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7 ●責任編輯：黃健恆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12021年年44月月5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4月5日（星期一）

2021年4月5日（星期一）

經停香港仔巴士總站的幾條線路均有加價，其中連接香港仔
與九龍的過海隧道巴士970X線，票價由11.7元增至12.7

元，每程增加1元即8.5%。

若搭地鐵 要步行20分鐘
市民楊先生日常搭乘970X線往返旺角與香港仔工作，他指
970X是他上班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因此即使加價也要搭乘，
「選擇好少，其他巴士路徑需多次轉車，若分別搭乘新巴與九巴
更無轉乘優惠，兩家巴士公司月票也不通，因此不便之餘也不能
節約成本。若選擇搭乘地鐵，則需步行20分鐘。」
是次巴士加價令他每月的交通開支將增加一成，「僅這架巴士
每月都要增加二三十元，更不用說再轉車（的開支）及日常出
行。」他指並非不理解巴士公司難處，惟疫情特殊時期難以接
受，「現時不少市民減薪甚至失業，作為上下班必不可少的巴士
加價無疑加重負擔，因此心中期望巴士公司能夠共度時艱。」
市民張先生昨由新界來到香港仔辦公，選擇搭乘970X。他指
疫情之下經濟不好，巴士加價對日常有乘車需求者影響很大，
「新界巴士也加價，每月交通費差不多增加一成，且現在地鐵優
惠取消，也換不了什麼交通工具。」

疫下班次疏 應保持服務水平
供香港仔居民日常來往中環的城巴70線，今次加價4毫至5.5
元，加幅達7.8%。市民廖女士斥加價不合時宜，加重市民負
擔，「去年已經加價，有咩理由今年還要再加？大把人冇工作又
開工不足，一架車幾毫子，整個月都要幾十元。」她指香港仔出
行多依賴巴士，普通市民「冇得揀」，「去地鐵站要搭小巴又要
四五蚊，多程車也要花費時間。」
市民周先生則表示接受加價，惟要求維持巴士服務質量，「疫
情之下（70線）班次疏了，原本可能8分鐘就有一班，現在普遍
要十幾分鐘，多幾分鐘對上班族而言影響很大。」他指香港仔交
通不便，巴士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除非通地鐵，否則避不
開。」
另一往返香港仔與九龍的熱門線路，九巴107線也有加價，車費
由11.9元加至12.9元，增幅8.4%。市民呂女士昨與朋友相約爬山，
從九龍居所到香港仔，107線是唯一直達的交通工具，「加價肯定
不想，但它要加你都無辦法，換不到其他（交通工具）。」

4間專營巴士公司昨日

起加價，大量市民交通開支增加。

香港仔巴士總站內一早已掛出新收費

表，由於區內尚未接駁地鐵，等待搭乘巴

士前往全港各區的市民不在少數。有市民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巴士公司疫情

下加價百上加斤，透露整體交通成本增加一

成；也有市民表示不介意巴士公司加

價，但希望巴士服務能保持質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政府早前批
准4間專營巴士公司
於4月4日起加價，
新巴城巴整體加幅
12%，分兩階段執
行。首階段加價由
昨日開始，未來兩
巴每程車費將增加3
毫至2.9元不等，平
均加幅8.5%；而觀光
巴士路線H1、H2線每
程則將多收3.2元。第
二階段加價將於明年1月
2 日 開 始 ， 平 均 加 幅
3.2%。
九巴旗下約350條獨營路線

平均加價5.8%，九成路線每程車
費增加1毫至9毫；聯營過海路線則

會隨新巴及城巴分階段加價12%。
所有獨營路線中，來往沙田馬場及天

水圍的特別路線869加價最多，新票價
每程收費增加 4 元至 50.5 元，加幅
8.6%，部分來往北區至港島的巴士線加
價亦多於1元，如往來上水及中環（香港
站）的373線及673線，均加價1.3元至
25.6元每程。
新大嶼山巴士整體平均加幅9.8%，加

價後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搭乘2號線來往
昂坪及梅窩碼頭，車費將增加4元至31元
每程，加幅達14.8%。而邊境路線及康樂
消閒，以及特別服務路線，則加約10%。
為紓緩市民負擔，政府公布將延長公共

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至年底，每月補貼上限
提高至500元。

新
巴
城
巴
首
階
平
均
加
幅
8.5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批孝子
賢孫昨日清明節正日前往祭祀先人，不時
出現違反「限聚令」規定的情況，多人聚
集掃墓，有巿民認為應在清明這個特別節
日放寬人數限制。不過，有巿民為免人多
擠迫有感染風險，昨日改為在網上悼念先
人，表示會與家人待拜祭人數減少時才前
往墳場掃墓。
李先生的父親4年前因病離世，他其後

得知食環署設有「無盡思念網站」手機應
用程式，可以為先人設置紀念網頁方便悼
念，與兄姊商量後便為父親設網頁，昨日
於清明正日在
網頁留言追悼
父親，代替到
墳場拜祭。
他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其
父親安葬於將
軍澳華人永遠
墳場，但以往
因 怕 人 多 擠
迫，一般也不
會在清明節正
日前往掃墓，
多在4月底才拜祭父親。他說，尤其今年
新冠疫情仍然持續，近日確診個案雖回
落，但仍怕人多易有染疫風險，加上母親
年事已高，故家人也認為不能鬆懈。
他因此與兄姊也分別登上父親的紀念網
頁留言悼念，並擬本月25日才正式掃
墓。他透露，其朋友圈中也有人使用「無
盡思念網站」，昨日亦同樣在網上悼念先
人。

巿民憂「犯聚」盼放寬限制
不過，仍有大批孝子賢孫昨日到墳場
拜祭，其中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便有不
少市民一早便上山掃墓，而多個墳場也

有廣播提醒市民保持社交距離及遵守四
人「限聚令」，不少巿民也有配合。有
市民表示今年只有4名親友到場祭祀，沒
有帶小朋友到場，而長假期街上和商場
人流多，但山上環境較空曠，不太擔心
受感染。有市民則表示家族約40人掃
墓，但會分開4人一組，並不會聚餐，不
像往年般熱鬧。
有市民則未有理會「限聚令」，昨日與
親友十多人往拜祭，其中有巿民表示亦擔
心多人同行會被罰款，但認為一年一次前
往掃墓也沒有辦法。有家庭昨亦超過四人
到靈灰閣祭祀，有家庭成員認為政府應放
寬限制。

由於戴口罩上山較辛苦，華人永遠墳場
管理委員會昨日首次於清明節安排電動車
接載長者、孕婦等上落山，每架車可接載
四人，須即場登記或電話預約。
乘客下車後工作人員會消毒座位作為防

疫措施，電動車暫會在今個復活節長假期
及下周末提供服務。
另外，政府放寬宗教聚會，不少巿民昨
早到花園道聖約翰座堂出席復活節崇拜，由
於規定入場人數不可多於座位數目的三成，
部分人要站在座堂外；不少教友則到堅道聖
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出席耶穌復活主日彌撒，
職員要求進入座堂前先填寫個人資料，牆上
亦貼有「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祭祖免群聚 網上悼先人

怨區內未接駁地鐵冇得揀怨區內未接駁地鐵冇得揀「「去年已加有咩理由今年仲加去年已加有咩理由今年仲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復活節長假受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影
響，香港市民未能出遊，有人為放鬆心情不惜鋌而走險「犯聚」；警方
聯同相關部門於上周末（3日）晚頻頻出動，打擊違規營業的派對房
間、酒吧及食肆等，合共拘控106人；警方亦首次聯同海關運用版權條
例執法，發現一個派對房間使用侵權歌曲卡拉OK播放系統，拘捕涉案
負責人。
警方聯同香港海關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前日（3日）展開跨部門聯合行
動，突擊巡查屯門區內逾30間食肆及酒吧、派對房等娛樂場所；行動
中揭發一間派對房間及一間樓上酒吧違反「限業令」，遂拘捕一名姓鄭
(26歲)女負責人及一名姓黃(42歲)男負責人，另外場內17男5女則因違反
「限聚令」，被警方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警方前晚亦在多區打擊疫情下違規行動，其中在灣仔道一大廈內的兩

間食肆，由於在晚上10時後仍然營業，兩名男女負責人及19男12女顧
客被警方票控；而油麻地彌敦道522號一單位一間派對房間因涉及違規
營業及無牌賣酒，一名女負責人被捕；觀塘成業街工廈兩個派對房間單
位亦涉違規營業，一名男負責人被捕外，22男14女顧客則因違反「限
聚令」被票控；此外，尖沙咀漆咸圍115號一間無牌酒吧，一名男負責
人及8男2女顧客被拘捕及被票控違反「限業令」及「限聚令」，行動
中檢獲196罐啤酒及59支烈酒，總值約1.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復活節假期期間，警方前日（3日）展
開代號「犁庭掃穴」的反罪惡行動，動員超過130人巡查新界北超過20
個娛樂場所或餐飲場所。行動中，人員在元朗安樂路一單位搗破一個非
法麻將賭檔，拘捕一名60歲姓黃本地男負責人和8男兩女（26歲至66
歲）賭客，另檢獲兩張電動麻將枱、兩副麻將及約840元賭款。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亦在昨日下午6時半展開同一代號行動，搜查紅磡
銀漢街41號一工業大廈單位，搗破一個非法釣魚機賭檔，拘捕一名43
歲男負責人及5男3女（23歲至48歲）賭客，另檢走3部釣魚機、兩部
大型遊戲機及8,000元賭款。
另外，深水埗警區亦於上周五（2日）復活節長假期首日開始展開一
連兩日代號「虎撲」的執法行動，先後在荔枝角道314號及長沙灣道
259號，搗破一個非法釣魚機賭檔及一個非法麻將賭檔；拘捕一名姓陳
（35歲）女負責人及一名姓王（55歲）男負責人外，現場參與賭博的8
男12女（20歲至74歲）亦一同被捕；行動中，檢獲兩張電動麻將枱、4
副麻將、4部釣魚機、一批遊戲卡及大約1,000元賭款。

巴士疫境巴士疫境加價加價
市民硬食谷氣市民硬食谷氣

復活節嚴打「犯聚」
警拘106人

掃新北逾20娛場食店
130警力冚賭檔

●九巴旗下約
350條獨營路線平均
加價5.8%，九成路線每
程車費增加 1 毫至 9
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仔由於區內尚未接駁地鐵香港仔由於區內尚未接駁地鐵，，等待搭乘巴士前往等待搭乘巴士前往
全港各區的市民不在少數全港各區的市民不在少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楊先生楊先生

廖女士廖女士

周先生周先生

呂女士呂女士

◀ 巿民可選擇在「無盡思念網
站」為先人設置紀念網頁，在
網上悼念先人。 網頁截圖

▲多個墳場也有廣播提醒市民保持社交距離，不少巿民也
有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