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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海軍三型主戰艦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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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要食二手飯二手飯
餓起上嚟無尊嚴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一年，貧苦

大眾的處境愈見堪虞，孤苦無依的

李婆婆變得一無所有。飢貧面前，

她連唯一守護着的尊嚴也擱在一

邊，硬着頭皮流連美食廣場及快餐

店吃別人食剩的「二手飯」果腹。

她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無

奈地說：「餓起上嚟唔顧得咁

多。」不少美食廣場的檔戶透

露，疫下「二手飯」食客趨增，

「他們經常在遠處等，見有人食

剩飯餸，就趁清潔姐姐未執走

前，馬上跑去個位坐低，若無其

事咁食嗰碟飯，睇見都心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經濟衰退下，除了基層家庭，中產及高薪
一族的安穩生活也逐漸被摧毀。為生計不保
家庭提供俗稱「食物銀行」的「短期食物援
助服務」計劃，去年全年的申請宗數按年
增近五成。近八成成功申請個案是以家庭
名義申請，其中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家庭倍
增。有食物銀行營辦商向香港文匯報透
露，高薪一族從天堂跌落谷底，但大部分
人因為有自置物業，未必合資格申請綜
援，經過一番內心掙扎，才放下身段向食
物銀行要求援助渡過難關。
銀杏館行政總裁麥梅媚表示，疫情期間，

失業的市民仍要負擔高昂的租金、雜費等，
積蓄很快所餘無幾，三餐溫飽難以自理。

被裁女文員 領一飯盒吃三餐
她引述了一個個案：一名女文員先後經歷

減薪及被裁，在零收入的情況下仍需要兼顧
三餐溫飽及高昂的劏房租金，最終到銀杏
館油麻地分店申請飯卡，每天領取一個飯
盒回家，並分三餐吃，再在晚上到街市及
麵包店買減價的蔬菜和麵包，「最近幾個
月，這位女士已經沒有來領飯，相信她的生
活已經得到改善。」
另一個案阿May（化名）原本任職文

員，但在疫情下難逃一劫，成為失業大軍
的一員，零收入持續半年期間，身上積蓄
已經花費得七七八八，唯有到銀杏館飯堂
求助解決兩餐溫飽。數月後，她重新投入
職場，即將其飯卡歸還，讓其他更有需要
人士使用。

食物銀行受惠人次增近五成
除了飯卡，社署目前資助了8間機構營
辦食物銀行，去年全年受惠人次較前年增
約48%，服務人次及提供餐次分別增45%

及47%。當中，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的食物銀行，去
年的總受惠人次為10,802，按年升近55%。
聖雅各福群會高級服務經理（扶貧服務）羅迪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機構在疫情期間收到不少
原先有穩定收入、家庭收入中位數達兩三萬元的市民
申請，「這類申請人數錄得兩倍升幅，以前每星期會
收到一個類似查詢，但疫情下每天都有兩三個查
詢。」
他說，申請者主要來自美容、旅遊業等重創行業，

迫不得已才申請援助，但相信他們只是短暫申請，待
經濟重啟後會寧願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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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杏館是一間社會企業，全港有6間
分店，除透過市民認購每份約30元的飯
券，向合資格的弱勢社群提供免費膳食
外，該館也同時經營一間收費的食肆，
賺取的利潤用以聘請長者在銀杏館工
作。不過，該食肆也沒有「特權」，必
須遵守食肆處所防疫措施，麥梅媚承
認，該館由於疫情，客源減少，收益激
減七成，而市民認購飯券的收入也有所
減少，使用免費膳食的人數卻倍增，要
維持收支平衡有困難。

市民節衣縮食 飯券認購減少
麥梅媚表示，由於銀杏館屬於慈善及
社會企業，因此都是以自己資金營運，
並沒有任何捐款或政府支援。在疫情期
間，由於收緊食肆營業時間和經營模
式，加上市民都對疫情憂心忡忡，減少
外出用膳。經濟不景，導致大家都要節
衣縮食，付費用膳的食客人數大減令食
肆收益大跌七成。
在認購飯券方面，深水埗分店店齡最
新，今年2月開張，是旗下唯一設有派飯
堂食的分店，目的是希望受惠者能夠有外
出吃飯的感覺，目前接待近三十名長者及
無家者，「長者屬於高危一族，疫情下有

近九成長者已經接近一年沒有出門，甚至
在外用餐，因此希望為他們設立一個飯堂
可以讓他們在這裡安心吃飯。」
在疫情打擊下，認購飯券的人數雖有增加

的跡象，但每人認購數量減少，「以往會
有不少市民，甚至會有機構作為『團建活
動』呼籲員工集體認購飯券，有一些人甚
至一次過認購數十張飯券，資助弱勢社群
開飯。現在認購市民多咗，但每人認購一
張起，兩張止。」變相認購數量減少，收支
勉強維持平衡，讓受惠人士有啖安樂茶飯。

呼籲守望相助 支持派飯服務
雖然現時收支比例仍可平衡，但

未知隨着疫情持續會否再度下跌。
麥梅媚說，若未來認購飯券的數量
供不應求時，會動用付費餐廳的收
益幫補派飯計劃，「相信要動用利
潤幫補時，市道已經好差，更多市
民需要派飯，條數能否維持平衡也
是未知數，亦都唔知可以支撐幾
耐。」
因此，她呼籲仍有經濟能力的市民伸

出援手支持派飯服務，「這個計劃彰顯
香港人在艱難時期守望相助的精神，有
一些家長用膳後得悉計劃，會叫自己的
小朋友認購一兩張飯券，教導他們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幫助。」

慈善社企銀杏館 疫境收益減七成

年約八十歲的李婆婆在深水埗基隆街一間劏房獨
居，靠政府微薄的綜援金維生，仍不時無錢開

飯，溫飽也成為一種奢侈品。飢餓面前，尊嚴低到
塵埃裡，過去一段時間，她經常硬着頭皮在住所附
近的美食廣場流連，趁食客離席坐在其位置上，吃
其「二手飯」。

綜援金交劏房租 唔夠錢買餸
李婆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這也是為
勢所迫，「香港地，唔好話去餐廳食飯，就算自己
煮，餸菜都好貴，根本無力承擔。餓起上嚟唔顧得
咁多，反正『食得唔好嘥！』」
話雖如此，但疫情下「二手飯」容易增加染疫風
險，目睹這一幕的美食廣場保安員於心何忍？他日
前向商場裡營業的社企銀杏館透露李婆婆的處境
後，銀杏館即派員邀請李婆婆每天到銀杏館內的飯
堂進食兩餐。
告別「二手飯」的李婆婆笑逐顏開：「每天都有
不同的菜單，在飯堂吃飯很開心。」她心滿意足地
細味熱騰騰的菜肉餃子麵，咀嚼着善心港人的每份
心意。縱然不是什麼山珍海錯，但她吃得津津有
味，皆因這頓美食是銀杏館專門為他們而設的大
餐，不是吃別人吃剩的冷飯菜汁。
溫飽以外，一米一飯更充滿着香港獨有的人情味，
李婆婆感恩地說：「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有人會伸出援

手，（市民）捐錢給其他人（弱勢社群）吃飯，而且
政府亦開始正視長者需要，設立多種津貼。」雖然有
兒有女，但提起家人她總臉有一言難盡之苦，相比之
下素未謀面的市民更教她窩心。

商戶心酸 扮睇唔到淒涼食客
該商場的美食廣場是不少「二手飯」食客的飯

堂，檔戶芬姐透露每日下午一二時，就會見到一些
客人在場內流連等機會，「有啲唔係老人家，中年
左右，唔係衣衫襤褸，不停在場徘徊。有啲檔主好
心免費整個飯佢哋食，但唔係個個都肯食，可能覺
得俾檔主識穿係二手飯食客好無面，所以有啲人一
俾檔主邀請就馬上離開。」
部分檔戶不想傷害「二手飯」食客的自尊心，索
性扮作若無其事。芬姐表示，過去一年「二手飯」
食客增多，「睇見都心酸，食人哋食剩的飯好危

險，都唔知人哋有無病。」
向李婆婆伸出援手的銀杏館的行政總裁麥梅媚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李婆婆是該機構迄今唯
一吃「二手飯」的案例，「之前我們無想過會有人吃
『二手飯』，但我哋相信李婆婆只是冰山一角的案例。」
銀杏館「愛分享．社區飯堂」計劃下的「福飯」
是透過熱心市民認購，資助像李婆婆這些有需要人
士到銀杏館用餐，受助人如想自食其力，機構同時
會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聘請逾140名長者，其中部
分人同為「飯友」。
疫情前，銀杏館的「福飯」每天要準備數十至一
百份，而爆疫後需求量倍增，疫下部分長者的苦況
惡化，麥梅媚說：「第一波疫情每天有逾二三百人
前來，直至現在增加至每天逾千人……子女經濟狀
況大不如前，好多獨居長者唔想加重子女負擔，於
是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三餐。」

詳刊A5

◀▼疫情下，
有長者在美食廣場
等食「二手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守 株 待 飯

● 80 歲孤
苦無依的李
婆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銀杏館行政總裁麥梅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長者在銀杏館領取福飯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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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961 今日出紙3疊5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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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4-27℃ 濕度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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