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攻外賣自救生意暴跌九成

▲水記牌檔檔主林先生透露生意大減三分之二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坐落中環士丹利街的 「一
樂燒鵝」 ，店面不大，裝潢平
實，但已連獲六年 「米芝蓮一
星」 ，亦是不少明星聚腳地，
遊客則佔約半數客源。不過，
大半年來生意持續下跌，負責
人朱太告訴大公報記者， 「自
從過年時疫情爆發，生意更加
少咗好多，原本仲賺到租金，
但呢個星期啲留學生返嚟，客
人即怕怕唔敢嚟，大概蝕18萬
一個月」 。

朱太說，客源最多是遊客
， 「燒味對遊客有一定吸引力
」 ，好景時每日至少有一百幾
十個遊客，佔客源半數以上，
「佢哋鍾意喺度食完上山頂、
大館玩」 ，然而疫情把最後
一批遊客也捲走，店舖也被
迫於晚上七時半提早休息。

朱太也曾與業主商討減
租，但 「業主話自己都顧唔
掂」 。猶幸經營多年儲下一

批熟客，一樂目前靠熟客支持
生意， 「但喺疫情下，熟客幫
襯都買少見少，唔係辦法」 。
記者逗留約半小時，只見約有
近十名熟客前來買外賣，有的
在等候時還鼓勵朱太撐下去，
逗得她笑不攏嘴，笑言： 「做
到我一定做！」

朱太表示，店舖將跟足政
府新措施要求，座位枱櫈的距
離都能做到相距1.5米。她說：
「每晚都冇乜客。」 能夠安排

客人 「隔一張坐一張」 ，客人
自己亦會 「自然坐開啲，保護
自己」 。她支持政府的新措施
，因為有防疫理由， 「我哋食
肆都會履行普通市民責任」 。

以 「乒乓咁大粒雲吞」 馳
名的威靈頓街 「沾仔記」 ，已
有逾60年歷史，以往每日均大
排長龍，疫情下慘澹到只剩兩
、三枱客。 「直情係好陰功」
，入職超過16年的店主韋女士
說，由去年六月暴亂開始，已
逐漸流失一半遊客，只間中有
遊客 「慕名而來」 ，至近月疫
情爆發，日、韓、台遊客統統
大減， 「直頭冇咗遊客好耐」
。加上蘭桂坊近日爆疫， 「連
寫字樓、老街坊嘅客都冇埋，
根本成條街人都少咗」 。

雖然生意比沙士時期更差
、 「本都蝕埋」 ，但韋女士指

第三代東主楊家樂仍向店員大
派定心丸， 「不斷話頂得住，
唔會執笠」 。店員們心裏雪亮
，即使未有被迫放無薪假，仍
主動向東主提議減少開工，以
降低薪酬開支，與店舖共渡時
艱， 「有啲店員提早收工，有
啲互相夾住放假」 ，但求以最
少人手維持經營。

談到政府防疫新措施，韋
女士說： 「而家呢兩日都少咗
生意，做咗新措施仲會少啲生
意，但為咗安全，應該要做。
」 對於新措施包括要求客人進
食後聊天時需戴口罩，店長指
會 「善意同客人傾傾」 ，她指

客人大多自律，若吃飽繼
續用手機時都會戴好口罩
。展望將來，韋女士仍對
沾仔記的發展感到樂觀，
「最希望疫情快啲走，咁
全世界都安心好多，客人
自然回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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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形容為本港 「絲襪奶茶祖師
爺」 、位於中環結志街的 「蘭芳園
」 近日仍然 「奶茶飄香」 ，但第二
代傳人林先生直言，生意由去年以
來每況愈下，若疫情持續，最壞情
況可能要結業。

蘭芳園保留傳統牌檔之餘，也
兼營舖面。大公報記者前日在午市
時間到店外觀察20分鐘，亦只見有
兩名客人光顧，店內十多張枱只有
兩、三枱有客。林先生透露，蘭
芳園近年多做遊客生意，佔客量
七至八成，但自去年六月暴亂
爆發以來，遊客減少來港，生
意便開始受影響，至近日疫情
更令光顧的遊客只剩每日一至
兩個，生意暴跌八至九成。

「以前生意供不應求，而
家就唔同晒，返工嘅客又冇、
遊客又冇晒，唉，不過而家間
間（食肆）都係咁。」 林先生指

，現時該店嘗試改以外賣吸客自救
，但反應不算太好。

對於政府的新防疫措施，林先
生表示 「梗係有影響」 ，他舉例指
，店舖約六張枱每張枱可坐四人，
新措施下 「只可坐一半」 。雖然新
措施或對生意有影響，不過林先生
認為，現時疫情嚴峻，大家都希望
力求 「守好啲」 ，店舖亦會依足新
措施， 「做生意就無謂坐監啦」 。

蘭桂坊八成酒吧停業蘭桂坊八成酒吧停業 不夜城變死城不夜城變死城
【大公報訊】接連有新冠肺炎患

者疑在蘭桂坊染疫，令該區消遣客人
劇減，蘭桂坊入夜後由 「不夜城」 變
死城。大公報記者近日重返蘭桂坊酒
吧區現場直擊，發現晚上11時的 「黃
金時間」 絕大多數酒吧已熄燈關門。

記者在周四晚市時間抵達蘭桂坊
一帶，了解區內酒吧經營情況，點算
出蘭桂坊及德己立街約40間酒吧當中
，只有九間開舖營業，其中蘭桂坊三
間有開舖的酒吧，全都在晚上10時提
早關門，當中包括往日生意興旺的蘭
桂坊轉角酒吧兼餐廳Ciao Chow。兩
條街共至少26間酒吧沒開舖，當中13

間酒吧在閘上貼有告示，表明因疫情
暫停營業。

酒客密密坐 相擁打招呼
記者再往蘭桂坊對上的荷李活道

觀察，開舖酒吧比例較高。約有四間
酒吧依舊招待顧客，店內消遣客則坐
得相當密集，又不時互相擁抱打招呼
，部分人沒戴口罩便到店外倚着欄杆
暢談。同一街道，另有八間酒吧沒有
開舖，當中四間表明因應疫情暫時停
業。記者再往另一消遣熱點蘇豪區，
該區更是熱鬧，人流更加密集，酒吧
大致如常營業，以外籍人士為主的客

人情緒高漲，懶理戴上口罩呼籲。至
於大館亦是外籍人士消遣熱點，該處
的三間有酒賣的餐廳都有不少顧客聚
集，尤其是露天座位，不少顧客幾乎
背靠背，未有選擇 「坐開啲」 。

蘭桂坊因爆疫頓變死城，蘭桂坊
對落一段威靈頓街短短前後三個街口
內，已出現至少九間 「吉舖」 ，包括
已有22年歷史的翠華中環威靈頓街分
店暫停營業、M88大廈一家運動用品
店結業，距離蘭桂坊較遠的另一端，
區內知名食店 「文輝墨魚丸大王」 及
「養心麵」 已結業。蘭桂坊附近有約

十間食肆表明因應疫情提早休息。

「由 『日本仔
』 投降嗰個年代已
經開檔，你話有幾
耐啦！」 開業逾60
年的牌檔 「水記」
，位於接鄰中環著
名 「食街」 士丹利
街的小橫街吉士笠
街，向以牛腩麵馳
名，深受附近工作
的上班族喜愛，窄
巷三、四張枱經常
爆滿。不過第三代傳人林建永
直言，疫情下的客量 「已經今
時唔同往日」 。隨着 「禁聚令
」 生效，短期內生意更加 「唔
使望」 。

六、七歲已在牌檔幫忙的
林建永，見證着中環的繁盛發
展，過往每日午市總是座無虛
席。不過疫情下缺乏打工仔光
顧，令水記生意大減三分之二
， 「冇人返工，邊有生意啊？
我以往每日賣50至60斤粉，近
期全日只賣20幾斤粉」 。即使

是午市繁忙時間，日前卻曾只
有五位客人， 「就算繁忙時間
，都係差好遠」 。

林建永解釋，牌檔通常做
「天口涼」 生意，即每年11月
至4月的涼快日子便是牌檔旺季
，客人都愛在空氣較流通的 「
街邊」 進食，惟現時生意卻史
無前例地淡靜。林認為除了失
去上班族，亦有不少客人被疫
情嚇怕， 「有啲客明明有位都
唔坐、唔搭枱，寧願旁邊等位
，想坐得疏啲」 。

▲蘭桂坊因近日傳出多人在該區感染新冠
肺炎，多間酒吧食肆暫停營業，一片死寂

▲連蘭桂坊最旺的食肆亦提早於晚上十時關門
休息

蘭芳園蘭芳園

▲大公報記者直擊午市黃金時段的蘭芳園，嘆奶茶的客人只有 「小貓三四隻」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一樂經營多年儲下一批熟客，目前靠熟客前來買外賣支持生意
▲沾仔記由過往大排長龍到現在變為只有三數個客人，變化很大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水水 記記

一一 樂樂 沾仔記沾仔記

中區食街死守 靜待疫後曙光
星級食店傳統牌檔齊叫苦

蘭桂坊酒吧區接連有人確診新冠肺
炎，加上疫情下遊客絕跡、不少上班族
在家工作，致中區本來其門若市的多條
「食街」 都客量暴跌，不論是 「米芝蓮
」 推介的星級食店，還是屹立數十載
、堪稱本港獨有飲食文化的傳統牌檔
都在苦苦支撐，但店主們都未輕言放
棄，反而不約而同地 「轉型」 外賣，
冀堅持到 「疫戰勝利那一天」 。雖
然經營困難，但他們都呼籲市民自
律，做好衛生，與政府同心抗疫
， 「搞掂疫情，全港市民都安心
，生意自然有得做」 。

疫 市 求 生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蘭芳園仍保留傳統牌檔

▲過往午市總是枱枱爆滿的水記，現時食
客大減

▶食客大減，一樂晚市僅
能做四百至五百元生意

◀已有逾60年歷史的威靈
頓街沾仔記，店主直言疫
情下生意慘澹， 「直情係
好陰功」

熟客幫襯吊命月蝕18萬苦撐 提議減少開工員工共渡時艱

信疫情總會完生意差照開檔

記者
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