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政府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實施「限聚令」，但攬炒派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未有理會規定，上月2日與黨友林瑞華等40人在深水埗Hands酒吧聚會，被踢爆

後竟以「開會」作解釋，更稱酒吧當時未有營業，不受「限聚令」規管。有報章

昨日踢爆，該酒吧的交易記錄證實當時仍在營業，陳淑莊涉嫌以謊言掩飾違法行

為。市民團體「要求陳淑莊下台大聯盟」昨日到警察總部請願，要求警方加快調

查事件，盡早拘捕違反「限聚令」者。

酒吧單據踢爆陳淑莊講大話
「開會」時多人落單證營業 市民促拘「犯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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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海洋公園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已關閉逾3個月，行政
總裁李繩宗昨日透露，疫情期間公園流失逾
百萬人次客量，對財政構成壓力，預計現金
儲備只能用到9月。隨着防疫抗疫露曙光，
公園正籌備在數周內重開，具體日期視乎政
府何時進一步放寬「限聚令」等社交限制，
而重開後會實施一連串防疫措施，包括遊客
須預先網上登記，每日入場人次限制在平日
一半等。
李繩宗在記者會上表示，公園1月26日起
停開，大量先前落實的項目取消，原定收入
註銷，新業務亦全線停頓，流失逾百萬人次
客量，令公園承受重大及深遠財務影響，需
實施多項節流措施，包括部分員工需放無薪
假或減薪，而公園將申請政府防疫抗疫基金
下的保就業計劃，以及按食肆面積計算的一
筆過補貼。

設網上登記 推港人優惠
疫情近期放緩，公園正籌備重開，但世界
各地疫情未受控，第二波疫情隨時來襲，故
需審慎釐定重開時間表。公園重開後，短期
內會以本地訪客為主，並推出港人優惠等多
項推廣，詳情稍後公佈，公園亦會與旅遊發
展局合作推廣活動。
李繩宗表示，正積極為重開進行準備，會

嚴格執行一連串防疫措施，包括公園整體及
個別機動遊戲的容客量會減少逾半，所有劇
場隔行入座；訪客須先於網上登記，以限制
每日入場人次；訪客及員工入園前須量度體
溫，在園內須佩戴口罩；輪候區以顏色膠帶
貼上「X」方格標示，以區隔每組訪客等。

每晚大清潔 餐桌隔1.5米
公園還會每一兩小時清潔消毒，並定期為主要設施噴

灑納米光觸媒塗層；園內所有冷氣過濾裝置均噴灑消毒
劑，長時間殺滅99%病毒與細菌；清潔團隊每晚以高壓
噴槍於園區進行深層清潔等。
公園內的餐廳，每張餐桌會保持1.5米距離，每枱食
客上限8人；所有餐飲設施於每日營業前後徹底清潔消
毒；員工不會預先放置餐具，改在客人點菜後才放置餐
具及酒精濕紙巾；員工處理食物時須佩戴口罩及手套，
食物從廚房運送到餐桌時亦會遮蓋，減低暴露於空氣中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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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7類場所昨日
可重新營業，但卡拉OK
與夜店或夜總會、派對房
間及浴室最快要到本月21
日才有機會重開。食物及
衛生局昨日表示，如在關
閉前的卡拉OK經營多於
一種持牌業務，而營運者
已採取一切措施，有效地
停止或防止進行及運作所
有須關閉的業務或所提供
服務，該場所仍可以經營
其他持牌但無須關閉的業
務。
食物及衛生局舉例指卡

拉OK的場所原本兼營餐
飲服務，如停止所有卡拉
OK營運及服務，並關閉
或有效地封閉可進行卡拉
OK活動的相關設施、設
備及器材，並在門口當眼
處張貼告示，清晰地指明
處所內只提供餐飲服務，
而不設卡拉OK服務，他
們可繼續在該處所經營餐
飲業務，並遵照相關指示
經營。
其他類別的表列處所如

有多於一種持牌業務亦可
採取類似措施，經營其他
持牌但無須關閉的業務。

K場餐飲部可先開
為控疫而關閉超過一個月的
健身中心昨日可以重開，中環
的SPORTIFiT健身中心負責
人Steve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言期待復業已久，亦早已

做好準備，客人昨晨起陸續重臨。他認同政
府要求暫停營業的控疫措施，但認為政府應
根據租金等因素，以釐定向健身中心提供的
補助金額。
健身中心重開後需要遵守一連串防疫規
定，包括器材之間須保持1.5米距離或放置有
效間隔等。Steve表示，停業前已採取這些防
疫措施，故昨日運作正常，並沒有問題。
他對健身室可復業感到寬心，表示自去年
中受黑暴影響，其位處中環的健身中心客量
已下跌三成，疫情來襲後又有其他大型健身

中心顧客確診新冠肺炎個案，客量再跌至僅
餘兩成，最後更因停業而零收入，但需要應
付租金等支出，故十分吃力。
Steve對政府措施並無怨言，指大家都希望

疫情盡快受控，認為政府的措施有成效。不
過，對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劃一向每間
健身中心發放10萬元資助，他則認為不應劃
一金額，「開喺中環同開喺其他地區，租金
有好大差異，應該根據租金等釐定，不過點
都對我有幫助嘅！」
已有3個多月沒有健身的熊先生，昨日重
返Steve的健身室鍛煉，他坦言：「之前擔心
疫情，暫停上嚟做運動，加上留喺屋企，食
得太多，呢段時間重咗10多磅。𠵱 家疫情緩
和，健身室又重開，我第一時間上嚟，唔可
以再肥落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健身室冀按租金釐定補助
��$

陳淑莊被揭發涉嫌違反「限聚令」後，辯稱
自己當時只是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在酒

吧內「開會」商討政府加強管制飲食業措施。出
席同一聚會的林瑞華則稱該酒吧當時已拉下半
閘，門外貼有「Private」（私人）告示，並稱酒
吧當時並非營業，不屬「限聚令」規管的公眾地
方。
不過，此前有消息指，該酒吧內當時仍有其他
顧客，質疑林瑞華的說法。警方雖曾在酒吧檢走
一台電腦及熒幕，但離奇地不包括攝錄硬盤，無
法透過閉路電視片段核實相關消息。

李梓敬：證涉帶隊蒲吧
有報章昨日報道，警方早前取得法庭搜查令，
要求涉事酒吧負責人交出陳淑莊聚會當日的單
據。酒吧負責人早前在律師陪同下到旺角警署錄
取口供，並交出逾50張單據等交易記錄。
警方細閱相關單據時發現，當晚11時至翌日
凌晨時分，仍有多人曾落單要求食物和飲品，情
況與林瑞華所指酒吧當時未有營業的說法不相

符。
「要求陳淑莊下台大聯盟」召集人李梓敬昨日

批評，陳淑莊訛稱當時酒吧屬「私人場所」，惟
現有證據證明其涉嫌帶隊蒲吧當晚，酒吧交易記
錄證實仍在營業，顯示陳淑莊涉欺騙大眾，罪大
惡極，故要求警方加快調查有關涉嫌違反「限聚
令」事件，嚴正執法。

林宇星：陳應引咎辭職
「大聯盟」另一召集人林宇星認為，陳淑莊不

但未有向公眾樹立榜樣，更涉嫌以立法會議員身
份凌駕法律，極不負責，認為當日參與聚會者應
向公眾道歉，陳淑莊更應引咎辭職。

莫嘉傑：不顧公眾利益
同為召集人的莫嘉傑表示，上月至今已收集了

超過11萬名巿民參與聯署，要求有關違反「限
聚令」者盡快道歉及主動自首，但有關人等遲遲
沒有回應，批評是不顧公眾利益，令人難以接
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香港昨日
再次沒有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截至昨
晚，香港已連續19日無新增本地感染
個案，目前累計有1,044宗確診及一宗
疑似個案。因應疫情緩和，特區政府
的部分加強社交距離禁令昨日鬆綁，
食肆每枱只可容納4人的規定放寬至
容納8人，有食肆午市生意額即增加
三成，晚市更由昨晚起至明日母親節
均已爆滿。早前被勒令關閉的酒吧、
戲院、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美容
院、按摩院及麻將館等處所亦在有條
件下重開，不少市民急不及待前往消
費。

母親節訂枱電話「響爆」
不少食肆生意受惠於放寬規限。旺

角一間日式放題餐廳的經理黎先生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昨日午市生意增加
了三成，昨晚至周日晚市訂座爆滿，
「往年母親節前一個星期，訂座率約
三成，今年則不足兩成，但政府公佈
放寬每枱限座4人規定後，訂枱電話
即時響個不停。」不過，他認為市民
已有一段時間減少外出，加上母親節
關係，故令食肆生意暢旺，長遠要觀
察母親節過後情況。
旺角一間酒樓昨日中午時幾近爆

滿，大部分容納6人至8人的餐枱均坐
滿。有食客表示其朋友群有近10人，
未放寬食客人數限制前，每次聚會也
要分開坐，現可與更多朋友聚餐，
「日日去飲茶。」酒樓經理蘇先生指
放寬規限，令市民外出慶祝母親節意

慾大增，生意額有望提升15%。

老蘭有酒吧捱不到鬆綁
太子多間酒吧昨日凌晨更率先恢復

營業，顧客進入酒吧前仍要量度體
溫，有酒吧則在吧枱設置透明隔板。
至於蘭桂坊，當地酒吧昨日下午亦重
開，但蘭桂坊協會表示停業期間，已
有4間至5間酒吧結業，部分酒吧員工
正放無薪假，人手較緊張。
戲院因疫情強制關閉逾月，過去每

月最少入場看電影一次的蘇小姐立即
上網預訂戲票，昨重臨戲院，「對上
一次已是1月，較政府要求戲院關閉
還早。戲院是密閉空間，也擔心有感
染風險，前幾個月大部分時間乖乖留
在家中避疫。」

她說，近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不
多，且主要是輸入個案，有信心疫情
受控，認為戲院安排客人分開坐，自
己全程戴口罩，應不會受到感染。

旺角多間麻將館近坐滿
同日下午重開的旺角多間麻將館，

館內有不少顧客，幾乎坐滿，有職員
表示會要求顧客進場時先量體溫及用
搓手液消毒，枱與枱之間設透明膠膜
分隔。
有樓上按摩足浴店職員則表示，店

舖重開前已大清潔，顧客使用床具前
亦會噴灑消毒酒精，並開窗保持空氣
流通；另有按摩店表示每名職員須戴
口罩，而營業頭兩小時已有不少熟客
光顧。

「限聚」鬆綁 食肆生意彈三成

■重開後海洋公園將每一兩小時清潔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要求陳淑莊下台大聯盟」到警察總部請願，要求警
方盡早拘捕違反「限聚令」者。

■Hands酒吧的單據顯示事發時仍有多人曾落單要求食
物和飲品。 大公網圖片

■酒吧的交易記錄證實當時仍在營業，陳淑莊涉嫌以謊言掩飾違法行
為。 資料圖片

▲戲院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餐廳重現暢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