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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過深圳河 我們足足等了三年
港商與九旬母親重逢 新年送大紅包謝養育恩

責任編輯：郭奕怡 美術編輯：葉錦秋

過去三年，不少內地港人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長
期隔離，也就無法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他們時常
只能以微信視頻解離愁，許多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只
能望着深圳河而興嘆。如今恢復兩地人員正常往
來，無數港人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成真，於是紛紛
踴躍返回香港家中，與家人實現團圓。記者9日在
深圳福田口岸看到大量港人匆忙過關趕回香港，個
個歸心似箭。

當天，胡女士帶着孩子一起來福田口岸，送婆
婆劉女士和老公回港，劉女士的老公是香港人，一
直在深圳從事外貿業務，婆婆也幫忙打理。胡女士
介紹，因為疫情，老公和婆婆與家人三年未能團
圓，這幾年他們都是在深圳過春節，彼此之間十分
思念。深港一恢復通關，婆婆和老公就在第一時間
趕着回港，與住在香港的公公一起過春節，她自己
則帶着小孩回湖南老家，與娘家人一起過年。

三年未盡孝深感愧疚
港人鄺先生帶兩個孩子回準備回港，他告訴大

公報，自己和孩子已經有三年沒有回香港了，由於
兩個孩子在內地學習，生活需要家長照顧，他一直
沒有機會回港看望父母，這次終於恢復通關了，便
立馬帶着孩子回香港，與家人團聚，一起陪父母過
年，港人鄺先生不停地感嘆， 「回家的心情真
好」 。

鄺先生表示，這三年來他一直思念在香港的父
母，因為香港疫情嚴重，他擔心父母感染，幸好他
們並無大礙。鄺先生一直微信叮囑父母注意防疫，
對於三年來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他深感愧疚，這
次返港可呆到年後，他希望可以好好孝順父母，彌
補以前三年的虧欠。

七點半就起身過關
長期在深圳從事塑膠品製造的港人何廣健，在

深圳做出口生意已有30年，疫情前他一年數次回香
港，看望93歲的媽媽和哥哥弟弟們，經常一起聚
餐。三年來因為疫情回內地需要隔離，他因為工作
繁忙，沒有假期，未能再回港看望親人，心中十分
遺憾。聞悉恢復通關後，何廣健9日一早七點半就
起身前往口岸，準備過關。在申報出境健康信息和
出示48小時陰性核酸碼後，何廣建很快通過了深圳
關海關，向着香港口岸走去，因為時間比較早，寬
敞的出境大廳只有他與另一位港人的身影，感覺空
蕩蕩的。

當何廣建進入香港關時，感覺自己回家了，
「媽媽，兒子終於可以回來看望您了」 。何廣健一
邊想着回家的情景一邊快速通關搭上東鐵，在前往
香港火車上，他內心非常激動，感嘆 「三年來疫情
隔離後，自己終於回到了香港。」

何廣健計劃在11日晚在酒樓與媽媽、三個哥哥
和弟弟一家團聚，這是多年來他一直期盼的情景。
他向記者說着自己的新年計劃：要給媽媽包一個大
紅包，以孝敬媽媽的養育之恩，其他哥哥弟弟家的
孩子也會派一些紅包，然後在香港呆四五天後返回
深圳。因為深圳工廠太忙，何廣建的太太和兩個兒
子均未能與他一起返港看望親人，春節後全家人會
再次返港與香港親人一起團聚。

春節將近，在外
打拚的中國人紛紛踏
上返鄉之路，千山萬
水，也要回家與家人
團聚。過去幾年因為
疫情防控，多地倡導

「就地過年」 ，不少家庭無奈分隔兩地，今
年春節前，深港口岸8日起開始分階段有序
地恢復內地與香港人員正常往來，讓不少在
內地生活的港人倍感欣喜，準備回到闊別已
久的香港，與家人見面。有港人早上七點半
就起身回家，看望自己93歲的媽媽。跨過深
圳河，民眾足足等了三年。

大公報記者 李昌鴻

喜迎通關

「已經三年沒
有回家了，我現在

的心情既興奮又激動，終於能見到
家人和香港的朋友了！」 陳思珩是
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女孩，在中國
傳媒大學畢業後，就留在北京成為
一名粵語教師。疫情流行的三年
來，她一直在北京，前段時間，伴
隨內地疫情防控形勢的積極變化，
國家及時優化調整了防疫政策，陳
思珩終於可以返港過年了。

雖然還有將近半個月的時
間，但陳思珩已經迫不及待地準備
起行囊，期待踏上回家之路。相比
三年前的每次往返，這次回家注定
承載了太多的不同與渴望。陳思珩
透露，對於這次的回家之旅，爸爸
媽媽甚至比自己還要激動。 「我媽
媽說她現在就開始準備年貨。爸爸
還說要去機場接我。」

多年來，隨着在北京生活的
時間越來越久，陳思珩的心與情其
實早已融入祖國。 「過去幾年裏，
我都在北京過年，內地的朋友一直

伴我左右，讓我覺得北京已經成為
我的第二個家。」 陳思珩說，現在
通關後，我也要邀請我的北京朋友
去香港的家裏做客，我要盡地主之
誼，帶他們了解香港，讓他們愛上
香港，繼續做好連通內地與香港的
文化交流紐帶。多年在外不易，一
朝回鄉情切。訪談最後，陳思珩還
化用南北朝詩人薛道衡的幾句詩，
表達了自己期待返港的心情， 「入
春才7日，離家已兩年。人歸落雁
後，思發在花前。」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盡地主之誼 邀北京朋友來港做客

北京

▲港青陳思珩三年來首次返港。
受訪者供圖

2020年7月，香港青年
張浩然帶着三套換洗的夏

裝北上發展，坐上的士前往深圳灣口岸過
關的時候，張浩然心裏多少有一些彷徨，
歸期也變得不那麼確定了。事實也正如張
浩然預料那樣，返港日期一再推遲，直到
最近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好消息傳來。
張浩然依然歸心似箭，他想回到新界和父
母一起守歲，一起迎接新年的到來，一起
等待醒獅上門採青， 「再也不想隔着手機

屏幕雲團年了！」
「香港的鄉村有很濃厚的新年氣氛，

以前在香港過年就有一系列的儀式感，例
如年廿八會用碌柚皮洗澡，年三十村裏會
打開所有的燈迎新年，大家不僅會互相拜
年，還會有舞獅、拜財神等安排。」 想起
往年的熱鬧，對比這兩年的春節只能隔着
手機屏幕和親人 「雲團圓」 ，張浩然恨不
得立刻回去。

在內地生活兩年多，張浩然已經很習

慣 「一台手機走天下」 的日子，想起要揚
手呼喚的士，想起要重新拿現金買東西，
想起香港人習慣了隨時隨地電話聯繫，張
浩然覺得自己像是要回鄉下， 「一定要跟
親朋好友分享一下內地電子政務、電子支
付的強大，香港人也可以靠一部手機解決
衣食住行所有問題，就是太久沒有回去
了，不知道口岸能不能兌換到港幣，這是
我現在最愁的問題。」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廣州

無需再雲團圓返新界陪雙親迎新

大公報記者 李昌鴻、何德花、張寶峰整理

何廣健
最想看望93歲

高齡的老母親與親
人們團聚和聚餐。

陳思珩
擁抱我的家人和吃

媽媽做的飯，很想好好
品嘗家的味道，感受家
的幸福和溫暖。

劉女士
三年未見老公，帶

深圳工作的兒子與老公
一家團圓在香港過年。

張浩然
回到新界和父母

一起守歲，一起迎接
新年的到來，一起等
待醒獅上門採青。

鄺先生
帶兩個孩子回港，看

望年老的父母。

港人返家第一件事

▲1月8日，香港與內地終於落實首
階段免隔離 「通關」 。圖為當
日，不少旅客從福田口
岸入境香港。

中通社
▲香港一對老年夫婦尋求義工幫助申
請健康信息。 大公報記者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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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經商的港人何廣健表示，如今可以看望九
十多歲的老母親。 大公報記者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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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激動，
這次是真的通關

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近三
年的通關消息終於在1月8日夢想
成真，港生彭靜怡無比興奮。自
2019年8月底離開香港到內地上大
學後就再也沒有回去的她，掰着手
指頭數着即將回家的日子。彭靜怡
渴望回到香港家裏，吃上爸爸煎的
雞翅， 「三年沒在家裏吃飯，廚房
裏飄出來的油煙味都是幸福的味
道。」 彭靜怡說。

「這三年我在福建上學，而
爸爸一個人在香港，他都不知道我
的大學生活是怎麼度過的，所以我
為爸爸準備了很多相片和視頻，回
港後和他一起慢慢分享。」 彭靜怡
計劃在廈門和媽媽過完春節，年初
七左右再乘坐高鐵回港和爸爸團
聚。除了換二代身份證、拜會親戚
朋友這些必須要做的事外，彭靜怡
會多和爸爸呆在一起直到開學，彌
補缺失三年的親子時光。

今年63歲的港人蔡麗琴從

2020年8月到廈門後，就因為疫情
一直沒回香港，這三年來孤身一人
在廈門生活。 「一直盼望通關，很
想回去，很想家人。」 蔡麗琴說。
因為兩地的隔離政策和疫情的不確
定性，往返內地和香港變得既費勁
又費錢。 「年紀大了折騰不起。」
既來之則安之，蔡麗琴選擇留在廈
門。 「先生來廈門先陪我過年，我
們也快三年沒見面了。春節期間還
要去拜訪雙方在福建的一些親戚朋
友。2月2日我們再一起直飛香
港，和家人一起過元宵節，是三年
來徹徹底底的一次大團圓。」 蔡麗
琴興奮地說。 大公報記者何德花

家裏油煙味都是幸福味

廈門

▲蔡麗琴疫情期間在內地參與義
工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