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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減補給難 漁民疫境難行
返內地作業須船上隔離14天 部分漁民寧漂流不返港

出身漁民家庭的龍哥，6年前懷着一腔熱誠入行，每月往返兩地捕

魚賣魚，過着辛勤且殷實的生活，但過去一年多疫情嚴峻，令他的生

活發生變化。為了減少隔離天數對生計的影響，龍哥目前進入內地海

域後都會逗留較長時間，連帶與家人見面的次數由每30天一次亦變成

每120天一次，即使如此，龍哥還是收入大減，更要面對漁船的維修和補給問題。雖然困境至今都仍未改

善，龍哥卻始終樂觀積極：「疫情下很多行業停運，但至少我們（漁民）仍能出海作業，而且兩地政府都體

恤，唔使坐喺度得個等字咁大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食環署與警方
前晚繼續進行巡查行動，警方在派對房「犯
聚」黑點的觀塘區，連續三周都發現有人違
規。警方前晚突擊巡查16間派對房，發現兩間
偷偷開業涉犯限業令，兩負責人被捕，22名顧
客涉嫌「犯聚」收罰款告票。食環署在荔枝角
九華徑的燒烤場發現32人涉嫌「犯聚」並發告
票，兩名負責人涉無牌經營食物業及違反限業
令被捕。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前晚在觀塘持續展開代號
「勇爵」行動，突擊搜查觀塘偉業街128號一間
違規營業的派對房間，拘捕一名23歲男負責
人，因涉嫌違反限業令而被扣查。派對房間內

11男3女顧客，則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5,000
元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警方檢獲4張電動
麻雀枱、一副卡拉OK音響設備及一部遊戲
機。
觀塘警區特遣隊及機動部隊人員，於前晚7時

突擊搜查觀塘區另外15間派對房間，發現成業
街19號至21號的一間派對房間懷疑違規營業，
遂拘捕37歲男負責人，因涉嫌違反限業令被扣
留調查。派對房間內6男2女顧客則涉嫌違反限
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告票。

荔枝角九華徑燒烤場32人涉「犯聚」
食環署及警方前晚聯合行動巡查荔枝角九華徑

的燒烤場，拘捕兩名涉無牌經營食物業及違反限
業令，其中一個場地也違反餐飲處所內不得有多
於4人同枱的規定，行動中檢獲相關工具及共83
公斤燒烤食品。警方亦向燒烤場內32名顧客發
出違反限聚令罰款通知書。本年1月至今，食環
署人員向九華徑無牌經營食物業的燒烤場負責人
共提出11宗檢控，包括6宗拘控。
食環署發言人強調，會按需要與警方採取聯
合行動，確保餐飲業務負責人及市民嚴格遵從
相關規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訂明，禁
止派對房間進行營業。警方表示，在疫情嚴峻
時期，市民應顧己及人，嚴格遵守《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美國籍男子早前入住
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強
制檢疫，疑不滿安排而經常發
脾氣，昨晨帶同行李離開房
間，企圖闖閘「逃疫」，多名
穿上保護衣物的警員攔截。雙
方對峙一小時後，警員撲前將
該男子制服。由於男子情緖
激動，需送往北大嶼山醫
院。

拒合作 與警對峙近一小時
大鬧檢疫中心的美籍男子

（36歲），持護照在港逗留，
於本月20日被送往竹篙灣檢疫
中心接受14天強制檢疫安排，
惟他入住後疑不滿環境及安
排，經常發脾氣，不時亂擲水
樽雜物、枱椅。昨晨約10時，
該男子帶同行李企圖離開隔離
中心，職員發現後通知駐守的
警員制止，最少5名穿上保護

衣物人員在路上將他包圍，阻
止其離開。男子拒絕合作與警
員對峙近一小時。
最後，數名警員將男子按在

地上制服。警方表示，男子被
制服後，情緒仍然激動及採取
不合作態度，故已將他送往北
大嶼山醫院檢查。據了解，若
男子證實無恙，會被送回檢疫
中心繼續完成餘下一周的檢
疫。
本月24日上午，竹篙灣檢疫

中心也發生「逃疫」事件，一
名男子擅自離開上址，警方在
翌日將其尋回，並送回該檢疫
中心繼續檢疫。根據法例，目
前疑與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
者、但沒有出現相關病徵者，
會被送往政府設立的檢疫中心
強制檢疫。任何人如違反強制
檢疫令會構成刑事罪行，違例
者最高可被罰款2.5萬港元及監
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疫情令旅遊業「冰封」，
一眾員工生計大受影響，有消
息表示，旅遊業界正與政府商
討，安排無工開的旅遊從業員
到各區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擔
任文書工作，兼職時薪達100
元。
消息指，旅遊業界代表上周

四（25日）與統籌疫苗接種計
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會面，商討聘用失業或正放無
薪假的導遊、領隊及司機等旅
遊從業員，到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負責部分文書工作，估計可
提供1,000個至2,000個職位空
缺。
目前，每個接種中心最少有3
個全職職位，包括文書主任及
副主任，其餘兼職工作主要是
負責登記、招待前往注射的巿
民，時薪100元，預計合約為
期5個月。有導遊已超過一年
沒有工開，對有機會到接種中
心做兼職表示歡迎，並直言放
無薪假難找到兼職工作。消息
指，政府與業界正商討執行細
節，相信成事機會極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康
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聯同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强昨舉行記者會，表示公
眾泳池已停開近300天，業界斷斷續續
逾一年零收入，逾七成即90間泳會表
明願簽署防疫約章，承諾員工每14天
檢測一次，若有足夠配套更願縮短至
每7天檢測一次；游泳教練落水前會戴

口罩，落水後亦會戴面罩；鼓勵教練
接種新冠疫苗，以換取政府盡快重開
泳池。
前港隊成員蔡曉慧會上表示，泳池
長期關閉對運動員身心都造成影響，
游泳運動員難在陸上或家中練習，恐
難回復疫情前狀態，而泳池長期關閉
會流失學生，亦造成人才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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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漁民並不多，已上岸生活的漁民子弟數目卻不少。
現年45歲的龍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不少漁民

的後代一直在觀望行業發展，如果有機會都希望可以子承父
業。他自己就是因為政府政策，包括可以透過政府貸款購買大
型鐵甲漁船才選擇入行的。不過，礙於拖網漁船近年面對的限
制趨多，加上內地的防疫政策，跨境作業漁民的生計確實困難
重重。
龍哥解釋，現時每次返內地作業前，都需先在香港獲得新冠
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成功進入內地海域後還要在船上隔離14
天，才能埋岸接載漁工，因此每次捕魚前都得花16天至17天時
間準備，所以他會盡量延長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時間，減低隔離
措施帶來的時間成本。
他笑說：「現在拖網漁民出現兩個極端，一批是捱得到就留
在香港，另一批就寧願在大海漂流幾個月都不願返港，我也在
船上多添置了個大雪櫃，方便貯藏更多糧食。」
收入變化是疫情下漁民最關注的問題。龍哥說，在兩地賣魚
的成本不同，返港賣魚的利潤更高，但不利補給漁網和漁具，
且須預留下次到內地隔離的時間；在內地賣魚方便，但由於香
港漁民上岸手續繁複，屆時漁獲已經不新鮮，託人售賣就得付
運輸費和其他支出，拖網漁民的收入因此跌近四成。

港大型船廠極少 難滿足行業需求
驗船和維修也是疫情下漁民煩惱的問題，龍哥說，特區政府
規定鐵甲漁船每年檢驗一次，運作上漁船每年也得維修兩至三
次，但由於防疫考慮，內地船廠現時不會維修或檢驗香港漁

船，無奈本港大型船廠極少，難以滿足行業需求。
他表示，兩地政府亦有體恤漁民的難處，例如特區政府押後

了本港漁船檢驗的期限，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亦有為聘有內地
漁工的漁船東主提供資助，船長25米或以上每艘船資助20萬
元，25米以下則為8萬元；香港漁船有時會離開內地海域但不
返港，只要能向內地政府證明沒有進入香港海域，下次進入內
地海域時則可簡化隔離程序至兩三天。

盼放寬內地證件續期安排
跨境漁民需具備內地證件才能作業，但龍哥指不少證件即將

過期，若要續期需本人親自上岸辦理，因此他期望可以放寬安
排，容許香港漁民郵寄文件往內地辦理證件續期，或者延
長現時證件的期限。
面對種種困難，龍哥在訪談期間始終無任何

怨言，他笑說自己自幼在香港仔水塘游水長
大，亦很想保留家族的傳統，故即使出
海工作風險高，加上疫情下困難重
重，甚至犧牲了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他也會盡量留
守，「堅持到又有
飯開就堅持落去
囉，希望疫
情盡快完結
啦！」

●船伕駕駛船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漁民收入大減，更要面對漁船
的維修和補給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不少漁民盼轉型 冀港府更細緻幫扶

●香港水域細，意味捕魚競爭激
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雖然困境至今仍未改善，龍哥卻始終樂觀積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美籍男欲「逃疫」被警制服送院

疫苗中心文書工作
或聘無工開旅業員

90泳會願定期檢測 換取速重開泳池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舉行記
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巡查觀塘派對房 揭兩間涉犯限業令

●警方在觀塘派對房間檢獲娛樂器材。●警方拘捕觀塘工廈派對房間一名負責人。

漁業是香
港開埠初期

的重要產業，但隨
着政府持續填海及實施禁

止拖網捕魚的法例，香港漁業
發展已達臨界點。香港漁民互

助社主席楊上進指出，「禁拖」實
施後，本港漁業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
開着遠洋漁船到內地海域繼續拖網捕
魚，二是在香港近岸以圍網及刺網等方式
作業，但隨着近年漁獲減少，不少漁民都

在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制訂

更細緻的幫扶政
策。

香港水域細，意味捕魚
競爭激烈。楊上進表示，
自 2012 年本港實施「禁

拖」後，拖網漁船紛紛轉移至南海作業，此
後本港迅速發展圍網漁業，同時衍生了載人
出海釣魚及導賞等休閒漁業，但整體發展始
終不及上世紀漁業的輝煌時期。他憶述上世
紀90年代漁業發展期間，養殖業為香港帶來
龐大商機，豈料1998年紅潮大規模襲港，養
殖業自此一蹶不振，不少從業員唯有轉行或
者投身捕撈業。

惠州近來推深海網箱養殖產業
不過，楊上進指出，近年南海捕撈量大
減，不少從事捕撈的漁民都期望能夠轉型，無
奈本港流水不足，大大限制養漁業的發展空
間，而惠州市近來為粵港澳流動漁民推出深海
網箱養殖產業園項目，正好為香港漁民提供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養殖業的機
遇。

何俊賢：惠州產業園由國家扶助
民建聯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表示，養

殖業的收益普遍較捕撈業高，因此硬件和技
術的需求也較高，但惠州產業園的項目由國
家扶助，會提供人手、設備及培訓課程，香
港漁民不需放棄現時從事的捕撈工作，只需
投資並定期學習養魚苗就能參與，他們日後
可以視乎養殖業的回報再決定是否離開捕撈
業。
特區政府政策方面，楊上進指出，本港有不

少來往兩地的流動漁民，他們受兩地政府規
管，但特區政府過往制定本港漁業政策時卻未
見有考慮內地政策。
他舉例，過往兩地對救生衣的要求不一，令
流動漁民須準備兩套救生衣，又如特區政府過
往容許部分種類的船隻提升引擎馬力，未料大
量漁民優化船隻後才發現超出內地海域對船隻
馬力的要求，因此希望特區政府日後能與內地
相關部門加強溝通，制訂便利流動漁民的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