個月前已透過海底檢測，
預告今年海參供應緊張，她估計來貨或少
25%至30%，怎料大連災情亦嚴重。

「同行個個蝕到億億聲」
「大連有個養海參嘅客打嚟話，今次損失
約兩億(人民幣)，仲話同行個個蝕到億億
聲，𠵱 家忙緊點算損失，所以未出到新價
單。」雷推算內地及日本最新海參報價約升
45%，近日已通知熟客新貨將加價，可趁舊
價入定貨。她指每斤約百支的日本海參現賣
6,000多元，加價後生意恐跌幾成。
百年老字號西環同興泰記老闆梁泳潮亦
指，部分日本頂級海味今年來貨量下跌，拖
累價格飆升，廿頭以下大隻吉品鮑魚貴去年
1倍，最大14頭每斤售35,000元；大粒元貝
今年來貨非常少，已加價三成至每斤1,400
元，靠賣存貨為主，「日本今年大隻海產來
貨少，好似元貝皇無貨返，估計多少同天氣
反常有關。」他指日本遼參過往貨源相對穩
定，但今年比較緊張，頂級日本遼參已貴三
成至每斤九千多元。
對於高溫影響海產生長，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海洋保育副總監李美華表示，全球
暖化海水升溫，地球二氧化碳濃度近年不斷
升高，被海洋吸收後導致海水酸化，令珊瑚
白化甚至死亡，嚴重影響依賴珊瑚礁為生的
海洋物種，附近的魚類亦被迫遷至接近南北
兩極的寒冷水域覓食，影響食物鏈失衡和漁
民作業；而海水酸化會降低貝類造殼的能
力，衝擊海洋生態的未來。她指海水升溫更
會易令紅潮出現，當中的微細藻類會分泌毒
素，或引致大量海洋生物窒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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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突襲，除了海產外，對於其他食物
的供應影響，尚在未知之數。美國加州今夏
同樣暑氣逼人，東部死亡谷7月平均氣溫約
攝氏42.2度，破全球月均最高溫紀錄。九
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張志祥稱，熱浪襲北
半球，對水果供應暫時未見影響，唯獨美國
新奇士最靚的一級檸檬，自本月起因缺貨未
能出口，推算本月尾一級檸檬在港供應將會
緊張，客人或要購次一級的新奇士檸檬，或
買南非檸檬頂替。

天氣酷熱亦影響小麥收成，刺激芝加哥
小麥期貨價格月初創3年新高。
錦興粉麵食品董事總經理馮仲佳指，麵

粉來價暫未有大變動，因小麥生長需時，
熱浪對麵粉價影響多大估計在半年後才揭
盅。
他指麵粉近兩年漲價一成，但主要受運

輸及人工等成本帶動，入口商會盡量從美
國、加拿大及澳洲等不同產地來源入貨，確
保貨源和價格穩定。

美國靚檸失收 月尾或無貨
日韓地區熱浪持續，日本日前有近

6萬人中暑送院，過百人死亡，韓國
亦有29人因中暑死亡。兩地均為港人
熱愛的旅遊勝地，一年四季同受歡
迎，但隨着熱浪襲來，一旦在當地中
暑，旅遊保險未必有保障。
香港保險專業人員總會會長張偉良表

示，熱浪是自然災害的一種，多數不受
保，即使在當地中暑，賠償機會亦很微，
而取消行程同樣難以獲相應的賠償。

張指，市民若在出發前已購買旅遊
保險，因未有完成行程而向保險公司
索取的賠償，一般情況下，有關機票
及住宿費用不會獲得賠償。
除非市民在機場已辦妥離境手續及

預備登機，當地有突發事故使他們未
能前往，保險公司才會有較大機會提
供賠償。
他解釋，自然災害屬於當地政府法

令的一部分，保險公司大多不受理。

旅遊中暑多不受保

全球暖化，反常極端天氣愈見
頻繁，今個夏天，北半球亞、
歐、非、美四個大洲的多處地
方，同時受熱浪侵襲；亞洲除內
地大連發生海參「集體熱死」事
件外，韓國江原道洪川郡錄得攝
氏40.3度，刷新全國最高溫紀
錄；日本埼玉縣熊谷市上月底錄
得攝氏41.1度，亦創下日本史上
最熱紀錄。
至於歐洲方面，歐洲諸國今年
已發生逾450宗大規模火災。
北歐國家瑞典經歷250年來最

熱的7月，曾反常地錄得攝氏
34.6度高溫，上月底全國至少發

生50宗山火。希臘發生過百年來
歐洲最嚴重的森林大火，至少91
人死亡。
德國部分地區氣溫逼近攝氏40

度，穀物減產近800萬噸。英國
則錄得攝氏35.1度高溫。
隨着日本氣象廳將持續高溫列

為自然災害，韓國最近擬效法日
本，將熱浪列為天然災害。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認為，

熱浪與全球暖化關係密切，天
文台十多年前已開始發出酷熱
天氣警告，其實已經等同將熱
浪列為災害，政府亦有相應措
施應付。

多國屢見新高溫 歐逾450宗大火

■希臘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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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下半年，在我來到香港中聯辦工作一
年多後，在一次活動中，我認識了兩位年輕的
江蘇同鄉。隨後，通過他們，如同滾雪球一
般，結識了一批同鄉，一群在香港讀完研究生
後留港工作一兩年的年輕人。我與他們都處在
對香港熟悉和了解的過程中，雖然年齡有些差
距，但卻有共同的話題，頗能聊到一塊。

彼時，我住在銅鑼灣一處宿舍中，樓下便是
鵝頸橋街市。在內地時，我有空時便會自己做
幾個菜，做菜彷彿搞創作，將原料與調料混合
在一起，經過爐火的昇華，便成為了一道美
味，當然，如果做得不好，只能是難以下咽的
廚餘而已。

既然我住得離菜場如此近，於是，我常常邀
請小老鄉們周末來宿舍聚餐。我會做幾道菜，

有人帶飲料，有人帶水果，有人帶燒味，有廚
藝的自然也可以露一手。我們還創造出了幾個
特色菜，比如老乾媽炒蟹，豆瓣醬大雜燴等。
在住家小飯堂聚餐，雖然菜式簡單，味道不
穩，環境簡陋，但勝在吃得放鬆自如，隨意盡
興。

常常，周五的時候，我便開始找人，確定聚
餐時間和人數。周六或周日早晨，睡醒之後出
門下樓，把上午會斷貨的食材買好，午後買蔬
菜、禽蛋肉等，下午處理食材、佈置好桌椅碗
筷。當人三三兩兩開始前來的時候，便可以下
樓買海鮮了，這時，臨近樓下海鮮檔收市，往
往可以買到又平又靚且還鮮活的海鮮。待人差
不多到齊時，便趕緊下廚房煎炸炒煮，爭取半
小時左右將菜上齊。

大家圍桌而坐，喝點小酒，舞筷弄勺，談天
說地，交流在香港的點滴。有時是煩惱，比如
工作中的不順利、生活中的倒楣事、頻繁搬家

的痛苦、遠離家人的思念等，當然有開心，生
活中遇到的趣事、商量或約着下次去哪兒玩、
分享衣食住行的經驗等。這群小老鄉，基本都
是85後接近90的樣子，他們帶着對香港的憧憬
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來，在他們身上，多的
是積極樂觀的態度，收入雖然不高，但始終覺
得明天會更好。他們或是與人合租或是住着劏
房，一邊感歎內地的家好大，一邊也不介意當
「廳長」（住在客廳）或是睡在只能從一邊下
地的床上。

從2014年初到2015年上半年我換房為止，
小飯堂大致半個多月舉辦一次聚餐，有時人
多，有時人少。我統計一下，來來去去有幾十
人來過，人員範圍也不只是局限在江蘇同鄉。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隨着我搬離了原來的宿
舍，也隨着小老鄉們各有各忙，工作生活漸入
佳境，聚餐也越辦越少，小飯堂慢慢偃旗息
鼓，只是偶爾聚上三五人來一頓火鍋宴。雖然

聚得少了，但這段友誼卻凝固下來，大家始終
保持着聯繫。

這些年來，他們不少人拿到了香港的永久居
民身份，回內地由港澳通行證變成了回鄉證；
不少人結婚了，找到了另一半，我陸陸續續參
加了5次婚禮，在大會堂、紅棉路婚姻註冊處
見證港式婚禮的形式；很多人換了工作，甚至
是好幾份工作，收入和事業皆有上升，更有幾
個人自己創業，目前狀況良好；所有人都換了
住處，有的買房了，有的更是換了更大的房
子，離三面下床的目標都近了；當然，有幾個
人回了內地，更有人為了追逐香港律師夢，重
新回爐成為學生。

如同食材遇火而重生，這群來自內地的年輕
人既愛國家，也愛香港，在支持香港繁榮穩
定、融入國家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自身的價
值，也在生活工作的錘煉中融入香港、展開了
人生的新一頁。

我的宿舍小飯堂
辦公廳 沈偉

■宿舍小飯堂聚餐，勝在隨意
盡興。 作者供圖

■今年海味供應約少三成，市民過中秋想食靚海味，荷包隨時「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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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溫影響下，元貝及鮑魚一類貴價海產
今年供應約少三成。■受高溫影響，今年海參供應緊張。

■梁泳潮表示，廿頭以下大隻吉品鮑魚的售
價較去年貴一倍。

■李美華稱，海水酸化會令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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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丹霞估計內地及日本海參
最新報價約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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