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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枱落單傳菜一腳踢 專員枉設
一塊布抹勻全場 用過餐具放用餐中枱面增交叉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邵昕

食肆昨日起實施新的防疫規定，要求餐

廳安排「執枱專員」專門負責執枱工作，

或員工須在每次執枱後清潔雙手或更換手

套。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巡察港九多間餐

廳，發現小型餐廳因為資源不足，執枱專

員「得個名」，執枱、落單、傳菜「一腳

踢」，與政策防疫原意背道而馳之餘，記

者更發現員工執枱中途將盛載食物殘渣、

牙籤的碗碟擱於正在用餐的食客枱面上，

增加交叉感染風險，而且「專員」的枱布

反覆使用，其間沒有消毒，增加病毒經枱

布傳播的風險。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9宗

●輸入個案：3宗（分別來自菲律
賓、印尼及巴基斯坦，其中菲律賓
個案感染N501Y變種病毒）

●不明源頭個案：1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5宗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部分確診個案

●個案11049：34歲男，居於屯門
怡樂花園1座，K11 Musea卡地
亞（Cartier）員工

●個案11051：69歲男，居於天水
圍天晴邨晴滿樓，深水埗福華街
鴻福大廈保安員

不明源頭初確個案

●18歲男：大學生，居於曉麗苑曉
暉閣，大廈早前被納入強檢名單

●48歲男：居於西營盤居仁里居仁
閣，於皇后大道中100號任文職

●37歲女：外傭，居油麻地金勳大
廈，於清水灣小坑口的村屋工
作，一同工作的另一外傭須檢疫

●47歲男：居荃灣愉景新城1座，
勞工處人員，於長沙灣政府合署
上班，3月1日不適，前日最後一
天上班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
爆發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後，酒吧業被
勒令停業，迄今已3個多月，業界哀鴻
遍野。旺角一間樓上酒吧因為停業零收
入，老闆Alex舉債度日、酒吧欠租兩
個月，但大財團業主「無情講」入稟法
庭，日前有執達吏上門封舖，業主更拆
除其燈箱廣告和水牌。Alex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業主未負社會責
任，逼死小企業，「（借錢借到）朋友
見我如見鬼，但如果畀業主收咗間舖，
我真係一無所有了。」

三個月零收入 大財團不減租
年過50的Alex早年與兩名合夥人經

營一間位於旺角的樓上酒吧，至今已
開業7年多，主要做熟客生意，提供
12張枱，並有飛鏢等娛樂設施。對他
來說，酒吧不僅是謀生，也是他習以
為常的生活方式，和客人一起整個人
都感覺「young(年輕)啲」，但新冠肺
炎疫情來襲將他的生活全盤打亂。
去年11月26日起，政府進一步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關閉所有酒吧或酒
館；前日政府宣布繼續關閉酒吧或酒
館直至本月17日。Alex的酒吧已3個
多月零收入，幾位合夥人數次集資，
但也難長久撐下去。他表示，疫情及
社會運動爆發前酒吧生意尚好，業主

試過一次加租四五成，瓜分酒吧大部
分利潤，現時月租約7萬元；疫情爆
發後，酒吧業界普遍欠租，部分良心
業主酌情減租，或容許酒吧拖欠租金
共度時艱，但Alex的業主卻企硬租金
絲毫不減，也不給予任何寬免措施。
酒吧承租時向業主繳交4個月的按

金，Alex原以為欠租兩個月，業主會
用按金抵消通融至政府防疫抗疫基金
的資助兌現為止，惟業主「無情講」
入稟並委派執達吏封舖。
Alex說：「這些大企業（業主）並

未盡到相匹配的社會責任，希望政府

能牽頭促成全港業主減租。」
一籌莫展之際，Alex等人昨日收到政

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馬上清
付欠租及相關罰款「贖回」酒吧。他感
嘆說：「我五十幾歲人，做咗十幾年酒
吧，為咗能繼續經營落去，我要舉債度
日，朋友現在見我如見鬼，但如果俾業
主收咗間舖，我真係一無所有了。」

配合做好防疫冀盡快重開
本月有抗疫基金「放水」解決酒吧的

租金問題，下月卻未必有錢救酒吧。另
一合夥人魏先生表示，目前酒吧繼續關

閉，但市面上持有酒牌的食肆卻能繼續
營業，質疑政府處理不公。他認為，關
閉酒吧並不會讓市民休閒娛樂的需求消
失，反而市民可能轉到一些無牌場所消
遣，令爆疫風險更甚。
魏先生說：「其實食肆做到嘅防疫

措施，我哋都可以做，無論掃碼、探
熱或員工14天一檢，業界會完全配
合，只希望能盡快重開，哪怕生意只
得返從前一成，有流水進賬，借錢都
會容易啲。」
他預計，如果4月酒吧業仍繼續維
持關閉，會再多約15%酒吧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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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賢（左）及嶺大創業行動系統工程師
Brain Kantona介紹其機械人。 嶺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
嶺南大學新設計了專為大型場所而設的
智能紫外光消毒機械人，它以360度全
方位紫外光照射進行消毒，透過波長
253.7nm的紫外光燈破壞有害微生物的
遺傳物質，以阻隔病毒和細菌在物件表
面和空氣中傳播，可殺滅99%病毒、細
菌和真菌。400平方呎地方僅需10分鐘
消毒、籃球場面積亦只須30分鐘，效
能遠勝人手以1:99漂白水消毒。

酒吧停業欠租 業主無情封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
冠肺炎確診宗數昨日回落至單位數，新
增9宗個案，是兩星期以來低位，不明
源頭病例佔一宗。初步確診則少於10
宗，當中4宗屬不明源頭，包括一名勞
工處的員工，他本周一（1日）發病後
仍繼續上班3天，並在傳染期內與家人
食勻全港多區9間食肆，有四處播疫的
危機。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在疫情簡報會表示，9宗確診個案中有3
宗為輸入病例，6宗本地個案則有一宗
未明源頭，而昨有少於10宗初步陽性個
案，當中則有4宗源頭未明。
張竹君表示，其中一名初確患者是47
歲勞工處人員，他居荃灣愉景新城1座，

本周一已發病。勞工處則指該員工在長
沙灣政府合署10樓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工作，但澄清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前
日（3日），日常工作毋須接觸公眾，工
作時有戴外科口罩兼與他人保持適當社
交距離。
患者工作地點已安排清潔消毒，設於

同一樓層的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勞資
關係科（西九龍）、僱員補償科、職業
醫學組（九龍）和職業安全服務行動科
（九龍區）的服務櫃枱要暫停服務。

傳染期到荃灣沙田深水埗9店
張竹君透露，該名患者上周六（2月
27日）開始的傳染期內，與家人到過多
家食肆，包括當日到荃灣的冠荃美食中

心和叁茶陸飯，以及沙田翠園，之後幾
日到過荃灣金鳳大餐廳、元氣壽司高速
線分店、深水埗老地方茶餐廳、深水埗
潤發飯店等，食勻全港各區9間食肆。
至於5宗有關連個案，當中一人為爆疫

商場K11 Musea內的卡地亞（Cartier）
34歲男員工，他因同事早前確診被送到
檢疫中心後確診。
至於前日公布確診的秀茂坪秀明小學

23歲女教師，上周六下午約4時亦曾到
K11 Musea戲院看電影，但張竹君指她
是確診家人的有關連個案，故相信感染
源頭為其家人，與該商場無關。

增3外判化驗所處理「交樽」樣本
近日全港檢測服務需求量大增，昨

日港鐵站派發的社區檢測樣本包早上
已派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
標準）劉家獻於疫情記者會上指，截
至本周一已額外聘用3間外判化驗所，
負責處理新增及滯後的交樽樣本，
「差不多滯後的樣本都做晒。」他表
示承辦商會按合約要求，在48小時內
完成樣本化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食肆除了新的防疫措
施外，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有食肆連原有的防疫措
施也甩漏百出。其中一間餐廳，門口雖張貼「安心出
行」二維碼，但並無食客使用，也不見職員提供「紙
仔」供食客登記個人資料，餐廳門口更沒有設置體溫

探測器及酒精搓手液，食客直入直出沒有保護。
由於座位有限，店方更安排陌生食客「搭桌」，其中
一張長枱竟容納8名互不相識的食客，每4人以隔板相
隔，食客彼此可以正面接觸，若其中有人染病勢必殃及
全枱，甚至通過同一塊餐桌抹布傳播給所有食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中環一帶的食肆巡察，發現
執枱專員措施在不同規模食肆的執行情況參差。

一間規模細小的麵檔只有兩名樓面職員，未有設立執枱
專員，不論安排食客入座、下單、送餐，還是執枱都由
他們一手包辦，難以每次執枱後潔手一次，最多僅以枱
布抹一抹手了事。有職員表示，人手只有兩人，難以指
定一人專負責執枱，「都是誰有空便誰做，大家互相幫
助，有時間便盡量洗一洗手再做。」

落單傳菜專員未消毒雙手
之後記者以食客身份光顧一間位於紅磡的小型餐廳，
店內約有20個座位，只有兩位職員負責樓面工作。店
方雖然未有在制服上區分「執枱專員」，但觀察之下可
發現其中一人負責執枱，包括在客人用餐離場後，收拾
餐具並清潔枱面，但卻無清潔隔板，所有餐桌只用一塊
抹布清潔，該布更抹勻全場，若當中一枱有隱形患者，
抹布便會將病毒傳到各枱。
其間，一位客人用餐結束離開，非負責執枱的職員「本

能反應」收拾其餐桌，遞送廚房中途才發覺不對勁，便順
手將用過的餐具暫放於仍有人用餐的餐桌上。直至負責執
枱的職員有空檔，才將餐具從食客面前取走，不僅未做到
措施預設的防疫目的，還增加病毒經唾液傳播風險。
在無枱可執時，執枱專員還會兼任落單或傳菜工作，
工作轉換中途，專員並未消毒雙手。餐廳進入繁忙時段
時，職員分工變得混亂、手忙腳亂。

有食肆派牙籤紙巾都有「專員」
至於連鎖式的食肆，職員分工則較清晰，有專門負責
執枱的職員戴上手套，只負責執拾餐桌。有食肆的員工
在執拾餐桌後，前往門口安排客人入座期間，曾用酒精
搓手液潔手，符合措施要求。
另外，也有連鎖食肆設有員工消毒枱，除執枱專員
外，也設有專門派發牙籤和紙巾的「專員」。

黃家和：措施操作存難度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業界普遍反映「執枱專員」措施操作上存在
難度，更多食肆迫於人手問題，無法安排專人執枱，惟
有要求所有職員執枱後清潔雙手或更換手套。
他指，本港1.6萬間食肆中，大部分是小規模經營，
餐廳運作本就複雜，難以在原有人手中安排專人執枱，
「有啲小店得一兩人操作，又要顧埋『安心出行』、量
體溫，又要服務客人，取菜單、落單、傳菜、收銀好多
環節，人手不足情況下真係好難兼顧。現在唔少食肆仲
虧本經營，大企業仲可以調動人手，小本經營食肆難以
負擔額外人工。」
他又指，部分餐廳反映，即使清潔雙手或更換手套也

存在困難，業界會盡量配合新措施，亦希望食環署可體
諒餐廳操作不易。

勞處員工初確 到過多區食肆

食肆防疫甩漏 食客直入直出

同一店員「一腳踢」
執枱 落單 傳菜

●職員身兼數職，包攬執枱、落單、傳菜工作，不見清潔雙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名勞工處職員初確，該職員去過多
間食肆用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Alex自去年11月26日起關閉酒吧，已3個
多月零收入，幾位合夥人數次集資，但也難長
久撐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Alex欠租兩個月，業主入稟法庭，日前有
執達吏上門封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肆昨起
須按規定設
立「執枱專
員」。有專
門負責執枱
的職員，只
負責執拾餐
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有店員將用過的餐具暫放
於仍有人用餐的餐桌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