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女士與女兒住在元朗一處村子的鐵皮屋，屋子除了客廳
是帶點石屎結構的，廚房、洗手間等全是鐵皮搭建，小風雨尚
能抵擋。在 「蘇拉」 升級為十號颶風前的5個小時，藍女士正
忙於解開房屋一側的遮雨帆布，又趕忙收拾屋旁雜物。 「風力
一大，遮雨棚就會塌下來，雜物被吹飛了也會砸爛窗戶。」 面
對大風，她也明白鐵皮屋擋不住，只能盡可能減低損失。

「山竹」期間捲走牆壁天花
「經歷過上一個颱風，就知道那種威力不能開玩笑。」 藍

女士憶述，2018年超強颱風 「山竹」 吹襲香港期間，晚上每小
時高達185公里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力，只是一瞬間，家中
的廁所、洗澡間連牆壁和天花都被吹飛，轉眼之間就消失不見
了，只剩下天花板 「穿窿」 的客廳仍在風雨中殘存。

藍女士又帶記者走到鐵皮屋背面的土坡上，指了指地上倒
塌的大樹， 「這是 『山竹』 吹倒的，當年這棵樹直接倒在我家
這邊，轟的一聲！天花板就被樹枝砸穿了一個大洞，家裏隨即
水花四濺。」 如今的天花雖然已經修補回，但仍能看到處處有
滲水的痕跡。藍女士撫摸着五年間慢慢用鐵皮重新搭建的洗澡
間，為 「蘇拉」 的威力感到擔憂， 「希望它的風力不要比 『山
竹』 更大，起碼風向不要再摧毀我的家了。」

當被問及若 「蘇拉」 的威力與 「山竹」 相仿該怎麼辦時，
藍女士嘆氣道， 「如果颱風真的那麼強，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住在這裏，我能怎麼辦呢？」 她說鐵皮屋的結構沒有一般
的房屋強度高，颱風過境，很輕易就能讓一些天花等結構被大
風掀起， 「如果再次被摧毀，就只能往後再一年一年慢慢修復
了。」

深水埗天台屋住戶楊女士昨晚也為自己的鐵皮家 「加
固」 ，中午時分，她一人蹲在家門前用鐵線一圈一圈地纏在家
門上，希望能夠抵禦強風。又為天花板上微小的孔洞和裂縫貼
上膠紙。

保護家園拒到庇護中心躲避
看着那面積只有不足一百平方呎的小房間，除了一張床和

一張桌子，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不去庇護中心躲一晚呢？」
記者問。 「這裏是家，如果我走了，誰能保護它？」 楊女士
說，家中那點小東西都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是些常人眼中再
普通不過的物品，但這就是她的所有家當了。說罷，她又拿起
鐵絲往鐵門上多纏了兩個圈。被問到難道靠這些鐵線和膠紙能
守護家園？她苦笑道， 「但我只能做這些了。」

根據政府數字，居於屬臨時構築物的單位，例如木屋、寮
屋和天台屋等，多達23700戶。無論是藍女士還是楊女士，她
們的願望都是早日能夠輪候到公屋，能夠結束這風雨飄搖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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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颱風 「蘇拉」 吹
襲香港，不少港人都窩在家

中。然而在香港有一群人，即使

在家中閉門深鎖，依然心驚膽戰，他們是鐵皮屋及

天台屋住戶。有鐵皮屋住戶經歷過 「山竹」 ，天花板被
塌樹砸穿，以鐵皮製成的浴室更被捲走。昨日暴風雨前

夕，只能連忙把可能被吹走的東西撤下，盡量減少損失。

「這裏是家，如果我走了，誰能保護它？」 有天台屋
住戶昨日趕忙以鐵線纏住家門免被吹開，又用膠紙補回

長期滲水的天花板。面對十號風球，不去庇護中心，

靠這些鐵線和膠紙便能守護家園？ 「但我只能做這
些了」 住戶苦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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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來襲

苦守家園苦守家園


店舖冒風險 做獨市生意

▲鯉魚門食肆除了為玻璃窗貼膠紙，也堆放沙包防
止海水湧入。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銀龍咖啡茶座」老闆李凱瑚，以卡板「升起」
雪櫃，保住生財工具。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鯉魚門 「銀龍咖啡茶座」 老闆李凱瑚表
示，今次 「蘇拉」 比 「天鴿」 更厲害，又遇上
大潮，已準備多個卡板 「升起」 雪櫃，店內店
外堆放多層沙包防止海水湧入。李凱瑚感謝政
府相關部門與她們一起防範
颱風，在「蘇拉」來臨前一
晚，專員以至局長來鯉魚門
慰問及詢問居民與商戶的需
求，民安隊亦前來協助，並
提供潮汐漲退的資料讓居民
留意。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

無懼風雨砥礪前行

改到海旁看浪

記者中午前往尖沙咀海旁，發現有不少
專程前來的 「追風」 者，不時發出尖叫和歡

笑聲，雖然渾身濕透，但絲毫不影響玩耍的愉快。
下午，記者前往元朗一處鐵皮屋採訪，看到了截然不同的

景象：藍女士如臨大敵般忙於收拾屋外的雜物和雨棚上的帆
布，她匆匆打了一聲招呼，手上的動作絲毫沒有停頓。

有的人將颱風當作是上天帶來的消遣和假期，對於另一部
分人來說卻可能是命運的掠奪。作為傳媒更要加強報道社會各
階層情景，讓弱勢群體得到幫助。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

十號颶風 「蘇
拉」 襲港，其殺傷力

與六十二年前的颱風 「溫黛」 相
近，儘管社會各方面發展建設已是
「差天共地」 ，但相隔一甲子下的
基層市民，仍是對天災下的家園安
危、生計影響憂心不已。

一次打風，社會百態盡顯。有
人繼續跑步、追風，更多人留在家
中，做足防風措施；有的士司機
「人棄我取」 ，明知無保險都要趁
「搵食良機」 踩足二十四小時不停
更。有需要人士及露宿者紛紛入住

庇護中心，卻有天台屋住戶，5年
前曾被 「山竹」 毀壞家園，擔心事
件重演，不敢躲進庇護中心，在狂
風暴雨中留守家中希望力保家
園……

事實上，市民讚賞此次特區政
府嚴陣以待，以市民安全為本，做
好統籌協調部署；更希望見到有更
多關顧、改善市民生活的長遠有效
措施推行，讓廣大市民有安居樂業
的幸福感。 大公報記者李清

點評超 強 颱 風 「蘇
拉」 襲港，昨日白天

依然有市民趁風勢未進一步升級前，冒
着八號風球到街市和超市 「儲糧」 ，部
分地區的茶樓生意不俗。堅尼地城有點
心店負責人表示，附近不少食肆擔心打
風而沒有營業，所以點心店昨日算是
「多客」 ，很多熟客甚至內地客留在店
內幫襯。

大公報記者昨日下午在銅鑼灣一帶
觀察，發現時代廣場各樓層商舖已全部
關門，位於商場內的戲院於昨日下午4
時後的場次全部取消，商場內只有數間

甜品店、咖啡店繼續營業，店內都有少
量食客。一間甜品店的店員告訴記者，
不確定幾點收舖，但若港鐵停駛，則今
日不會開店。有咖啡店店員表示，待天
文台掛上九號風球，就一定不會再開。

昨日下午仍有少數人到銅鑼灣逛
街，當中不乏正在香港旅遊的遊客。來
自江蘇無錫的張女士向大公報記者說，
外甥女考上香港中文大學，但因電腦出
問題需維修，又怕耽誤過幾日開學，唯
有於颱風天乘港鐵到銅鑼灣維修， 「我
們一家人前幾日剛來港，老家不近海
邊，沒感受過這麼強的颱風，出門也順

便買些速食，只能回酒店解決吃飯問
題。」

來自福建的王先生說，前幾日來港
辦事，原本打算昨日回家，結果遇上颱
風導致高鐵取消，只能多住幾日。他昨
日來到銅鑼灣購物，說打算趁颱風未登
陸暫時安全，抓緊時間出門幫朋友買東
西。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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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 「波」 下，公共交通大部分停擺，風
球下亦必須返工的打工仔，就算想 「加錢打
的」 亦未必有車。昨日下午，司機強哥剛剛搭
載長途客從上水返回灣仔，着急的記者第一時
間截車查詢： 「去田灣加幾多錢」 ， 「加少少
啦，五十。」

加價比預計中少，記者毫不猶豫上了的
士。出於職業病，記者在車上向司機打聽打風
天的生意。強哥相當健談，告訴記者，預計這
個風比較厲害，很多行家都唔出車，他卻覺得
是 「搵食良機」 。 「有沒有多3、4倍生意
啊？」 「應該不止。早上四個鐘頭，做下來都
有2、3千啊。」

司機透露，現時平日生意相當淡，一更可
能也就只有400元左右的收入，今日難得可以
「幫補下」 。強哥又透露，自己本來是夜更司
機，本來應該在昨天清晨交更，結果因為掛了
八號風球，日更取消，風球下又不用交車租，
「只需要畀油錢」 ，他視為本少生利的機會，
一直開車到現在。

「那也開了很長時間了。不需要休息一下
嗎？」 「是啊，直情滿二十四小時了。」 司機
感受到記者的擔心，透露自己有提神秘訣，就
是便利店販售的能量飲料， 「好難飲……但呢
啲天，是難得的機會來㗎。」

大公報記者李清、黃釔淼

遊客改行程 感受颱風

從廈門過來
香港玩，沒想到

剛好遇上颱風，本
來打算去迪士尼玩，現在也只能去
尖沙咀的海旁看看浪潮了。還好颱
風來之前已經在中環走了一圈，也
算是看過香港的風土人情了。劉女士

期待下次再來
想着趁開學

之前跑來香港逛
一逛，吃一些地道

美食再回廣州，結果遇到了颱風，
走到哪裏都沒有店開門，有點可
惜，還要抓緊時間在颱風升級之前
過關回去，希望下次過來可以把遺
憾填補上吧。鍾先生

濕透了仍開心
和朋友們遠

道從英國過來，
還好在颱風到來之

前已經玩了幾天，總算是沒有錯過
體驗香港的風土。今天雖然大風大
雨，也不要錯過參觀，冒雨走了一
趟星光大道，雖然濕透了但是很開
心。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Nick

天台屋鐵皮屋

茶餐廳Kate姐 感激政府支援

的哥24小時不停更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伍軒沛

有人歡喜有人愁

採訪手記

清潔工赤腳回家
「個風好厲害，行都行唔

到」 。負責清潔輕鐵的清潔職工古
姐昨晚收工時遇上十號波懸掛，披
上用黑色垃圾袋當作雨衣的她向記

者訴說 「蘇拉」 的威力，為避開水浸，她在馬路赤
腳步行回家。三十多年面對過無數颱風的古姐都
說， 「今次呢個風好厲害。」 大公報記者葉浩源

小食店堅持開門做不停
「9號波照開、10號波照開，

唔關門」 ，灣仔一間小食店在下午
8號烈風信號懸掛下仍然開門營
業，本來繁忙的灣仔街道只餘下這

間小食店，成為路人果腹的唯一選擇，三名店員雖
然忙碌，仍言笑晏晏不懼怕下班時十號風球懸掛。

大公報記者李雅雯

掃一掃 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