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A4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02020年年44月月55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2020年4月5日（星期日）

政府規定售賣或供應酒類的場所

前晚6時起關閉，但仍有酒吧繼續

遊走於「灰色地帶」，部分酒吧因

持「酒吧及餐廳」牌照以餐廳形式

經營後，聲稱只提供酒類佐餐，實質繼續主力賣酒。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再到尖東「放蛇」，發現情況未有改善之餘，反而更加離譜：多間酒吧職

員以「HAPPY HOUR，啤酒買一送一」作招徠，記者到其中一間光顧，在

沒有點餐的情況下，亦可只「柯打」啤酒，酒吧附上花生小吃，與以往酒

吧情況無異，關閉酒吧的規定形同虛設。

酒吧態度照舊 關停令如虛設
記者「放蛇」揭公然違規 稱供佐餐酒實主力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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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特區政府3月19日宣佈從外地抵
港的人須強制檢疫14天，但接連
有人因違反檢疫令被捕。一名印
度商人在 3月 21 日由土耳其來
港，翌日離開檢疫地點企圖經深
圳灣口岸離境時被入境處拘捕，
被控一項未獲授權人員許可而離
開檢疫地點罪，他完成14日隔離
後昨日被押解上沙田裁判法院應

訊。控方原本準備好讓被告答
辯，但辯方申請押後5星期，以待
索取文件，並提出保釋申請，案
件押後至下月15日再訊，其間被
告須還柙。
涉案印度籍被告Kumar Deepak

（31歲），報稱任職商人，於上
月21日從土耳其來港後，授權人
員向他發出書面命令實行檢疫，
惟他未獲衛生署人員許可下於翌

日離開檢疫地點，即香港仔石排
灣道 100 號 Mojo Nomad Aber-
deen Harbour Hotel。被告當日在
深圳灣口岸企圖離境期間被截
獲，即時被送往隔離中心繼續隔
離，而被告當時表示完成隔離期
後想立即離港。
原本沒有律師代表的被告準備好

答辯，惟裁判官提醒他正面對非常
嚴重的控罪，很大機會判監，被告

最終接受當值律師服務。其代表律
師之後向法庭申請被告暫毋須答
辯，申請將案件押後5星期，獲裁
判官李志豪批准。辯方以2,000港
元替被告申請保釋，稱他可居於涉
案酒店，願意每天到警署報到等，
但最終不獲裁判官批准，只准被告
於4月9日進行保釋覆核。
自從特區政府規定從外地抵港

的人須強制檢疫14天後，至今已
有3名分別涉隔離期間試圖出境及
虛報檢疫地址的男子，分別被判
囚10日至3個月。

印度商人涉違隔離令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在特區政府呼籲下，昨日
清明節前往各墳場及靈灰閣祭祀先人的巿民，人流較以往大
減，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所見，一眾孝子賢孫均有佩載口
罩，同行人數也不超過4人。有巿民表示，「個個都話唔拜
正日，諗住正日會少啲人。」不過，由於人流管理和場地問
題，巿民在墳場等候升降機以及化寶期間，不時出現人群聚
集的情況。
各墳場昨在清明正日人流不多，如寶福山以往大批孝子賢
孫排隊的情況已不復見，鑽石山及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雖陸
續有市民到達拜祭祖先，也相比去年清明正日人流疏落。

等車車立立致聚集 煙癮起脫罩
拜祭先人的巿民均佩戴口罩，部分以搓手液清潔雙手，不
少只備祭品包、水果、西餅及鮮花等較輕便的祭品，未見有
人帶同燒豬等前往祭祀。大部分市民都沒有即場進食祭品。
不過，礙於場地及人流管理問題，不少巿民在靈灰閣等候
升降機，另一些則等候上香和化寶，不時出現人群聚集情
況，群組間距離不足1.5米。有煙民則煙癮難耐，脫下口罩
吸煙。
獨自一人帶同鮮花和祭品包拜祭的周女士表示，過往會相約
兄弟姊妹和其家人祭祀，但由於「限聚令」，今年只有獨自前
往：「以前會大家夾時間，家唔使夾啦，個個都話唔拜正
日，諗住正日會少啲人，又真係少咗好多人。」
張先生表示，一直都是在清明正日掃墓，未有刻意再作安
排，而「限聚令」影響不大，「都係我哋兩公婆嚟。」他指
今年祭品價格與以往相若，惟今年打算從簡，只購買包點、
鮮花和元寶蠟燭，「都唔諗住留咁耐，簡單啲，比以往係買
少咗，都係講心意啫。」
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外，一如以往有警員駐守，不准車
輛駛進外，墳場範圍內也有警員在場觀察，場內還有廣播提
醒市民，根據新規例掃墓同行人數不能超過4人。
食環署發言人昨日提醒巿民，掃墓時除須遵守不多於4人聚
集的規定，共住的同一戶人除外，而前往拜山的群組與群組之
間亦應保持最少1.5米距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
稱「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疾
病條例599G章》昨日生效滿一
周，按例違規聚集者可被罰款
2,000 元。以往周末被外傭「迫
爆」的旺角行人天橋昨日雖然人
流減少，外傭都遵守新規則4人一
蓆，惟記者發現蓆與蓆之間相隔
很近，疑少於1.5米，某程度上算
是另一種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
勞工處今日會在外傭經常聚集

的地方安排流動廣播，呼籲外傭
遵守有關禁止於公眾地方群組聚
集的規例。宣傳車輛將停泊於港
九新界外傭經常聚集的地方，以
中英文及外傭使用的主要語言廣

播，包括菲律賓文、印尼文和泰
文，同時派發單張，呼籲他們遵
守有關規例。
勞工處表示，感謝外傭對香港

社會的貢獻，亦明白他們希望在
休息日外出與朋友見面，但為防
止疫情擴散，必須保持社交距
離，呼籲外傭及其僱主對休息日
的安排能互相諒解，如容許外傭
留在家中休息、或改在平日放取
假期等。
勞工處並提醒，僱主在未得外傭

同意下強迫外傭在休息日工作，或
不給予休息日，均違反了《僱傭條
例》的規定，可被檢控，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

外傭四人一蓆 間隔未全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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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晚到尖東南洋中心一帶
的酒吧巡察，發現到場光顧的人流雖較

前晚為少，然而大多顧客都在喝啤酒為主，
只有部分有叫小食或主食。記者再到其中一
間酒吧「放蛇」，發現該酒吧雖然拉閘，吧
枱關閉，但酒吧仍在露天地帶營業，且多款
牌子的斟酒機都置於店外，全場顧客都在飲
酒。

啤酒買一送一 無主食照賣
酒吧職員更向記者稱：「依家HAPPY
HOUR（歡樂時光），啤酒買一送一」，記
者坐下後立即點了一杯啤酒，酒吧隨即附上
花生小吃，待記者飲畢就結賬離開，其間未
有要求點選主食，該做法已明顯違反前日酒
吧禁令，甚至連佐餐酒這個「借口」都「慳
返」。
記者昨日下午趁「限聚令」生效一個星
期，亦是生效後首個周末，到旺角巡察，發
現旺角街頭人數仍不少，但未見擠得「人迫
人」的情況，且幾乎所有人都有佩戴口罩，
防疫意識充足。
不過，記者發現仍有地方出現人群聚集情
況，如在銀行中心對出、商場WPLAZA對出
的空地，有街頭表演者演唱（Busking），吸

引不少巿民聚集聽歌。目前，本港有多宗源
頭不明的確診個案，反映社區有傳播，政府
的「限聚令」就是希望可用社交距離避免蔓
延，但市民的自律才是最重要。

重慶大廈人流疏落
至於有不同族裔人士聚集的尖沙咀重慶大

廈，前日有一名52歲來自菲律賓女子檢疫期
間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該大廈已加強防疫措
施，所有人進入大廈商場前都要量度體溫。
或許因疫情打擊，商場內多間店舖也休息或
丟空，人流較以往大幅減少，商場內大部分
人和店主都有戴上口罩，但仍有一些人在二
樓角落搞私人聚會。
曾在重慶大廈擔任導賞的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Jeff）表示，其實自疫情日漸嚴峻
後，大廈內的住戶和店主已開始佩戴口罩，
並經常進行清潔，強調重慶大廈內的衛生情
況未有如外界所想的不理想。
不過，Jeff希望特區政府能對少數族裔給予
更多支援，如現在社會上流傳的防疫資訊皆
以中文為主，較少有英文，很多居於重慶大
廈的外籍人士及旅客，不能快速地接收到相
關資訊，只能依賴懂中文者上網看完最新消
息後，再分享給其他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
圳市政府下周五開始要求所有跨
境貨車司機在入境時提供健康證
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昨日表示，正與內地當局商討
為跨境司機在深圳提供病毒測試
的具體安排，而香港特區政府亦
會為業界提供支援，確保兩地物
流暢順。
聶德權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香

港特區政府一直有跟廣東省及深
圳市政府商討跨境貨車司機出入
境安排，兩地都有共識，不想影
響貨運安排，因此自疫情爆發後
各口岸人流大幅減少，但貨運物
流方面並沒有受到影響，本港貨
品供應充足，市民毋須恐慌及搶
購物資。
對深圳市政府周五開始要求跨

境貨車司機入境時，需要提供健

康認證碼及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他表示，香港公營系統
可提供的病毒檢測有限，難以為
跨境司機提供醫學證明。目前，
跨境司機在深圳可進行免費病毒
檢測，而特區政府和內地有關部
門正商討具體安排，為求在推行
措施的同時不會影響貨運，政府
亦會與業界溝通，盡力提供協
助。

未需要再包機接滯鄂者
在滯留湖北港人的問題上，聶

德權表示，目前仍有約1,600人滯
留湖北，但湖北省各地已陸續解
封，相信滯留港人會按自身情況
自行回港，特區政府未有需要再
安排包機接載他們返港，但仍會
繼續為他們提供協助。目前，從
湖北回港者仍需接受強制檢疫，
若武漢市風險再減低，會參考專
家意見，調整湖北回港者的檢疫
安排。

兩地商為跨境司機深圳測病毒

▲有外籍酒客昨晚仍在尖沙咀酒吧暢飲及在不佩戴口罩
下閒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記者在尖東一間酒吧，未點餐已成功點
選啤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尖東一家酒吧以餐廳形式繼續營業，但放有多部斟酒
機（紅圈）大賣啤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重慶大廈內仍有人聚會，違反人數超過4人的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鑽石山墳場祭祖人流較以往明顯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外傭都遵守新規則外傭都遵守新規則44人一人一
蓆蓆，，惟蓆與蓆之間相隔很惟蓆與蓆之間相隔很
近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