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博覽開鑼，不少參展商推
出優惠，包括一元零食包、一元鮑
魚等；也有參展商推出遊戲，向頭
十名入場人士派籌，參加者兩人一
隊在指定時間內，將50隻乾鮑魚模
型投入籃內，就有機會各贏得150罐
鮑魚。

上午已擠得水洩不通
莫小姐和王小姐花了三日時間

排隊，但仍然很精神，還成功贏了
遊戲，帶走合共300罐鮑魚，她們都
感到很興奮， 「我們提前三個晚上
就開始排隊，沒想到一來就拿到這
麼多罐，現在開始有些頭痛，打算
分一些給親戚。」

美食博覽首日入場人流不俗，
不少市民帶備購物車及旅行箱入場
瘋狂搶購，滿載而歸。賴先生與太
太昨日上午十點多已到會場，到下
午四點多時，賴太太仍繼續購物。
賴先生說，今年整體購物氣氛很熱
鬧，上午就已經人多到走不動，預
算花幾千元購物。對於今年仍不設
試食的防疫安排，賴先生表示支
持， 「雖然多少會有些影響，不過
在這種場內還要除口罩飲食始終有

風險，相信大家也理解大會的安
排。」

購物氣氛熱鬧 月餅海味暢銷
參展商普遍預期銷情理想。大

班月餅市場部經理張寶雲表示，今
年生意非常好，臨近中秋，最多人
買月餅套盒以及月餅券，用作送
禮， 「加上消費券的幫助，看到市
民都很願意消費，希望今年生意能
有單位數增長。」

有本地蜂蜜品牌 「林村蜜蜂
王」 負責人Alex表示，今年雖然沒
做特別優惠，但首日銷情理想，相
信消費券亦有兩、三成幫助，令市
民會買一些平時不會買的貴價產
品， 「疫情下市民更加注重健康和
養生，更多人留意和了解蜂蜜。」

安記董事總經理潘權輝表示，
會展站開通令交通更方便，加上第
二輪消費券剛派發，估計對生意至
少有兩成幫助。此次利用遊戲帶動
氣氛，又準備很多百元優惠的鮑
魚、花膠套盒，非常熱賣，相信在
低迷的經濟環境下會受市民歡迎。

潘權輝希望，政府未來能有更
多給商家展銷和推廣的機會，特別

是在現時未能通關的環
境下，不僅能刺激更多
本地消費，亦能帶動大
家開心消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日出席開幕禮時表
示，貿易是香港經濟中
的重要一部分，政府會
持續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合作，舉辦更多大型展
覽，現正研究長期策
略，吸引更多機構來港
辦展覽，推動香港經濟
發展。

研微調黃碼人參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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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食博覽，剛好遇着新一期消費券派發，不少攤位出現
排隊購物人龍。

◀有海味商推出了 「1蚊鮑魚當入樽」 遊戲，勝者可獲即食鮑
魚，引來眾多市民圍觀。

預算花幾千元

賴先生

上午十點多就
來購物，覺得早來
會有更多優惠，預
算大約幾千元。今
年感覺購物氣氛很
旺盛，人多到走不
動。不可試食肯定
有些影響，不過在
室內除口罩進食始
終有風險，相信大
家也理解。

市民有Say

會等促銷再來

與家人下午三
點多來到，入場一
個多小時已經買了
不少零食，還有座
椅靠背、焗爐和一
些小家電，消費券
用到只剩幾百元。
擔心買太多東西拎
不動，可能會等最
後一日促銷再來。 葉小姐

不可試食無影響

Mable

今日預算用2000
元左右，買了好多零
食、海味，消費券已
經用得七七八八。中
秋將來臨，正在想買
哪家月餅，會研究吓
各家優惠再決定。不
可試食其實對市民無
太大影響，疫情之下
大家已經習慣了，安
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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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掃貨丁財兩旺
兩市民排隊三日 贏300罐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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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
道：根據政府最新防疫措施安排，
美食博覽禁止針卡顯示 「黃碼」 人
士進入，且除飲食區外，場內不可
飲食，參展商亦不設試食，但場內
仍會見到有市民偷偷除口罩進食。
消息指，政府正研究微調黃碼人士
參展安排，以進一步便利有關活
動。

展場有市民違規「偷食」
記者昨日前往美食博覽觀察，

入場處會有工作人員監督並協助，
市民掃過 「安心出行」 後再掃針
卡，確定為 「藍碼」 才可入場。

記者發現入場後會有工作人員
舉牌提醒市民，場內不可飲食，否
則罰款，但仍有極少數市民在靠牆
一側位置除下口罩，偷偷進食。工
作人員表示若發現有此類現象會先
做提醒，仍堅持者則會對其處以懲
罰。

針對現時除工作人員外，持黃
碼人士不能進入指定處所，以及不

能參加展覽活動，政府表示，知悉
某些展覽活動只涉及商務活動，而
不會對公眾開放，會考慮包括病毒
傳播風險、經濟需要等因素，研究
是否有空間進一步便利這些活動，
並適時及適當地調整防疫抗疫措
施。

籌辦展覽的公司董事李志生昨
日於電台節目中表示， 「黃碼」 人
士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出百貨
公司、超市等，卻不能參觀展覽，
感到難以理解，希望政府盡快改
善。

▲美食博覽展區不可飲食，但場內
仍會見到有市民偷偷除口罩進食。▲市民消費意欲旺盛，拖着購物車大手掃貨。

美食博覽
開鑼

推動經濟內循環 拯救食肆老字號
隨着一間又一間老字號食肆倒下，

一個又一個集體回憶消失，昔日的美食
之都唏噓嘆息之聲不絕，但在依依不捨
的同時，香港更要思考前路。穩控疫情
是拯救老字號、振興經濟的根本之道，
但在疫情難了的新常態下，飲食業不能
坐以待斃，特區政府不作壁上觀，應該
有所作為，例如推動經濟內循環可以刺
激消費，為企業帶來活力。

灣仔大榮華昨日表示擬於月底結
業，吸引不少老顧客前來光顧、留影。
榮華品牌創立於七十年前，最初在元朗
開設茶樓餅家起家，以圍村菜打出名
堂，多次獲米芝蓮推介。但面對疫情打
擊，生意暴跌，九龍灣分店去年已經結
業，如今灣仔店也步其後塵，只剩下元
朗一家老店仍在苦撐。主理大榮華的
「食神」 梁文韜坦言，灣仔店嚴重虧

損， 「出不到糧」 ，樓下的店舖又租不
出去，只能關門大吉。事實上，大榮華
可能是灣仔區撐到最後的老字號食肆，
數日前，創立45年、一直人氣很旺的
灣仔快樂餅店已走入歷史。

也是在幾天前，中環威靈頓街百年
老店蓮香樓突然關門，顧客連說一聲再

見都來不及。這家店多月前已經無法發
工資，蓮香樓關門後，被拖糧的夥計境
況堪憐，只好向勞工處求助。

香港疫情已持續兩年多，若算上
2019年黑暴，經濟寒冬長逾三年，飲食
零售業首當其衝。那些迄立香港數十
載、曾挺過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全球
金融海嘯的老字號，在新冠打擊下奄奄
一息，呈現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又一
個熟悉的名字成為歷史名詞，單是今年
初第五波疫情期間，就有約600家食肆
關門。若不是特區政府推出兩輪抗疫基
金，倒下的老字號只會更多，香港的失
業問題只會更嚴重。

第五波疫情四月受控，特區政府推
出兩階段社會復常措施，一度停業的食
肆紛紛重開，人們以為飲食業已度過最
艱難時刻，春天就快來到。不料六月起
疫情再次反彈，對一些苦苦支撐的食肆
構成致命一擊。大名鼎鼎的珍寶海鮮舫
停業多時，月前在移送海外的途中不幸
於南海翻沉，成為國際新聞。

被疫情擊倒的老字號何止食肆呢？
戲院、書店、海味店等等也紛紛撐不
住。雖然不少店舖結業前留下 「聚散有

時，有緣再會」 的告示牌，留下一個希
望，但大家心底都明白，疫情持續越
久，東山再起的可能性越低。

時代變遷、年輕世代消費習慣改
變、經營管理等問題，都對老字號構成
挑戰，但不敵疫情是其倒下的最根本原
因。限聚令之下，食客稀落，酒樓熱鬧
不再，最賺錢的晚市、婚宴、公司慶祝
活動等大不如以前光景。特別是旅遊業
冰封，對依賴遊客的食肆打擊最大，這
也是蓮香樓、珍寶海鮮舫的真正死因。
現時香港每日仍有數千確診個案，說好
的第三階段復常一延再延。近日特區政
府縮短酒店檢疫期，受到各界歡迎，但
飲食業表示幫助不大，除非進一步減少
直至取消檢疫期。

事實上，經濟環環相扣，疫情不
去，市民消費力萎縮，即使進一步縮短
檢疫期，對飲食業提振作用恐怕也有
限。指望旅客重來同樣是遠水難救近
火。為今之計，香港除了靠消費券拉動
經濟，還需要開拓思路，充分挖掘經濟
內循環的潛力，多搞一些支持本地消費
的活動可以帶旺人氣，鼓舞信心，也增
加企業的抗壓能力。

搶人才需有實招

龍眠山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主辦
首屆 「大灣區國際科創峰會」 ，
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將在
全球搶人才，十月發表的施政報
告將推出有關措施。

這並非李家超第一次表示要
全球搶人才。這個 「搶」 字，說
明特區政府求才若渴，也說明香
港缺少相關人才，必須放眼國
際。問題隨之而來，人才誰都想
要，每個地方都倒履相迎，香港
有什麼特別吸引之處？

不錯，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
有一些優勢，國際金融中心、文
化中西合璧、簡單稅制、自由市
場、背靠中國內地大市場……近
年特區政府推出多個吸引人才計
劃，名額不斷增加，還有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包，
香港人才可以同時申請深圳和香
港兩地的科研資助等等。然而，
在全球重視創新推動、各出奇謀
搶人才的今天，特別是在美國為
遏制中國而發動科技戰、香港受
到影響的情況下，香港不能繼續

「吃老本」 ，必須推出更有力的
吸才實招。

人 才 來 不 來 ， 關 鍵 看 「誠
意」 。主要涵蓋兩大方面，一是
能否吸引到科技大企業來港，形
成發展創科的氛圍，讓人才有用
武之地；二是人才本身有多少
「得着」 ，香港在稅收、財政資

助、入境政策方面有不少優惠，
但高樓價、高租金令不少人才止
步不前，香港能否在土地、房屋
政策方面推出一些新猷呢？深圳
有人才公寓，香港不能效法嗎？

誰 的 誠 意 最 大 、 招 數 最 實
惠，誰能讓人才如魚得水，誰就
最有可能求得人才。栽下梧桐
樹，自有鳳凰來。在各地都栽梧
桐樹的情況下，就比誰的梧桐樹
更高、更大。

香港在全球搶人才的同時，
不能忘記加強對本地人才的培
養，否則就是捨本逐末。香港教

育需與時俱進，推動STEM教育可
為 創 科 打 下 堅 實 基
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