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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推本地遊
疫境自救涉犯聚

專車接送人數疑超限 旅巴壞冷氣恍如「毒氣室」

有旅行社近日恢復多個香港一天遊行
程，包括由生態導師沿途講解生態的

大嶼山輕遠足遊，包船出發的印洲塘島嶼
遊，以及乘專車往主題樂園加米芝蓮點心
美食團等，每周約有2、3團出發，反應也
不俗，在中秋國慶長假期幾乎全部成團。

海園美食團超筍價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於日前以旅客身份參加
一個海洋公園美食團，398元團費包括公園
門票及園內午餐、專車接送、點心早餐、
領隊服務費及旅遊保險，團費超筍，單是
公園門票已值回票價，所以十分搶手。
全團約25名團友，依時各自到達港鐵香港
站一家米芝蓮點心店集合，由於香港文匯報
記者獨自報團，獲領隊安排獨坐一張雙人
枱，獨享十款點心的早餐。另一名單獨報團
的團友同樣獨坐一枱，未被安排與記者搭
枱。其他團友則獲安排最多4人一枱，有一
行十人相識的團友獲安排分坐三張四人枱，
全部符合政府的規定。

45座旅遊巴載25名團友
各人吃過早餐後登上一部有45個座位的
旅遊巴士，25名團友佔座位總數逾半，並
不擠迫，大家分散而坐。但旅遊巴的冷氣
系統似乎發生故障，只有熱風，沒有冷
氣。團友稍有微言，擔心空氣不流通有染
疫風險，幸由香港站往海洋公園僅需十分
鐘車程，未等到團友起哄已到埗。
領隊在公園大門向團友分發門票，並要

求團友最多4人一組並手持有旅行社名字
的紙牌拍攝「團體照」作記錄，領隊解
釋：「影相係要向政府交功課。」香港文
匯報記者起初大惑不解，從領隊手中接過
門票後就恍然大悟，原來門票背面寫有
「綠色生活本地遊」字樣，相信旅行社
欲參加政府的「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
劃」，需要有相為證，旅行社每接待一
名旅客可獲200元鼓勵金，補貼團友一
半團費，也封了旅行社的「蝕本門」。
團友取票和拍照後即是自由活動時間，團

友各自入園及離園。總計由記者抵達至團隊
在公園門前解散，為時僅一個半小時。

旅遊署：須遵四人限令
香港文匯報向旅遊事務署查詢，該署經

諮詢食物及衞生局後回覆指，「限聚令」
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
集」，「群組聚集」的定義是一群人為共
同目的而聚集，並須視乎聚集是否事先組
織、聚集的人士彼此間有否互動、聚集是
否只瞬間出現等。本地旅行團符合上述定
義，須遵守不多於4人群組聚集的規定。
基於本地遊「群組聚集」的目的是觀光

旅遊而非交通運輸，這類聚集並不獲規例
下「為交通運輸而進行的群組聚集，或與
交通運輸有關的群組聚集」豁免，換言之
旅遊巴接送或有違「限聚令」。該署引述
食衞局呼籲，市民在規例生效期間盡量避
免進行社交聚集，相關業界亦應為公眾衞
生着想作出調節，減少傳播病毒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展開一連四天中秋、

國慶連周末，但全球各地仍採取嚴格入境檢

疫措施，外遊團被迫停擺，香港旅行社運作

陷入停頓。為「吊命」陸續有旅行社推出不

同團種的本地一日遊。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放蛇」直擊

一個提供專車接送到主題公園加米芝蓮美食的一日遊，一

團約25名團友集合後分組進餐，之後被安排擠進冷氣系統

發生故障的旅遊巴裏，有團友不滿車廂空氣不流通，恐成

「毒氣室」播疫，幸車程十餘分鐘，未釀至團友起哄已到

埗。旅遊事務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旅行團多於

4人的專車接送不獲豁免，同受「限聚令」約束，旅行社

的安排有「打擦邊球」之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旅遊巴冷氣系統出現故障，恍如
「毒氣室」，團友擔心有播毒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人無法外遊，
本地遊成為唯一選
擇。與香港文匯報
記者參加同一團隊

的團友指出，現時到主題公園遊覽須
事前預約，跟團就毋須自己「撲名
額」，加上團費划算，故會繼續參加
此類本地團。有長者團友說以往從未
到過海洋公園，有專人安排就最理
想，會考慮未來是否再參加。

眼見團費划算 吸引報名參加
一名單獨報團的團友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說，以往不時跟團到外地旅行，
但現時各地均實施旅遊限制，無法出
行，日前上網時發現有旅行社舉辦本
地團，見團費划算，自己也有十多年
沒有到過海洋公園，知道現時入園需
預先上網預約，覺得既麻煩又未知是
否仍有名額，加上參團也算是支持香

港旅遊業，遂報名參與。
他在參加後表示，對團隊的行程安

排感滿意，也覺得安全，例如進食早
點時安排他一個人坐一枱，毋須與不
認識的團友搭枱，又不認為坐旅遊巴
有感染風險，「坐得一半座位，乘港
鐵前往反而更迫人啦！」行程期間可
自行選擇用膳及離園時間也很有彈
性。他表明會繼續參加其他本地團，
最想前往印洲塘。

領門票自入園 無人講解景點
但一對長者團友就對旅行團有微言。

他們說，從領隊手上取得門票後，就要
自行入園，沒有人向他們講解園內有什
麼景點值得參觀，令從未到過海洋公園
的他們有如盲頭烏蠅，不知有哪些景點
最值得遊覽，更需自行找尋用膳的餐
廳，十分麻煩，故未來會考慮是否再參
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對類似的本地團有否違反「限聚令」，有主辦這類
團隊的旅行社表明，旅客會分頭遊覽和最多4人一枱進
餐，故符合「限聚令」要求。「限聚令」下，交通運
輸獲豁免，但只限於全車人都非事前「約定」，沒有
共同目的聚集，但旅遊業界對此規定有不同理解，認
為專車接送並未違反規定。

屬交通運輸群組人數可豁免
一家有舉辦本地團的旅行社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早於6、7月時已曾舉辦包船出發的
印洲塘團隊，之後因第三波疫情爆發而叫停。因應近
日疫情放緩，主題樂園又陸續重開，故再推出本地遊
套票及輕遠足等一天團。

旅行社負責人表示，由於今年國慶和中秋是香港長
假期，港人又未能出境旅行，故本地遊報團反應理
想，其中以主題樂園套票最受歡迎，另外前往香港秘
境的本地團因有新鮮感，故也有客人感興趣。惟因仍
有客人擔心疫情，故本地團不會太爆滿，加上收費廉
宜，對旅行社財政不會有大幫助，只能稍作幫補，亦
令同事有工開。
被問及舉辦這類本地團會否擔心違反「限聚令」，

負責人表明會遵守「限聚令」的要求，包括旅客會分
頭遊覽，以及安排最多4人一枱用餐等。至於以車船接
載旅客，他指法例列明：「與交通運輸有關的群組聚
集」屬可豁免範圍，故不認為有違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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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就餐時未違反同枱不超過4人的「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團費還包一餐園內午膳。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業者申辯

■香港旅遊聯
業工會聯會秘
書長林志挺。

資料圖片

同餐枱限四人 不覺違反禁令

■領隊派門
票期間，團
友 一 擁 而
上，一度有
違反 4 人限
聚令之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公園門票背面寫有公園門票背面寫有「「綠色生活本地遊綠色生活本地遊」」
字樣字樣，，參加此計劃的旅行社參加此計劃的旅行社，，每名遊客可每名遊客可
獲政府獲政府200200元鼓勵金元鼓勵金。。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團友魚貫登上旅遊團友魚貫登上旅遊
巴巴，，但旅遊事務署但旅遊事務署
指指，，專車安排超過專車安排超過44
人疑違反限聚令人疑違反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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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八月十八 廿二寒露

疫情令香港
旅遊業完全停
擺，今年十一
國慶黃金周內

地訪港旅行團歸零，香港旅遊
從業員亦生計不保，需自尋出
路。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秘
書長林志挺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形容，不少導遊現時
正「食穀種」，靠積蓄「捱得
幾耐得幾耐」，更有導遊已轉
行任職保安員。他期望香港
「健康碼」能盡快出爐，香港
旅遊業才有望復甦。
林志挺指出，以往多年來，

香港都是內地十一黃金周旅客
出行熱點，過往黃金周期間，
每日來港團隊有逾200團，在
10月2日及10月3日高峰期，
每日最多達300團，以一團在
港平均逗留三日至四日為例，
這幾天在港的團隊有近千個，
這些旅客保障了行內導遊、司
機，以及相關行業包括零售、
飲食、酒店從業員的生計。

外地旅團歸零
從業「食穀種」

他續說，去年修例風波令香港旅遊業逆
轉，去年十一黃金周內地團數量急跌近
半，每日僅不足100團；至今年疫情席捲
全球，各國實施入境限制，更令訪港旅行
團歸零，至今仍未有轉機。
林志挺表示，行內人員生計大受打擊，

部分屬自僱的人員更是零收入，此期間有
人需要「食穀種」，靠積蓄「捱得幾耐得
幾耐」，有人修讀獲資助的課程如進修英
語等以增值自己，為將來作準備，也有人
選擇轉行，但因不少行業均不景氣，故較
多人考取保安員牌照以便轉行。
對近日疫情有改善，林志挺感到安慰，

並希望疫情盡快過去，香港健康碼早日出
爐，讓內地和香港有流動，由小型旅行團
開始，再發展深度遊等，令香港旅遊業慢
慢復甦。
任職導遊25年的強哥也表示，以往十

一黃金周內地團應接不暇，去年十一受黑
暴打擊，團隊大減，今年疫情肆虐更是一
團也欠奉，無團帶即是無收入，他唯有替
朋友頂更當司機幫補家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