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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新冠疫情針對中國所作出的不實指控

中，包括要求中國立即關閉所有「濕貨市場」，

但事實上美國國內本身也存在數以百計的濕貨市

場，當中單是疫情重災區的紐約市內，便有至少

70個合法營運、出售活禽海鮮的濕貨市場。美

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道，這些濕貨市場

大多衛生惡劣，容易成為傳染病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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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爆發新冠疫情後，遊客人數大減，全
國食肆亦因為緊急狀態令縮短營業時間或暫
停營業，令主營海鮮批發的東京豐洲市場生
意大受打擊，很多高級海鮮在乏人問津下，
只能銷毀，或者在網上以超低價向消費者出
售，但求回本。其中一家豐洲批發商表示，
目前只剩下來自香港的海外買家，生意慘
淡。

吞拿魚批發價跌7成
在截至4月16日的一星期內，豐洲市場每

日鮮魚交易量按年減少約3成，跌至469噸，
其中吞拿魚銷量更大跌一半至19.7噸，批發
價按年跌7成，每公斤平均只要2,910日圓(約

212港元)。海膽批發價亦大跌45%，
由每公斤4,500日圓(約327港元)減至
2,500日圓(約182港元)。
主營高級海鮮批發的「大力商

店」，以往會向銀座或赤坂的高級
壽司店供應食材，但自3月以來不少訂
單都已取消，銷售額大跌80%，公司
不得已只能安排15名員工減少工時，並可能
要借錢應急。大力商店原本有向海外供貨，
但疫情爆發以來，大多海外買家都已經停止
取貨，只剩香港仍然有訂單，社長原田勝形
容：「批發價大跌，客人又不來，已經瀕臨
死亡，這場危機根本看不見前路。」

■綜合報道

東京豐洲吊鹽水
批發商呻海外買家剩港人

CBS報道，紐約部分濕貨市場的衛生情況惡劣，例如動物籠非常擠逼，一個疊一個，動物排泄物甚至
血液從籠子之間滲出，市場職員處理動物時亦沒有戴上眼罩
或手套等。報道亦引述政府文件，顯示濕貨市場附近商戶過
往經常投訴街市發出異味，部分街市多次因衛生問題收到傳
票，如絞肉機有肉漬、地上有排泄物及羽毛等。

3/5傳染病可動物傳人
傳染病專家及衛生組織指出，濕貨市場會增加疾病傳播風
險，埃默里大學的流行傳染病專家洛佩曼說，濕貨市場內動
物種類繁多，構成嚴重風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的數據指出，逾3/5已知傳染病均可以從動物傳人。

乏監管 不人道被促停運
紐約州有議員早前提出議案，要求停止發牌予現有濕貨市
場，提案的州眾議員羅森塔爾指出，過往文件所載的情況並
非單一例子，大部分濕貨市場都沒有合適的排污系統，令屠
房以至顧客走動的地方，均遍佈動物殘骸等，而且自新冠疫
情爆發以來，州政府已暫停巡查街市，意味街市缺乏監管。
其他關注動物權益組織過往亦一直批評濕貨市場「不衛生、
不健康、不人道」等，要求停運。
負責管理濕貨街市的農業及市場部指出，CDC等部門已
表明，沒有證據顯示家畜會向人類傳播新冠病毒，人與人之
間傳播的風險更高，各必要行業亦採取額外措施，確保社交
距離，以及按照防疫指引戴口罩等。
在紐約皇后區濕貨市場經營多年的烏丁則稱，部分極端例
子不代表所有街市，並稱自己將所有動物都分隔好，每日清
潔數次，在爆發疫症前已經如是。烏丁亦提到對進食清真食
物或猶太教潔食的群體而言，濕貨市場的存在非常重要。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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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濕貨市場的衛生問題存在多年，附
近民居經常投訴街市傳出異味，爆發新冠
疫情後官員更暫停巡查街市，問題恐更嚴
重。

加州街市雞兔籠勁逼
最早於2015年已有媒體揭發，在紐約市

內有非法交易烏龜的黑市，可造成沙門氏
菌傳播。根據州政府2016年的街市牌照制
度文件，商戶及居民經常投訴街市發出難
忍的異味，至夏季時氣味更變得難以忍
受，另外又指街市大多沒有妥善處置動物
屍體，影響附近街道的環境，排水管及排
氣管等被羽毛堵塞，會引起哮喘、敏感等
疾病。
衛生部門原本每年會不定時巡查街市4

次，不過自疫情爆發後，巡查工作已暫停，
同時街市屬必要行業範圍，獲准繼續營業。
至於加州奧克蘭及三藩市的濕貨市場

內，除有活家禽出售，亦有售賣魚類、甲
殼類的海鮮檔，所有動物都需要即場屠宰
後才能帶回家。有媒體拍攝的影片顯示，
加州街市缺乏妥善衛生管理，如雞、兔子
等動物被塞入擠逼的籠內，地板亦有雞
腳、雞頭等。
關注濕貨市場問題的米爾斯，過往25年

來透過入稟或游說政府官員等，爭取將加
州的街市關閉，不過仍然不成功。善待動
物組織(PETA)目前正推動世界衛生組織，
呼籲全球立刻關閉濕貨市場，PETA的國際
事務副主席喬希普拉指出，美國必須以身
作則。 ■綜合報道

紐約疫中照營業
停巡查問題恐惡化

印尼、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均有不少濕貨市
場，當中亦會出售野生動物，即使爆發新冠
疫情後情況依舊，商販亦坦言疫情對生意影
響不大。印尼政府早前已要求業界停止出售
野味，政府防疫專家近日亦再敦促相關部門
加強巡查。

當局促勿食「危險如玩火」
印尼蘇拉威西的街市仍然可見蝙蝠等野生

動物出售，甚至有遊客專程前往當地嘗試野

味。街市其中一名出售蝙蝠的商販斯滕利坦
言，疫情對銷量沒有影響，不過區內政府早
已敦促民眾，不要進食可能帶有病毒的動
物。
政府防疫團隊的首席科學家維庫周三在記

者會提到，野生動物市場在全國各地仍如常
營業，並特別點名提到蘇拉威西的街市，形
容「猶如動物病原體自助食堂」，並警告進
食野生動物如同玩火般危險。他解釋即使要
管制野生或罕見動物，風險仍非常高，舉例

若以蝙蝠作為宿主的病毒可以在人體身上存
活，便有能力感染人類，故此要保護自己的
話，時常保持清潔、停止進食野生動物，是
重要的預防措施。
新加坡的環境及水源部的高層官員霍爾上

周亦透露，當局正檢討國內濕貨市場屠宰動
物的情況，雖暫無證據顯示新加坡街市的動
物會傳疾病，不過政府會考慮國際標準及科
學數據。

■綜合報道

瑞士日內瓦的物價、
生活成本名列全球最高之列，一場
新冠疫情有如聚光燈般，將日內瓦
平常看不見的窮困角落完全彰顯出
來，當地近日便有數千人大排長龍
等着領取賑濟食物。

前日清晨5時，這個以私人銀
行、奢華名錶和名牌精品店聞名
的城市，就有人開始排隊領糧
食。等到4小時後正式開始發
放，隊伍已蜿蜒了1.5公里長，
排隊民眾多戴口罩，並且保持2
米社交安全距離。
主辦單位「團結車隊」表示，今天

參與人數應該至少和一個星期前的一樣
多，當時足足有2,000多人參加。團結

車隊負責人說，自疫情開始以來，今天
是他們第6次派發食物，且排隊人潮一
次比一次多。來自菲律賓的64歲婦女曼
戈在烈日下排了3小時的隊，她說她很
需要食物，也承認是第二次接受救濟，
說自疫情爆發以來，局勢愈來愈艱難。

瑞士8%人活貧窮線下
瑞士自3月中起因應疫情封城，儘管
當局已逐步解封，但持續近兩個月的措
施已對非法勞工和其他弱勢族群造成特
別嚴峻的影響。瑞士聯邦統計局資料顯
示，境內約有8%人口（相當於66萬
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約100萬人生活
處於不安定狀態。
原本在餐廳工作的27歲哥倫比亞非法

勞工馬丁內斯說：「這個病毒打亂一
切，根本無工可作，完全沒有。」他原
本不願意接受救濟，但已沒有其他選
擇，「餐廳老闆可以領取補助，我一毛
也沒有，我已沒有東西拿來填飽肚
子」。 ■綜合報道

新加坡民眾習慣在街市買餸，疫情下
政府為減少街市人流，上周起推出網上
街市計劃，肉販、魚販等改在網上直播
展示商品，民眾亦可即時在網上下訂付

款。
網上街市計劃最先在實龍崗島一個街

市實施，有6檔攤販參加，上周二首次
在facebook直播。62歲肉販哈米德在直

播中提到，自己經營肉檔45年，在
鏡頭中展示各種不同肉類，與
兒子輪流介紹產自澳洲、新西
蘭等地的肉類，又向網民提供烹

調貼士等。直播首日所有肉類在半
小時便售罄，營業額更達1,000坡元

(約5,483港元)。
首日直播錄得達2.8萬觀看次數，最高

峰時更有約800至1,200人同時觀看，預
計明日會有第二次直播。不過有網民投
訴自己的問題不獲回應，加上網購採用
「先到先得」制，要搶購商品亦頗有壓
力。
計劃由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推

動，旨在協助商戶及消費者發掘，在疫
情下的安全及新的購物方式。當局亦特
別安排一名有經營網購經驗的魚販，協
助其他攤販，首次參與直播的商戶，其
後亦會將經驗在社交平台分享，期望讓
更多商戶加入。 ■綜合報道

日內瓦窮困者呼救
2000人排數小時領糧食

印尼濕街市印尼濕街市
「「如病原體自助食堂如病原體自助食堂」」

▲▲有示威者到紐約濕街市抗議有示威者到紐約濕街市抗議，，
要求關閉街市要求關閉街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關注動物權益人士紐約關注動物權益人士
抗議當地濕街市不人道對抗議當地濕街市不人道對
待動物待動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濕街市的環境美國濕街市的環境
惡劣惡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放置活禽的籠十分放置活禽的籠十分
擠逼擠逼。。 網網上圖片網網上圖片

■疫情令豐洲市場生
意大受打擊。

網上圖片

■■大批有需要人士排隊領取食物大批有需要人士排隊領取食物。。路透社路透社

▲▲新加坡有街市利新加坡有街市利
用直播賣食材用直播賣食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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