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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太和兩個兒子已經有一年
多沒見面了。之前分別前，大兒子還
只到我的胸口，現在已經到我肩膀高
了！他們真的肉眼可見地長大了。」
黃俊豪告訴記者，接到家人的第一晚
便是在深圳吃牛肉火鍋。火鍋熱氣騰
騰的煙氣中，大家互相夾肉，你一言
我一語，一家人往日團聚圍爐的那種
熱鬧氣氛回來了。兩個孩子一邊涮牛
肉，一邊說個不停，有很多話要和爸
爸分享。 「經歷了別離，即使是懵懂
的小孩子，也懂得了春節團聚的意
義。」 黃俊豪告訴記者： 「見面第一
頓，大家都放開肚子來吃，很久沒這
麼開懷過了。」

為保障供港菜春節無休
春節團年飯，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都

是重頭戲。對於黃俊豪來說，春節團年
飯不僅僅是一家人的歡聚，更是沉甸甸
的保障責任。這是因為黃俊豪的工作有
些特別，他是廣州地區最大的供港蔬菜
基地、廣州昇永農業有限公司的總經
理，負責管理每日供應香港以及大灣區
內地各市超過100噸蔬菜。為了讓香港
家庭都吃上新鮮豐富的供港蔬菜，基地
春節從來都不停工，黃俊豪也會每天到
基地巡視和工作。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
香港人，他已經在內地工作逾14年，中
間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個春節沒有回香港
度過。此次家人從香港趕來廣州團圓，
也是因為這樣可以兼顧到供港基地的工
作。

好好彌補疫情分離時光
從深圳到廣州接近2個鐘的路程，

是黃俊豪工作時往返穗深必
經之路。疫情三年基本
都是他獨自駕車來
往。這晚，廣東
大街小巷掛上
了喜慶的大
紅燈籠，
春節氣氛
濃厚。這
一 次 ，
黃 俊 豪
不 再 是
一個人的
旅途，老
婆孩子都
在車上，彷
彿有說不完的
話，車窗外萬家
燈火依舊。黃俊豪告
訴記者，他此前出差特意
給兩個兒子買了一台遊戲
機。在接到他們回家當晚，
孩子們已經拆了禮物玩得不
亦樂乎。這個春節，黃俊豪
仍會每天到供港蔬菜基地，
保障供港蔬菜運行順暢。在
這之外，黃俊豪最想多陪陪老婆孩
子，為他們做飯、一起逛市場、去聚
會、去逛郊野公園，好好彌補疫
情期間分離的時光。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責任編輯：潘 旭 美術編輯：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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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港回家第二天，陳一權和母親一
起飲早茶。

離別，是為了更好地重逢
記者手記

港商節前趕搭高鐵
激動分享返港生活

在廣州等待香港家人的港青袁勤
欽，在廣州創業多年，直言手機的 「視
頻語音」 在過去三年成為他用得最頻繁
的功能之一。 「在廣州，我經歷了結
婚、女兒出生等人生階段的大事，因為
家人在香港，很多人生大事節點都很遺
憾長輩沒有見證到。而今年春節，兩地
恢復通關之後，這些都將會一一彌
補。」 袁勤欽告訴記者，家人將來到廣
州與自己的小家庭團圓。他坦言，這兩
三年自己成長了不少，對家庭的責任感
讓他踏實了不少。 「這幾年我不僅會自
己煲湯煮飯照顧家人，我還特別學會了
中醫的藥膳食療。疫情讓我改變了很多
壞習慣，更加注重家人的健康。」

在袁勤欽等待香港家人 「北上」
時，另一位港青、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負責人黃宏波，則帶着七
歲的兒子 「南下」 回到香港。 「三年沒
有回來，爺爺奶奶特別想念孫子，終於
可以一起過年了！」 黃宏波落地後先駕
車繞着港島轉了一圈，看一看久違的城

市發生了哪些變化。
東莞創業港青陳志富，在這個春

節同樣回到了闊別三年的香港。回家第
一天，他終於見到了新婚的妹夫，和家
人暢聊到夜晚，聊餐飲業經營情況，聊
和朋友開辦公司落戶東莞濱海灣的經歷
見聞。期間，陳志富和同學朋友見面交
流，他發現香港這三年也發生了很多變
化──從新界直達港島的地鐵通了、公
共交通都換了 「新裝」 、有了共享單
車，夜晚大型商圈的人流量沒有那麼多
了，同時也萌芽了許多新業態。

「終於可以坐高鐵回港了！」 另
一位港商許先生，在春節前處理完工廠
的事情後，終於拉着行李準備返回熟悉
的香港。心情激動的他，一口氣發了多
張在東莞高鐵站月台上等車的照片。抵
港第二天，他早早地在朋友圈播報返港
後的生活： 「恢復香港西九龍的晨
練！」 不久又貼出一張和母親頭挨着頭
的自拍照，溫馨地寫道： 「準時見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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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七晚上8時，在順利通過
福田口岸關口閘門後，港人陳一權長
長的舒了一口氣。 「三年了，終於回
來了。」 作為在西安打拚的當地一家
眼鏡直銷店連鎖品牌創始人，2019年
疫情爆發後，陳一權一等就是三年。
陳一權感慨， 「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
擁抱母親。今年春節我一定要陪母親
好好過個年，全家人一起開開心心過
個年。」

陳一權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在做了20多年的房地產項目後，
嘗試自主創業獨自來到西安發展。
在西安的事業很成功，但夜深人靜之
時，陳一權總會不由自主的想起遠在
香港的家人。 「母親年齡大了，有心
臟病，一直由妹妹照顧。我還有一個
兒子，一邊在銀行工作，一邊讀碩
士。」 三年來，陳一權好幾次都差點
「衝」 回香港，但每次都因為生意的
牽絆和疫情的阻礙而無奈放棄。

三年疫情期間，陳一權都只能以
微信和家人溝通。 「疫情讓我錯過了
去年兒子的婚禮，母親上個月做了換

心瓣手術，自己擔心卻又不能立即回
港。」 就在陳一權心急時刻，1月8日
零時起，香港與內地有序恢復人員正
常往來。知道消息後，陳一權第一時
間制定了回家計劃。

春節應全家人齊齊整整
1月18日，距離兔年除夕還有3

天，陳一權終於登上了從西安飛往深
圳的飛機。 「原以為路上會有很多查
驗和手續，沒想到一路通暢。」 晚上
一進家門看到還在等待自己的母親，
陳一權立即飛奔向前，給了媽媽一個
大大的擁抱。看着三年沒有回家的兒
子，母親心疼的說： 「做人要知足常
樂，不要在外面這麼拚。」 滿滿的母
愛，滿滿的幸福。

第二天一早，陳一權便和母親去
飲早茶，之後帶着母親到附近的公園
曬太陽。一路上，看着身體虛弱的母
親，他不由一陣心痛， 「特別是聽她
說，換心瓣後最初很不適應，作為兒
子卻不能伺候於病床前，我……」

今年春節，陳一權預訂了團年飯

到家吃。 「過春節就要一家人齊齊整
整。到時候母親，還有兒子兒媳，我
們一起過一個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
新年。現在通關了，我可以經常回
家，家人也可以經常過來西安。」

陳一權希望更多的港人──特別
是港青也多去內地看看。 「祖國現在
的發展一日千里，港人在內地有太多
好的發展機會，希望大家能主動抓住
機遇，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到家第一件事是擁抱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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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三年 團圓最暖
經歷別離 方知闔家過年的可貴

傍晚七點鐘， 「深圳灣口岸」 亮着的紅色燈光下，等待
接人的車排成長長的隊伍。港人黃俊豪手握着方向盤，眼神
緊張地盯着關口出來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扶老攜幼的一家大
小，手挽手的情侶，說笑打鬧的年輕學生，這些都是趕在農
曆新年團圓的人們。黃俊豪眼尖地在人群中發現太太牽着7歲和
5歲的兩個兒子的身影。年廿八晚上，足足一年未見的一家人終於
團聚。黃俊豪激動地給了太太一個緊緊的擁抱，兩個孩子興奮地喊
着 「爸爸」 圍過來。三年了，對於不少像黃俊豪這樣分隔兩地的香港
家庭來說，今年終於可以一家團圓好好過一個年。

「離別，是為了更好
地重逢」 。相信經常和家

人分隔兩地的港商群體，會對這句話有着更
加切身的感觸。筆者認識的不少東莞設

廠的港商，朋友圈封面圖片都是家
人、孫子的合照，分外溫馨。

雖然港商經常要外出打拚
事業，但在香港的家仍
然是他們在外漂泊時
最深的牽掛。在內地
和香港恢復通關之
後，這個春節前
夕，不斷有港商在
朋友圈中分享重逢
的喜悅，一張張口
岸上擁抱、月台上
等待的照片，洋溢
的幸福之情盡在不言

中。
「2023東莞南站與

2019虎門高鐵站，事隔四
年能見證着整個城市的改變進

步，心裏感觸良多！但唯一不變
的，就是一個人等待高鐵回家的心
情。這十幾分鐘的等待，彷彿在品味

這幾年人生的甘苦與甜。」 年廿八這天，在
東莞創業的港青鄧文俊滿懷感觸地寫下了這
段文字。他上載了一張在東莞南站月台等候
動車的照片。這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首次連
通東莞南站，這意味着鄧文俊從東莞回香港
將更加便捷。

另一位港商黎兆深早在高鐵通車前就已
經回到香港家中，和家人團圓。 「我還記得
三年來隔離的日日夜夜，第一次住酒店隔離
的經歷。 『14+7』 、 『7+7』 、 『7+3』 ，
到如今的零隔離，因為工作不斷要來往粵
港，不小心見證了這三年的防疫政策變
化。」 黎兆深還記得疫情初期，他第一次
「冒着危險」 從香港來內地，關口鋪着紅地
毯歡迎港商。他接觸到的工作人員都很友
善。但隨着疫情反覆，他後來明顯感受到口
岸工作人員的疲憊。 「這三年，每年平均都
上兩次內地。每次都住超過兩個月以上。」
春節後，他會重新回到廠房，他和廠房的距
離不再是 「這麼近，那麼遠」 。

今年春節，黎兆深一家人將留在香港家
中，接待暌違已久的內地親友來香港過年。
他笑稱： 「已經有好幾個朋友說春節準備來
香港，我都會回覆： 『春節在家恭候，歡迎
隨時落來』 。」

▲工作人員在由銀川開往蘭州的列車
上為回家團聚的旅客表演

舞蹈。 新華社

列車上的「春晚」

▲在呼和浩特東站，爺爺出站後
立刻抱起孫子。 新華社

出站即團圓

▲在山東滕州市年集，小朋友高興地
向父母展示自己挑選的福

字。 新華社

紅火過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