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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市密室堂食 店員穿梭傳菜
無探熱無隔板四人同枱除罩吹水 食店蠱惑食客作死

露營車營地「犯聚」淪灰色地帶

上白泥村營地疑違地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有人
Staycation狂歡的營地，正位於元朗流
浮山上白泥村的海岸保護區內。香港
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有關地段於
2011年至2019年期間共有5次因違反
《城市規劃條例》而被警告，其中3次
涉嫌違例發展。土地擁有人及發展商
也最少3次向城規會「闖關」申請改變
土地用途被否決，但有人疑不顧裁
決，擅自發展營地。世界自然基金會
認為，政府巡查不力，法例阻嚇力
低，保護區一再被破壞，但往往只罰

款了事。

三度「闖關」城規會改用途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規劃署查詢發現，

涉事營地面積約21萬平方呎，屬於海岸
保護區範圍內。根據《城市規劃條
例》，海岸保護區如要作度假營、帳幕
營地、燒烤地點及公廁設施等用途，須
先向城規會申請。
然而記者查詢規劃署資料發現，有

發展商近年先後3次向城規會申請改善
相關地段的用途，均遭否決。最近一

次申請之用途為「臨時教育及度假
營」，去年4月被城規會否決；另外兩
次申請用途為臨時康體文娛場所（休
閒農場）以及臨時康體文娛場所（釣
魚場），分別在2017年9月與2018年
5月被否決。
規劃署接受查詢時表示，該署曾於1月

6日到場視察，發現涉事地段有露營設
施，署方會按照既定程序處理，如有足
夠證據證明該地點有涉及《城市規劃條
例》下的違例發展，定會採取執行管制
行動。

市民午市團年 專家籲勿聚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嚴格的「限
聚令」下，市民除了堂食要遵守各種限制，
到酒店Staycation（宅渡假）也要遵守一房最
多4人（同住家人除外）的限制，但香港文
匯報記者發現露營車及營地度假成為灰色地
帶，不少市民駕露營車到元朗一帶搭帳篷
Staycation，其間近十人聚居，除罩狂歡。

露營友湧入流浮山白泥
早前長洲西園已爆發營地感染群組，接連
有營友確診，但市民仍未汲取教訓，繼續前
往各區營地Staycation。剛過去的星期六，香
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仍有大批市民湧入元朗流
浮山白泥一帶參與露營活動，其間有人公然
違反「限聚令」播疫。
前往營地的遊客通常是拖男帶女，部分露
營車及帳篷甚至有超過十人舉行狂歡派對。
席間不少住客沒有佩戴口罩，另外工作人員
也公然除罩四處巡邏。該處的普通營地共有
十多個營區，每個營區每晚收費200元，客
人可以自攜帳篷，或額外付735元租用營地
的帳篷；客人也可以駕車入場，將汽車停泊
在帳篷旁邊。
豪華營區的帳篷更為精緻，但面積較普通

營區細，因此更為密集，數百呎空間已建起
六七個豪華帳篷。每個帳篷2,000元至3,500
元不等，營地官網顯示，三種帳篷包括「帆
船營」及「星空營」的標準客人人數分別為
六人及四人，均有違反限聚令之嫌。在沒有

人數限制下，人均百多元已能Staycation。

唔戴罩猶如「世外桃源」
露營人士大多不戴口罩交談，圍成取暖聚

會，合照及進食，人數兩人至十人不等，有人
搭營帳中途感到疲累，索性脫下口罩繼續搭
營，整個營地猶如不知新冠病毒為何物的「世
外桃源」。亦有人不戴口罩，於營地範圍四處
走動，或帶狗隻在營地四處散步。
豪華營帳附贈「跳彈床」等兒童玩樂設

施，家長便陪同子女在「跳彈床」上躥下
跳，因為口罩不便活動他們都除下口罩，亦
有露營人士不敵寒冷天氣，選擇「煲煙」取
暖，邊與友人邊倚靠在營地圍欄旁「吞雲吐
霧」邊閒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晚市堂
食禁令生效下，市民改為中午吃團
年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
和表示，大部分市民午市團年，部
分原本打算新春休市的食肆見狀，
也有意期間繼續營業，吸客做生

意。不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
超表示，外出吃團年飯風險較高，
建議市民最多兩人至三人非同住家
庭聚餐。
黃家和日前到各區視察發現，大

部分市民已經開始慶祝農曆新年，

有食客中午四人至六人一同吃飯，
食肆會把三張兩人桌拼在一起並在
中間放上隔板。他指，有食肆打消
新春休市的計劃，擬在年初一、初
二、初三繼續營業，「但即使市民
踴躍在中午吃團年飯，仍未能彌補
晚市生意損失。」
他希望政府在農曆新年前、後一

星期可以放寬堂食時間，既能夠有

助食肆生意，同時有助分散人流，
減少中午多人聚集的傳播風險。
梁子超表示，若到一些比較人多擠

迫的食肆吃團年飯，傳播風險會較在
家中慶祝高，因此呼籲市民盡量避免
外出聚餐。他指出，市民應避免大
型、跨家庭聚會，最多兩人至三人非
同住家庭聚餐，而且在聚會前14天避
免高危活動。

紙皮分隔

悠閒吸煙

超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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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泊滿露營車及搭建帳篷，供市民作另類Staycation，其間聚會人數多於兩人，不少露營人士不戴口罩於營地範圍四處走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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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罩遊走

佐敦疫情仍嚴峻，但居民防疫意識未見提高，昨日傍晚
近6時，記者以食客身份光顧該間蠱惑食店。表面

上，該店出售外賣食物，但門市旁邊有一間沒有招牌的地
舖，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外圍觀察，發現有客人點餐後，沒有
等待食物出爐便到旁邊的地舖密室，未幾便有店員端着食物
到密室遞給該食客。

店員帶記者到密室「搵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照辦煮碗，點餐付款後詢問店員能否到旁
邊密室堂食，店員點頭答應，並帶記者到密室搵位坐，其間
不需要探熱。密室內共擺放3張餐桌，另有一張摺枱及摺櫈
擺放在牆邊，有4人分兩桌用餐，但餐桌上並無隔板將不同
客人分隔。
傍晚6時後，食客仍魚貫進場，店員忙着將製作完成的食
物由門市運送至密室內。晚上近7時，店員繼續帶大批客人
進場，現場已座無虛設，一桌坐滿三四人，明顯違反每枱最
多兩人的限制，搭枱的陌生食客擠在一起用餐，十分「牙
煙」。

員工要求客人多於兩人搭枱
食肆違規情況比比皆是，香港文匯報記者分別在銅鑼灣及
油麻地區視察，也發現不少食肆依然沒有安裝體溫探測器，
亦無員工為客人探熱，客人可以自出自入，毋須測量體溫。
此外，有客人兩人以上入座一枱用膳，但員工依然沒有阻
止，甚至有員工要求客人多於兩人搭枱。亦有些在小巷經營
的食肆允許食客3人同桌之餘，一邊抽煙一邊吃飯，更不時
有老鼠經過。
而在旺角區亦有食肆雖然有安裝體溫探測器，但未有要求
食客入座前使用，體溫探測器猶如裝飾品。同時，有售賣生
煎包的店舖容許客人立食，但中間沒有隔板阻隔。而且有員
工在工作時不時拉低口罩；亦有食肆在臨近傍晚6時禁堂食
時仍然爆場，甚至繼續上菜。

梁子超籲食肆自律遵守防疫
對於食肆的防疫措施，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香
港寸金尺土，食肆往往對客人來者不拒，食肆爆場問題普
遍，但室內空氣不流通，容易造成病毒傳播，他呼籲食肆自
律遵守防疫措施。同時，現時政府要求食肆安裝的隔板主要
為減低飛沫傳染的風險，但由於政府未有訂立明確的隔板大
小，有食肆為節約資源，使用面積細小的隔板，有機會因為
太矮而無法阻隔飛沫，變成形同虛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絕跡多時的食肆感染群組早前再現香港，紅

磡永明粥店接連有7人染疫，敲響食肆防疫漏

洞的警號。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直擊亦發現食

肆違規問題嚴重，其中疫情嚴重的佐敦「指定

區域」內，更有食肆以蠱惑招吸客，店方在門

市旁邊開闢密室招待食客用膳，店員兩舖穿梭

傳菜，食客更視防疫規定如無物，傍晚6時後

仍違規堂食，高峰期甚至出現4人一桌圍坐互

相分享食物、飲品，醫飽肚就除罩吹水播疫，

口沫橫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