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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未見 通關無期 旅業殘喘
旅社東主貼錢出糧 導遊被迫轉行 旅業促強檢斷傳播鏈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沒

完沒了，至今仍未見

「清零」曙光，通關亦

無期，香港猶如孤島，經濟每況愈下，旅遊業首當其衝。隨着特

區政府的「保就業」計劃上月結束，成為壓垮旅遊業最後一根稻

草，永安旅遊早前宣布裁員兩成，香港文匯報追訪多位旅遊業人

士，發現他們都只能苟延殘喘，有旅行社東主動用「老本」貼錢

出糧，有導遊轉行維持生計，面對疫情起起伏伏，他們顯得既無

奈又無助，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希望政府能速戰速決推行強

制性的全民病毒檢測，再配合「禁足令」，讓全港市民一起咬緊

牙關，花幾星期時間截斷病毒的傳播鏈，達至「清零」，讓旅遊

業以至香港經濟走出陰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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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苟延殘喘，景況較佳的
從業員雖然能夠保住職位，但仍
需放取無薪假，收入減少一大
截，需節衣縮食度日，較不幸的
從業員因旅行社結業或被解僱而
被迫加入失業大軍，手停口停。
以往主要接待東南亞、歐美和

內地團的何先生，以往每月數萬
元，收入十分可觀。惟自去年起
出現的社會事件，旅客被嚇怕不
敢來港，旅遊從業員的收入應聲
大跌，今年初疫情爆發，訪港旅
客絕跡後，從業員的收入更「歸
零」。為了養妻活兒，何先生唯
有另覓工作，幾經辛苦才找到一
份客戶服務的工作。何先生慨嘆
是無奈的選擇。

疫情令就業市場疲弱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何
先生這類情況在行內比比皆是。
受疫情影響，導遊們均被迫離開
自己喜愛的工作，投身其他行
業，只是疫情令就業市場疲弱，
職位大減，他們的選擇不多，主

要投身保安業及物管業等職位，
例如擔任保安員、清潔員等工
作，不知何時才可重返原來的崗
位，尤其是本地導遊。
黃嘉毅解釋，本地導遊過往收

入的主要來源是旅客繳付的小費
和旅客購物時店舖提供的佣金，
但如今本地沒有旅行團，導遊便
完全零收入，手停口停，最苦的
是有部分夫妻倆同是導遊，雙雙
失業陷困，苦不堪言。

再發津貼無助導遊領隊
他表示，政府雖然曾多次推出

「旅行代理商及從業員支援計
劃」，但不少導遊因該計劃設置
門檻而無法申請，「政府規定要
導遊交出以前帶團證明，但係好
多旅行社已經執笠或者唔做生
意，有啲旅行社就因為以前係違
規開團，根本唔願意提供證明，
所以好多人攞唔到補助。」
在保就業計劃結束後，新一份

施政報告建議再次向每名導遊及
領隊發放1.5萬元津貼，但黃嘉毅
反問：「咁又點呢？申請資格冇

變，以前冇辦法證明合資格攞津
貼嘅從業員，今次都係冇，一樣
係好唔公平！」工會曾就此多次
向政府反映，但仍不果，並坦言
對此非常失望，不知如何才能爭
取成功。
他並對政府的防疫工作有意

見，認為很多時都是「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認為政府與其
對防疫政策修修補補，不如「去
盡啲」，推行強制全民檢測及一
個月「禁足令」，徹底遏止疫
情，「應該決斷啲，（呢啲做
法）可能係會對經濟造成損失，
但屬一次性，之後就可以慢慢修
復，好過家咁都唔知經濟停頓
到幾時？」
黃嘉毅相信，只有病毒傳播鏈

消失，香港才有機會「清零」，
「唔清零根本冇可能
重振經濟，又點重啟
旅遊業？」他希望政
府重新考慮強制性全
民檢測。

崔定邦

與其補貼
不如控疫

姚思榮

堵防疫漏洞
旅業才復甦

特區政府自今年初疫情爆發後，曾在不同階
段開展防疫抗疫措施，但效果不彰，新一波疫
情不時捲土重來，香港計劃與新加坡展開的
「航空旅遊氣泡」，也需延遲啟動日期至明
年。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這正正顯示香港必須做好防疫工作，堵塞
防疫漏洞，不能存有僥倖心態，才可令旅遊業
的復甦有發展空間，否則一切只屬空談。
姚思榮指出，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已推

行11個月，可是仍然做得不足，不少環節被
忽略，政府採取的措施有欠果斷，往往在問題
出現後才補救，情況並不理想。目前，政府應
對第四波疫情的措施，與第三波疫情同出一
轍，「如情況仍未有好轉，政府就應該採取果
斷做法，用兩三個星期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及禁
足，不再讓疫情沒完沒了，影響香港未來的發
展。」
他解釋，實施全民強制檢測及「禁足令」，

可找出無源頭或沒有病徵個案，截斷病毒的傳
播鏈，令受感染者不再傳染他人。若真的實
行，他呼籲全港市民可以一起咬緊牙關，捱過
這兩三個星期，令個案清零，這樣才可製造條
件，為與內地的健康碼互認做好準備，之後進
一步與其他地區開展「航空旅遊氣泡」，旅遊
業才可望重生，香港各行各業也能茁壯發展。

旅遊業被疫情「陰乾」，旅遊業促進會總幹
事崔定邦認為，政府與其向業界提供長期補
貼，不如設法控制疫情，「我哋好感謝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撥出6億元支
援旅遊業，證明政府冇遺忘我哋，一再伸出援
手，但長貧始終難顧，呢啲都係公帑嘅錢。」
他建議，政府盡快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讓病
毒在本港絕跡，才有條件推出健康碼、「航空
旅遊氣泡」等措施拯救旅遊業。
崔定邦坦言，與內地相比，香港的防疫措施

並不理想，更不時出現防疫漏洞。「既然到現
時為止，仍沒有更有效的方法控制疫情，為何
不可以嘗試一些其他可行的方法？」
他形容，長痛不如短痛，現時本港疫情嚴

峻，「航空旅遊氣泡」阻滯重重，香港與內地
及澳門又通關無期，加上保就業計劃剛剛完
結，旅遊業界將繼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促
請政府盡快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切斷傳播
鏈，旅遊業才能再見曙光。

倒貼積蓄硬撐 唯盼通關重生

訪港旅客絕跡 導遊手停口停

旅遊業最近兩年可謂禍不單行，繼
去年受社會事件影響，嚇怕旅客後，
料不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不論
出境抑或入境的業務停擺近一年。有
27年歷史的英豪旅行社，負責人陳家
強每次返回冷冷清清的辦公室也難掩
神傷。

政府停資助 職員放無薪假
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感嘆說，
想不到苦難仍未見盡頭，「之前第三

波疫情緩和時，政
府終於放寬本地
遊 人 數 規
定，可以舉
辦最多30人
一團的本地
遊，啱啱上
星期日我哋
先至有團去
大嶼山，雖
然唔係幫補
到好多，但
都叫做有啲
收入，不過

近日因疫情惡化，政府收緊參團人
數，又再冇得做嘞！」
由於生意不景，該旅行社12名員工

由今年3月起已被要求放取無薪假，
政府早前推出的保就業計劃也可幫補
作用，「可以幫我哋保住員工飯碗，
呢班員工同我合作好多年，有咗保就
業計劃就唔使裁員。」惟該計劃上月
結束，縱然最新施政報告公布會再向
旅行社提供現金補助，陳家強的旅行
社可獲十多萬元的一次性資助，「始
終係一次性，而資助總金額又不及保
就業計劃，所以公司承擔嘅僱員工資
壓力唔細，職員或要放更多日無薪
假，大家共度時艱。」
他表示，在疫情下，旅遊業與其他
行業或有所不同，不少行業在遵守防
疫措施下，仍能繼續有條件地營業，
可是旅遊業卻因為全球均實施出入境
限制，業務基本上完全停頓。以他的
旅行社為例，未計員工開支，單是門
市租金、水電等雜費，他都要倒貼十
幾萬元的積蓄支付。「其實由舊年
（修例風波）到 家，一直有個希望
可以繼續做落去，但估唔到要捱咁

耐！」他認為，如果政府不提供更多
資助，恐難以持續經營。

「清零」才是靈丹妙藥
雖然政府如果延續旅遊業的保就業

計劃能協助業界渡過難關，但長貧難
顧，陳家強認為「清零」才是振興經
濟的靈丹妙藥。他指出本港以往推出
的防疫措施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
部分豁免人士未接受完善的檢測，便

能在社區遊走、隔離人士可讓家人隨
意探望等，均令病毒傳播的風險大大
增加。
在目前病毒已大規模滲透社區的情

況下，他認為只有實施全民強制檢
測，阻截病毒的傳播，才能有效控制
疫情；屆時，香港與內地的健康碼才
有機會推出，唯有這樣香港旅遊業才
能起死回生，「要先增加兩地互訪人
流，才有助香港旅遊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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