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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鋒逼近，寒意

殺到，不少香港市

民即時選購厚衣，

選擇吃火鍋禦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16 日所見，在

工展會開鑼日，有衣服攤檔貼出

「氣溫急降，即入手」的標語，

希望吸引顧客選購寒衫。到街市

選購火鍋配料的市民亦明顯增

加，但有商販坦言今年入冬轉涼

後的生意不及去年，相信與大批

市民北上消費有關。

天氣說冷就冷 吃火鍋取暖
香港氣溫驟降，不少港人首選

打邊爐驅走寒意，紛紛趕至街市

張羅火鍋配料，與親朋戚友享

用。香港文匯報記者16日下午3

時許到旺角街市了解情況。到街

市購買火鍋食材的陳小姐表示，

由於天氣寒冷，適宜打邊爐，故

為準備一家的火鍋食材而奔波。

陳小姐當日購買了丸子、豆苗

及海鮮等，選購材料都花了逾一

個小時，「天氣說冷就冷，都是

吃火鍋容易暖一點。」菜價方

面，她認為與平日沒有太大變

化。

有多位商販坦言，今年天氣變

冷後的生意未有去年同期好。主

打售賣海鮮的李女士表示，去年

寒流襲港，很多人會來買海鮮作

火鍋配料，但今年的生意約減少

10%，「好多客都北上深圳消

費，特別今天（16日）是周六，

更加無生意做。」

售賣牛肉的何女士亦表示，平

時生意比起復常通關前下跌了約

40%，周末或長假期的生意更差。

天氣變冷雖令生意轉好，但生意額

仍未及去年，「希望天氣再凍少

少，會有更多人吃火鍋。」

北上消費時興 周末生意遜色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緯

坦言，不少港人都選擇外遊及北

上消費，「周末的生意跌得非常

嚴重，不少港人到周六甚至周五

下班便北上，周日才回港，生意

比平日更差。」在 16 日工展會

會場內，不少攤檔不僅用標語提

醒市民天氣將持續寒冷，還將羽

絨背心放在當眼處，吸引了不少

市民試穿。有家長帶小朋友來

買，但更多的還是長者在選購。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現場

最多人買的是羽絨背心，約200

多港元一件。負責銷售的李小姐

表示，早前香港氣溫較高，近日

開始轉涼，天氣趨勢不明朗，故

今次準備的貨品較為多樣化，包

括短袖、長袖防風外套、羽絨背

心、羽絨外套等，但貨品會有靈

活變化，「哪款好賣就補多點

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健怡、康敬

羽絨背心受捧 火鍋食材熱賣

無家可歸群體 氣溫驟降最難頂

寒流襲港，香港氣

溫急降，香港天文

台 16 日發出今年

入冬以來首個寒冷

天氣警告，並預測

16日晚至17日早上市

區氣溫最低下降至約攝氏12度。面

對突如其來的寒冬，大批基層市民

均為抵禦寒流而戰鬥：有無家者用

上所有冬天衣物及被褥等以抵抗深

夜寒流；有居於天台鐵皮屋的長者

提前維修漏水的天花板以免寒流入

屋；有未及時交電費而被斷熱水的

劏房住戶無奈前往避寒中心尋找庇

護。然而，弱勢社群禦寒之路並不

孤單，香港民政事務總署已於16日

上午開放共18間臨時避寒中心，多

間社福機構亦為露宿者等基層市民

派發棉被及食物等，為他們送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天寒地凍，街市火鍋食材搶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義工送棉被 情暖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氣

溫驟降，社協16日晚上安排義工
帶備約60張被到通州街公園向露
宿者派發。曾經3次露宿的義工黃
先生對可以幫助到露宿者們感到
非常開心，會繼續投身義工為他
們服務。組織行動的社協社區組
織幹事吳衛東建議，民政事務總
署轄下的避寒中心應根據天氣指
引，適當延長開放至7天或以上，
讓更多露宿者沒有顧慮地入住避

寒中心，避免在外受凍。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直擊，吳衛

東帶領約五六名義工用手推車搬運
多個裝有被的大包，在通州街公園
內向約80名露宿者派發被鋪。他們
逐個敲帳篷大聲詢問在內的人士是
否需要，直至繞完整個公園派發完
所有的被鋪。
吳衛東表示，帶來的60張被全
數派完，可見需求大，若得到贊
助，周內會組織派發寒衣，「露

宿者暖些就不用害怕受凍，引致
器官疾病，叫救護車亦會增加社
會成本。」

倡避寒中心延長開放
他指出，今年的寒流來得比較

遲，社協數天前已開始勸喻露宿者
們入住避寒中心，但部分露宿者因
擔心入住後，擺設在公園的「家
當」會被人取走，或在中心內被人
偷，且居於通州街公園的露宿者不

少都是老弱人士，亦未必有力氣可
以搬自己的物品到中心。
吳衛東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

是臨時避寒中心不知道何時會關
門，「兩年前民政署曾試開5間避
暑中心長達30天，想避暑的人士
進去可以住長些，內部亦有廁所
使用，但遺憾的是這個計劃在試
驗後就停止。」他希望特區政府
只要確認天氣持續寒冷，可考慮
延長開放至7天甚至14天。

香港天文台於16日清晨6時發出寒冷天氣
警告及強烈季候風信號。長者安居協會

由16日凌晨至清晨6時共收到64人次使用協會
「一線通平安鐘」服務，其中11人需要送院接
受治療，主要原因包括心臟不適及血壓問題。

缺乏資訊不知降溫 打算街頭硬捱
香港文匯報記者16日傍晚前往位於深水埗南
昌的臨時避寒中心了解市民避寒情況。記者在
大門外觀察所得，每隔10至15分鐘會有人登
記進入避寒中心，其中大部分為長者，有些人
衣着單薄，有些疑似是露宿者的人則帶齊自己
的「家當」進入中心。
記者隨後到通州街公園觀察露宿者們的過冬
情況，只見大多數露宿者躲在帳篷內避寒風，
睡在外面的露宿者則蓋着社福機構派發的新
被，記者亦在公園附近看到有社福機構派發熱
食。
已露宿4年、現年62歲的阿強向記者表示，
自己已用上所有避寒的衣物及棉被，並將自己
的床褥等準備鋪好，晚上沒有選擇去避寒中心
是因為不知道避寒中心開放的資訊，「缺乏資
訊，今日（16日）早上亦出現大太陽，預計不
到夜晚溫度會下降那麼多。」由於避寒中心沒
有儲物櫃放置他的物件，因此晚上打算直接在
街頭捱過去。
他說，現時每月領取約4,000港元綜援，每

日約花費60港元進食早餐及午餐，晚上則進食
社福機構派發的餐食，而平日的衣物、棉被等
雜物均是由社協等社福機構所派發。

居住破漏鐵皮屋 蓋兩張棉被驅寒
除了露宿者，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市民
冬天亦難捱。區先生一家居於深水埗一間位於
天台的鐵皮屋，房子的牆壁僅由一層鐵皮構
成，擋不住冬天深夜的寒流，他形容家內的溫
度會感覺「凍少少」。
區先生說，他所居住的大廈日久失修，每當
下雨時天花板就會出現漏水，幸好天花板由幾
層物件組成，冬天的寒風不會吹入屋內，但一
旦有水滴入會令他感到更加寒冷。為了一家人
的安危及避免受凍，73歲的區先生惟有自費購
買材料，每隔兩年爬上屋頂維修一次。
區先生表示，冬天睡覺時都需蓋兩張棉被以
對抗寒流，一家所用的棉被有些是社福機構上
門派發的，「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助及好心人的
捐贈。」他一家已輪候公屋逾3年，不清楚什
麼時候才能上公屋，雖然現時居住的天台鐵皮
屋夏熱冬冷，但他認為所處位置較方便，因此
或維持現狀至上公屋，「按理說我這個年紀，
排4年就可以上樓，但到現在都未收到通知，
惟有繼續捱日子。」
新來港人士阿平到港只有幾年，目前從事收

入一般的服務業工作，在位於荃灣的劏房居住
了3年。由於屬薄紙板隔開的板間房，每到冬
天就會「風涼水冷」，「深夜颳起風時，寒冷
的空氣會灌入房間之中，惟有縮在被內取
暖。」
更糟糕的是，阿平有時忘記了繳交電費，就

會被房東「斷熱水」，無法靠熱水沖涼取暖，
而16日她就不幸被「斷熱水」，最終無奈選擇
前往附近的大窩口社區中心避寒。

◆有疑似露宿者帶齊自己「家當」進入避寒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阿強已在街頭露宿4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義工探望寒夜中的無家可歸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社協義工在通州街公園派棉被予
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露宿街頭捱冷鋒 傾盡衣被禦寒冬

◆16日工展會上，羽絨背心等禦寒衣物大
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