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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疑有蜂
巢在「山竹」襲
港期間跟大樹倒
塌，以致群蜂受
驚亂舞，四處攻
擊途人，face-
book 及 What-
sApp昨天流傳
多名市民在大埔
廣福道街頭遇蜂
螫，需到大埔那
打素醫院急症室
求醫。大埔那打
素醫院證實，由
昨日午夜零時至
下午4時，共有
14人被蜂螫傷到該院急症室求醫，全部人在接受
治療後已出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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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離財散 招牌吹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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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前天侵襲過後，早有防備的杏花邨依然淪為澤國。香港文匯報記者於

昨日上午及下午先後到杏花邨視察，發現邨內商場仍然封閉，有待電力供應回復

正常，重開無期；多間商戶仍忙於處理善後工作，昨日僅得街市、便利店及數間

商戶能如常開門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隨着「山竹」遠離香港，本
港風力緩和不少，但已為香港
帶來沉重一擊，除了大批樹木
倒塌致交通阻塞，更令商戶生
意大受影響。有海味店東主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山
竹」不但吹塌了門口招牌，更
令存放海味的冰櫃停電，部分

海味如海參、青頭鮑等變質，直指
「損失成廿萬元，真係頭痛」。有五
金店損失雖未算慘重，只是招牌被吹
散，但店主前晚回家時被塌下的大樹
拌倒，小腿被刮出多條血痕，形容是
不幸中的大幸。
維持10小時的十號風球「山竹」
雖在昨早離開香港，但本港各區亂象
都有待處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到
粉嶺聯和墟視察打風後情況，部分道
路被塌下的大樹堵塞，消防員及警員
在場封路及切除危險的樹枝。至於商
戶的損失未算過於嚴重，玻璃窗及門

口未見破裂，反而招牌被吹至四散及
破毀，鐵閘更被強風吹起的雜物擊
中，以致變形甚至是穿破。

海味店：招牌重造 師傅難搵
出售海味的陽光海洋貿易行，門外

的招牌吹得破爛，負責人魏小姐說，
今次損失很大，不單是粉嶺聯和墟的
店舖、上水及元朗店的招牌也吹到東
歪西倒，加上店內有滲水及停電的情
況，「抹了一個早上的地才乾淨。」
她續指，單是重造招牌相信要花五六
萬元，「但現在好難搵師傅，都唔知
點算好。」
同樣被吹散招牌的權棧記蔬菜店，

東主張小姐說，不但招牌被吹散，就
連閉路電視都不知道被吹到哪裡，料
有數千元至一萬元的損失。她表示，
幸好沒有停電及停水的問題，並說今
次是天災，「大家都唔想，只好自己
慢慢整好佢。」旁邊的「蛇王祖萍記

豆品小食」負責人陳先生說，幸好在
打風前把帳篷收好及做好預防措施，
暫時未見任何損失。
不過預防措施未必萬無一失，在

十字路口旁的「B仔記報社」，負責
人李小姐說，鐵閘被雜物乘風擊
中，「穿咗個窿，搞到店內都有入
水」，但幸好沒有造成水浸。她續
指，去年「天鴿」未有令他們的店
舖有損失，反而今次「山竹」威力
強大，說：「整個閘要花約 1,500

元，加上兩日都沒生意，都要人工
及交租。」
在街邊當風位的「力生鐵器工程」

負責人馮先生表示，店內沒有水浸及
破爛等損失，只是招牌被吹散了一
半。他續說，反而是他前晚回家時被
塌下的大樹絆倒，小腿被刮出多條血
痕。他說，附近商戶的損失未算很
大，反而是樹木倒塌比較多，算是不
幸中的大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山竹」吹襲過後，屬
「水浸黑點」的鯉魚門，即使政
府部門、居民及食肆東主盡力做
好防風暴潮措施，但在「山竹」
蹂躪下，村屋及食肆相繼失守。
「山竹」無情吹襲期間，為守護
祖業拒絕撤離的李小姐，因茶餐
廳嚴重水浸及恐有漏電危險無奈
「棄守」，昨日李返回目睹父親
的茶餐廳慘况時，慨嘆：「輸
咗，鬥唔過個風……」但隨即又
重新振作執拾後，希望盡快恢復
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返回鯉魚
門一帶視察，但見海水已經退
去、滿目瘡痍，道路滿佈近呎厚
沙泥及雜物，十多名食環署人員
正在鏟泥及清理垃圾雜物，其餘
鯉魚門村、三家村及馬環村的居
民，亦紛紛返回執拾家園，將清
理傢俬及電器的水漬，由於區內
電訊網絡及電力供應也受影響，
中電及電訊公司的人員需要到場

檢查維修。

做足防風措施 仍難敵天災
早前因擔心有數十年歷史、由

父輩開設的茶餐廳難抵暴風蹂躪
的李小姐，雖然早在天文台發出
一號戒備信號前，已開始準備防
風措施，除分別在可能入水的前
後門堆放沙包及隔水板外，更決
定留守茶餐廳拒絕撤離，惟最終
仍難敵天災。李接受記者訪問時
憶述，前日凌晨約3時受「山竹」
吹襲影響下，大量海水不斷沿茶
餐廳後門湧入，無論如何去水也
無濟於事，瞬間水位已升至近大
腿位置，大部分電器及電路板也
被浸濕，其間更嗅到一陣燶膠氣
味，她在擔心漏電危及安全，無
奈決定「棄守」逃離茶餐廳。
當李小姐想到昨晨返回視察茶餐

廳，目睹多部雪櫃被浸壞的「災
情」時，無奈道：「(我)輸咗，鬥
唔過個風……」但未幾李即重新
振作，將茶餐廳內的傢俬及電器

逐一搬出進行清理。她預計約需要
一星期始可以重新營業。
有村民向記者表示，一家在鯉

魚門已居住數十年，已經歷過不
少颱風吹襲，對防風措施駕輕就
熟，即使上次「天鴿」襲港時，
家中也只是浸至「腳眼水」。
因見這次「山竹」來勢洶洶，

家人已特別加建隔水牆及堆沙包
戒備，詎料仍遭「山竹」引致居
所嚴重水浸，大部分電器也被浸
壞，家中地面滿佈海水及淤泥，
昨日全家人也忙於分工合作清
理。
另有一名居民張伯表示，過去

曾是三家村的居民，其後獲政府
安排上樓而搬出，因在三家村居
住數十年特別有感情，當年打風
時家中水浸的慘况仍歷歷在目。
這次「山竹」風勢強勁，他昨

晨得知鯉魚門嚴重受災，因擔心
村內老朋友情況，所以專程返回
村內探訪，慶幸所有老朋友只是
家中嚴重水浸，未有大礙。

鯉魚門茶餐廳：鬥唔過個風……

杏花邨不僅被「山竹」掀起的巨浪衝毀了
石壆，大廈地面泥土被翻起，露出鋼

筋，海水更穿越大廈直沖行車路，港鐵站旁
的大型商場及旁邊地舖亦難以倖免；邨內的
遊樂場被完全浸損，有如水上樂園。
同時，暴風亦導致多棵樹木塌下，有部

分被連根拔起，枕擱在馬路上幸無擊中途
人。不少居民於災後幫忙清理街道，撿起
發泡膠、膠樽等垃圾及剷走巨浪帶來的石
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杏花邨視察發現，商場
因受海水侵入以致出現停電情況，要關閉起
來搶修，不少商戶往店內清理及善後。商場
旁一間麵包店負責人陳先生表示，「山竹」
浸爛他不少機器，保守估計損失至少10萬

元，料今天亦未必能正常營業。

居民：落地玻璃不停震動
毗鄰的藥房負責人同樣形容今次是最嚴重

一次災情，實際損失仍有待點算。記者同時
發現，邨內一間小型圖書館亦無倖免，放置
於書架底層的書本均被浸濕，職員忙於清走
積水及將書本吹乾。
居民梁先生形容，居於該處20年從未見過

這麼大的災難，形容其威力較「天鴿」至少
強上一半，「露台的落地玻璃不停震動」，
幸他的單位並無受損及入水情況。
他續說，邨內十多幢大廈於十號風球時停水

或停電甚至兩樣俱停，「我那一座於當日下午3
時許開始停水，電力則有供應，但電視接收不

到訊號，電梯亦因安全理由被管理處停用。」

仍有兩座單位無食水供應
據了解，水務署於十號風球除下時即派

水車到邨內提供食水，惟至昨晚仍有兩座
單位內未有食水供應。當區區議員、工聯
會何毅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山竹」威力非常強大，遠較「天鴿」
強，除了許多住戶停水停電外，更有大量
海洋垃圾沖上岸。
他續說，大部分樓宇於昨日清晨6時許已

恢復電力供應，食水則截至晚上仍有兩座未
能供應，估計要待今天凌晨3時才能恢復。
至於商場，他指電力機組損毀嚴重，未能
確定完成搶修日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山竹」襲港，本港
不少地方都飽受重擊，滿目瘡痍，沿海的西貢地區，
不少建築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其中有建築物的
鐵皮屋頂被整幅吹起，空地上堆積雜物，路面有大量
倒塌大樹，不少船隻被發泡膠等垃圾圍困，更有船隻
被吹得撞上石壆擱淺，場面觸目驚心。
將軍澳亦是重災區之一，多個私人屋苑因被巨浪

撲上岸，海水倒灌湧上街道及屋苑，嚴重水浸，其
中嘉悅的地庫停車場被黃泥水湧入幾乎沒頂；海傍
至唐俊街一帶完全被淹沒變成澤國。事隔一天，嘉
悅仍停水停電，唐俊街在水退過後坑渠傳出惡臭，
途經市民都被隨風飄來的沙塵和酸臭味撲面，非常
難受。

▲門口招牌被吹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尹妮 攝

◀蔬菜店招牌被吹走一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尹妮 攝

■■「山竹」威力驚人，杏花邨海旁地磚被剷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遊樂場變遊樂場變「「游泳池游泳池」，」，
小朋友望小朋友望「「洋洋」」興歎興歎。。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將軍澳遭受破壞將軍澳遭受破壞，，單車友前進單車友前進
無路無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西貢有船隻被吹至海岸防波堤。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李小姐返回父親的茶餐廳收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鯉魚門商戶進行清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