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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唯一茶、參產銷總匯

花旗參、西洋參、野山參、

蜂蜜花旗參糖、參茶包、參粉。

Ten Ren Tea & Ginseng Co., Ltd.

花旗參
西洋參
野山參

省親、贈友、

自用最佳選擇

自營茶園、品質最佳

價錢公道、工廠直營

茶葉新鮮、種類最多

有各種袋泡茶，散裝

茶及禮盒茶。

列治文AberdeenCenter
#1930-4151HazelbridgeWay,

Tel:604-270-2278

加拿大溫哥華公司
500MainSt.,Vancouver,

Tel:604-689-7598

天仁天仁3030週年酬賓有驚喜週年酬賓有驚喜
陳年普洱茶陳年普洱茶 $$8888//227g227g 買二送二買二送二
杉林溪烏龍茶杉林溪烏龍茶 $$118118//300g300g 買三送二買三送二
花旗參茶包花旗參茶包 $$3333//5050裝裝 買三送二買三送二

買滿定額，另有精美贈品買滿定額，另有精美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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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604-218-0218
莊先生(國，粵語)

TIM
604-908-8822
余先生(國，粵語)

ESTHER
604-880-1530
孫太(國，粵語)

VICTORIA
604-306-6306
陳小姐(國，粵語)

LANAGAO
604-789-0405
高蘭(國語)

DAVID
778-789-4831
黃先生(粵，英語)

JAY
778-999-0688
翟先生(國，粵語)

14644 - 72nd Avenue, Surrey, BC

valleyviewsurrey.ca
Arbor Memorial Inc. Family Owned. Proudly 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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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再有物業高價售出
關注組憂「高尚化」流失傳統店舖

A8

【明報專訊】華埠一棟街角物業以高價出售，可能拆卸改建9層甚至12層高樓，再

次引起華埠 「高尚化」 、華人店舖流失的憂慮。

一直爭取興建更多可負擔房屋，保留更多廉價
店舖的唐人街關注組的梁偉安指出，雖然經過多
番抗爭，不斷作出呼籲，但在華埠看不到好轉的
象，反而是每下愈況。華埠變得愈來愈不可負
擔，特別是低收入的華人耆英。傳統華人店舖不
斷退出，而高檔餐廳與店舖不斷遷入，讓低收入
華人耆英喪失了一個消費社交的地點。

最近歌雅街（Gore St.）夾奇化街（Keefer St.）
的一棟兩層樓房，根據經紀的網站，該棟樓房已
經高價售出，再次加深憂慮。樓宇其後會否步華
埠其他物業的後塵，遭拆卸重建？重建之後，目
前充滿華人風情的燒臘舖、海產店及海味參茸店
是否能夠保留？頓成疑問。本報詢問該樓宇的各
家店舖，均對業權轉手之後的變化，表示不知情
，還囑咐記者查詢業主。

該棟興建於1962年的建築樓高兩層，根據地產
經紀的招售網站，該地段屬於 HA-1A 的規劃，
可以興建90呎的高樓。假若申請獲准，甚至可以
加建至120呎的高樓。樓宇目前的租金淨收入為
16.68萬元。

根據2006年的人口統計，華埠的收入中位數只
有17,658元，而全市的收入中位數則為47,299元

。根據 First Call B.C 所作的統計，唐人街貧困兒
童的數字更高達59%。近年來遷入華埠的高檔咖
啡廳與精品商店，顧客不一定是該區的低收入居
民。

市府規劃師賀厄斯（Karen Hoese）指出，在
2012年，為了應對華人店舖不斷流失的問題，市
府推出一個三年計劃，並配合長遠的社區規劃。
該策略容許華埠興建更高的樓宇，以便拉高人口
密度。開發商也可以通過興建社區設施，來換取
興建更高樓房。

同一時間，市府的策略也保護傳統建築的門面
，新建樓房在外觀上也必須配合傳統樓房的設計
元素。

但賀厄斯同時指出，市府在規劃上不能偏幫任
何一種文化，不能指定某一店舖留在某一個區域
，某一種人入住某一個區域，否則可能惹來歧視
的指摘。

梁偉安認為，華人店舖自華埠消失，政府並非
無能為力。他指出，美國三藩市的市府便推出遺
澤計劃，對古老店舖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他認
為溫哥華唐人街的一些店舖，比如是燒臘店也應
該受到這種保護。

另一方面，溫哥華唐人街的高度限制比三藩市
訂得更高，造成今天高尚化店舖把傳統店舖排擠
出華埠的局面。

但剛剛在片打東街（Pender St.）100 號屋段開
設高級刀具店 AI&OM 的鄭國棟則沒有這樣悲觀
。他說更多店舖開設，會為華埠帶來更多生機。

他指出，該段片打街也出現轉型，一家潮流青
年服飾店生意盈門，經常有人隔夜排隊，搶購新
上市波鞋等潮流服飾。而該路段的富陶陶、金菊
園、玉龍軒、二樓餐廳花園酒家等將相繼復業，
肯定會帶來更多顧客人流，讓該街段變得生機勃
發。他看好該段片打街的前景，認為商機無限。

【明報專訊】溫哥華農夫市場（Vancouver
Farmers Market）昨日舉行第 15 屆 「番茄節」
（Tomato Festival），主辦單位並在 Instagram 舉
辦 「最醜番茄」比賽，引起市民競相參加，最後
選出市民Tara Hill種植的 「變形番茄」贏得比賽
，活動趣味橫生。

昨日在 John Hendry Park 舉行的農夫市場約有
30 多名農夫設置攤位，由於昨日的活動也是為
慶祝 「番茄節」，主辦單位展示 30 多種番茄，
有義工教導市民辨認不同種類的番茄，以及番茄
原生地等。外表完全不像番茄的 Tomatillo，有

人指它是番茄始祖，但也有一派認為 Tomatillo
種子的排列方式，比較接近鵝莓（Gooseberry）
，不能算是番茄。

市民邦伯特（Mr. Bumbert）帶女兒參加
「番茄節」，小女兒並選出最喜歡的番茄形狀。

邦伯特說，只要天氣好，他均會帶女兒逛農夫市
場，除了購買新鮮蔬果，還可讓女兒從小就知道
農夫種植的辛苦，因此珍惜食物資源。

農夫市場昨日先在溫市 John Hendry Park 舉行
， 今 天 則 移 師 至 溫 市 基 斯 蘭 奴 （Kitsilano
Community Centre），由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主辦單位指出，農夫市場屬於非牟利組織，主
要目的是希望鼓勵市民多購買本地生產的農作物
。想知道農夫市場在各地的活動時間表，歡迎上
網至eatlocal.org查詢。

農夫市場辦活動鼓勵買本地貨

「番茄節」選最醜品種熱鬧有趣

邦伯特帶女兒參加 「番茄節」 。（張伶銖攝）

農夫市場農夫市場 「「最醜蕃咖最醜蕃咖」」 由由Tara HillTara Hill種植的種植的 「「變變
形蕃茄形蕃茄」」 贏得。贏得。 （農夫市場（農夫市場Instagram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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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撤出。埠撤出。 （陳志強攝）（陳志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