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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響
下，香港五一黃金周風
光不再，旅遊業陷入冰
封，兩位失業逾一年的
導遊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慨嘆，過去一年節衣縮食度日，
生活苦不堪言。雖然本地遊及與新加坡的
「旅遊氣泡」即將重啟，但兩者團數不
多、僧多粥少，接到工作的機會甚微。他
們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以求早日通
關，緩解旅遊業的艱難景況，並帶動香港
整體經濟再起飛。

阿Cat甫畢業就投身旅遊業，由初入行只
是一名負責送客到碼頭的小妹妹，20年後成
為一名帶領整團旅客在香港四處遊玩的導
遊，付出不少汗水。她為自己能自力更生及
為社會作出貢獻感到自豪，「雖然工作辛
苦，但每個月平均有幾萬蚊收入，生活都算
唔錯；見到啲客人喺香港玩得咁開心，覺得
我服務好，工作就更有滿足感！」

Mimi在內地就讀旅遊專科，來港後先在
旅行社擔任出境遊的領隊，到2003年個人
遊實施，她即轉職導遊，以接待內地旅客為
主。她憶述：「有段時間好興旺，可以話係
團接團，最多試過（每月）有6萬蚊收入。
帶客人去吃喝玩樂，佢哋開心我都好開心。
而且好多客人都好好，有啲仲做咗朋友，成
日講幾時可以嚟香港，到時一定要帶佢哋去
買靚鞋同靚手袋。」

黑暴控關零收入 靠積蓄維生計
但好景不常，前年黑暴橫行已令旅客大

減，去年初疫情掩至，旅客絕跡，阿Cat和

Mimi分別在前年12月底及去年1月中帶過
最後一團後，即加入失業大軍。

「『封關』後根本冇團帶，零收入，市道
又唔好，想搵份長工都唔容易，我唯有靠積
蓄同做吓兼職維持生計，衫都冇買一件，生
活好艱難！」阿Cat無奈地道。

Mimi說，自己必須省吃儉用才有可能捱
過困境，「我屋企有長輩又有小朋友，冇咗
我嗰份收入，影響真係好大，買乜都要諗過
度過，同埋要等晏啲先去街市買平餸，慳得
一蚊得一蚊！」

幸「防疫基金」津貼稍紓困境
她們表示，幸獲政府「防疫抗疫基金」提

供支援，曾獲6萬元津貼，才可稍紓困境，
但因申請設有門檻，知道有不少同行因未獲
證明而未符資格申領津貼，境況更堪憐。

雖然本地遊及與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即
將重啟，但她們認為對旅遊從業員的幫助不
大，「始終喺自己地方，未必好多香港人對
本地遊有興趣，就算有都係得星期六、日出
團，『旅遊氣泡』得新加坡，團數都唔會
多，我哋旅遊業咁多人，我諗好難先至有機
會接到工作！」

但她們表明，已為重投旅遊業做好準備，
包括早前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只要一有
團搵我哋，就可以即刻開工。」但單靠業界
的力量仍有限，她們呼籲廣大市民積極接種
疫苗，讓香港擺脫疫情困局，「唔好再觀望
啦，如果有多啲人打針，就有機會早啲通
關，幫到我哋，亦可以令香港好快返番以前
咁樣咁繁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在港經營賓館近15年的、福建賓館負責人呂剛毅近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疫情下遊客近乎絕跡，生意

相當難做，今年五一長假「一個新客都無」，「咁多年都未試
過咁慘。」
他憶述，以往五一長假期前一個月，房間預約已「爆滿」，

最高峰試過一晚房租逾2,000元，但現在100元至200元都「無
客」，只好改為以月租約4,000元租予港人，終租出一半房
間。

出租賓館自救 仍未收支平衡
呂剛毅在尖沙咀美麗都大廈內曾同時經營6間賓館，但因難
抵租金而將其中3間退租停業，而目前繼續經營的3間賓館，
都是自置物業，每月按揭供款高達5萬元，「無得唔做。」
他已借貸逾70萬元支撐過去一年開支，而據他了解，該大

廈原本有100多間賓館，目前也只剩下82間。他希望市民盡快
接種疫苗，讓特區政府有條件向內地政府請求通關：「起碼開
返廣東省旅客來港。」
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坦言，今年五一長假「生意無進
賬」：「減價都無用，你睇吓有無旅客來港？」他只得變陣自
救，包括月租賓館、將賓館作共用辦公室出租等，但仍是未做
到收支平衡：「好彩我的賓館都是供斷了的自置物業，仲蝕得
起。」

遊客絕跡紅磡 旺區吉舖處處
除了賓館業界，其他旅遊相關行業也被「冰封」。兩位已失

業逾年的導遊阿Cat和Mimi，早前重返以往經常帶同旅客到訪
的紅磡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兩人眼見昔日車水馬龍的
馬路，現在車輛寥寥可數；以往迫滿旅客的手信街，目前十之
八九已停業甚至倒閉，吉舖處處，均感到不勝唏噓，既慨嘆香
港旅遊業的凋零，也為自己這年來因失去飯碗令生活陷入困境
而惆悵。
她們憶述：「以前呢度有好多手信舖、珠寶店，仲有啲專接

團餐嘅大酒樓，家因為冇遊客，啲舖都冇開門做生意，有好
多甚至直接執笠。以前條街塞滿晒旅遊巴，一落完客就要即刻
走，家就大把泊位，都唔知幾時先可以回復返以前咁熱
鬧！」

入澳門旅客單日近7000人次
然而，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卻是另一番光景，已與內地通
關的澳門受惠於出遊大軍，迎來經濟高峰。澳門治安警警司何
志華昨日表示，五一長假首日通關情況正常，截至今早10
時，逾6.7萬人次經當地各口岸出入境，當中入境旅客近7,000
人次，預料一連5天出入境人數將進一步上升。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香港不單面對疫情，更
同時面對「貧窮、失業大流行」，阻截疫情和拯救經濟同樣緊

急。該會呼籲市民如身體狀況許可應盡快接種疫
苗，以建立群體保障，不宜打針市民亦應勤做檢
測，盡早切斷疫情，令香港可與內地和澳門

通關，令經濟恢復，最終將為香
港社會整體帶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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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珠海報道、
凌希環及孫銘澤 澳門報道）「五
一」黃金周開鑼，澳門作為當前唯一安全的
出境遊目的地，其熱度持續攀升。據國家移民管
理局珠海邊檢總站昨日公布，該站前日共查驗39.55
萬名出入境人次，創新冠疫情以來新高；共查驗車輛
1.6萬輛次，其中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車輛達
6,300輛次，對澳門方向車流量再創歷史新高。
珠海邊檢總站有關負責人表示，由於內地與澳門疫
情防控形勢穩定，自去年9月下旬全國恢復辦理內地
居民赴澳門旅遊簽註以來，「澳門遊」逐漸回暖。珠
海連接澳門的拱北、港珠澳大橋、橫琴、灣仔、九
洲、珠澳跨境工業區6個口岸客流、車流量逐月增
長，目前總量已恢復至疫情前的七成多。
赴澳門旅遊的東莞市民麥先生說：「澳門是目前內
地出境遊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澳門政府及業界推出優
惠吸客，特別是酒店的性價比高。」他指從拱北往澳
門通關大致暢順，看到澳門中區一帶比較熱鬧，大三
巴牌坊不少商舖均生意不俗，「好多遊客提大袋手
信」。
由於內地團簽未開放，內地遊客都選擇個人遊，有

廣州旅客表示，過關時間約20分鐘，大致暢順；有
上海旅客表示，「五一」假期澳門的酒店價格攀升，
較平日高近三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凌希環、孫銘澤 澳門
報道）香港導遊無工開，但澳門導遊就分到五
一黃金周「一杯羮」。雖然國家文旅部暫未開
放赴澳的內地團客簽證，但不少內地人以個人
遊方式訪澳，當地導遊便為他們提供本地導賞
服務，生意已有起色。
導遊姚先生說，「五一」期間帶了一兩團，都

是遊客自行過關後，再為他們提供本地導賞服
務。由於澳門防疫措施良好，已成為安全宜遊的

城市，故去年8月開關後，導遊業已有起色，來
澳門舉辦會議或會展的團隊逐漸增多，基本上每
個導遊每月能帶4團至5團，未致無工可開。
他直言，香港至今仍未開關，是遊客選擇來

澳門的關鍵因素之一，而「港澳遊」作為一個
成熟的旅遊路線和產品，一直受內地遊客青
睞，若香港實現通關，相信會吸回部分團客。
另一方面，澳門政府積極拉動內需，提供新

的旅遊產品及活動供市民參與。「澳人食住

遊」計劃於上月展開，現時有160間旅行社、
800多位旅遊從業員、69間酒店及賓館、523位
旅遊巴士司機、449名導遊登記參與。截至上月
25日，已為6個首發團進行了帶團導賞工作。
報名參加「澳人食住遊」任導遊的陳小姐

稱，「五一」期間照常辦團，昨今各有約15個
至20個團出發，共800人參加。這類本地遊除
有助增加巿民對澳門旅遊資源的認識，同時能
支援業界，帶動社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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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防疫良好 導遊業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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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香港逾一年，昨日香港經歷第二個

疫下五一黃金周，香港依舊未能與內地和澳門通

關、未能加入「內循環」，旅遊相關行業冷冷清

清，從業者叫苦連天。有賓館負責人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直言，自己已經捱足一年幾，每月入不

敷支，至今已負債近百萬元，而手信舖、珠寶店湧

現結業潮。反觀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就大相逕

庭，受惠於內地出遊大軍再迎來經濟高峰。香港旅

遊從業員羡慕之餘，更希望港人齊心抗疫、積極接

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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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泡」難助旅業
導遊僧多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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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經營中
的3間賓館，
每月按揭供款
高達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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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導遊陳小姐正在為澳門本地旅遊團進行導賞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澳門澳門「「五一五一」」出入境人次創疫出入境人次創疫
情後新高情後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導遊阿Cat (左)
和Mimi到昔日帶團
常到的紅磡，不少
店舖停業甚至倒
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旅遊相關
行業冷冷清
清 ， 手 信
舖、珠寶店
湧 現 結 業
潮。圖為一
家珠寶店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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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區以往迫滿旅客的紅磡區以往迫滿旅客的
手信街手信街，，目前十之八九已目前十之八九已
停業甚至倒閉停業甚至倒閉，，吉舖處吉舖處
處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