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在即，跨境學童周子軼猶記得，去年此時，正值香

港與內地恢復通關不久，苦候三年上網課的跨境學童終於迎

來可以返港讀書的好消息。2月初，他和爸爸周劍鋒第一時

間預約配額赴港參加學校的新春的活動，準備迎接新的學

期。在三年疫情之中，數萬名往返於深港之間的跨境

學童求學路受到巨大影響。過去一年，恢復通

關對許多跨境學童及其家庭來說，彷彿是

一個新的開始，重新回到正軌，真摯

的笑容由心而生，展望來年，充

滿希望。

回正軌重團聚 跨境童展笑容
恢復通關一周年：別冷冰網課 回火熱校園

▲居民在羅
湖口岸過關
入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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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情侶：疫情三年網戀 習慣記錄生活
在2023年年底，深圳女孩Vicky將去

年1月在文錦渡口岸等待男友過關的文章
在社交媒體頁面置頂，「在深港異地的
1065天，終於等到了在通關那天見面！」反
覆瀏覽着當時的文章，一遍遍回顧當時的
視頻和圖片，Vicky感慨萬千，猶記得那天
在關口看到的每一個人，即使戴着口罩，
都難掩燦爛的笑容。

Vicky回顧，自己與男友在2019年拍
拖，誰知遇上3年疫情。三年裏每天通過手
機 「雲牽手」 、 「雲約會」 、 「雲吃飯」 ，
在網上仔細地搜索網友們分享的情侶隔岸相
見攻略， 「從羅湖的帝景台到鵬興天橋、中

英街，為了看得更清楚，還專門提前踩
點。」 她笑說。

通關以來，兩地往來已恢復以前的便
利，這對小情侶平時在深港各自上班，周五
下班就在深圳的小家團聚。她感慨，即使見
面沒做什麼，窩在沙發上看一場電影、追一
部劇、做做喜歡的模型，晚上再來一餐美美
的夜宵，日子雖然平淡，但是兩個人都非常
珍惜。

她表示，因為疫情三年的 「網戀」 ，養
成了記錄的習慣，隨時用手機拍下日常生活
裏的東西，分享給對方，希望彼此都能記住
這些簡單日子裏的開心。

陝西發現楊家將駐守的古城
【大公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

道：作為北宋控扼西北、抵禦遼夏的
重要屏障，歷史上有名的麟州城，曾
是北宋名將 「楊家將」 駐守之地，故
麟州城又被稱為 「楊家城」 。2月2
日， 「2023年陝西六大考古新發現」
評選結果揭曉，陝西神木楊家城城址
考古項目成功入選。在當日舉
行的成果發布會上，陝西省考
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邵晶表示，
本次考古工作新發現 「北城」
一座，城牆走向清晰，城內所
見遺物多為宋金時期，應與已
發現的東城、內城和西城大致
同期。

據歷史文獻記載，麟州城
始建於唐代開元十二年（公元
724）。五代麟州刺史楊宏信
及其長子楊重勳和其孫楊光，

世代守衛着麟州，抵禦契丹和西夏。
而楊宏信的次子楊業和其孫楊延昭均
為宋代名將。

此次考古發掘的楊家城城址，位
於陝西省神木市店塔鎮楊城村西北側
的黃土梁峁區域，處在黃河一級支流
窟野河東岸。與陝北地區明代以前的

多數城址選址相同，楊家城踞山臨
水，西、北兩面緊瀕窟野河，高崖陡
壁，東為大溝，易守難攻，僅南部與
外界較易相通。城址所在區域相對獨
立，整體較為平整開闊，黃土堆積豐
厚，取用便利。

「在以往工作基礎上，本次考古
工作新發現 『北城』 一座，與
已發現的東城、內城和西城大
致同期。」 邵晶在發布會上指
出，由此可知，楊家城由東
城、內城、西城、北城四座既
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繫的小城
組成，城內面積約70萬平方
米。

本次發掘除保存較好的遺
跡外，還出土了數量龐大的遺
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
建築構件及錢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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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長城聽鐘聲 京7000餘活動迎新歲
【大公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龍年新春將至，首都北京各項春節慶祝活
動正陸續展開。記者近日從北京市文旅局
獲悉，春節期間北京市將推出7000多場
活動。八達嶺長城將在除夕點亮，大年初
一北京中軸線地標鐘鼓樓將敲響108聲鐘
鼓，各個非遺老字號紛紛推出龍年新款產
品吸睛。各地遊客春節假期在北京可賞花

觀燈逛廟會，在濃濃年味中喜迎新春。
記者了解到，春節期間北京市將開展

文化活動3700餘場，廟會遊園會、文化
嘉年華、 「百姓春晚」 等十大類活動精彩
紛呈，將推出409場以舞龍、踩街、花會
為主的傳統文化民俗活動。東來順、萃華
樓、便宜坊等餐飲老字號紛紛推出視覺與
味覺交織的年夜飯盛宴。稻香村則推出一
系列飽含京韻的年貨糕點，如京城頌福、
餑餑匣子、糖醇頌福等，用甜蜜的味道喚
醒舊時記憶。琺瑯廠、金漆鑲嵌、盛錫福
紛紛打造系列傳統民俗活動，邀請廣大遊
客體驗非遺技藝，感受非遺文化。

記者獲悉，八達嶺夜長城將於農曆除
夕正式點亮，持續到正月初七，亮燈時間
為每晚六點至九點。春節期間，八達嶺長
城將以 「夢迴長城．齊樂龍龍過大年」 為
主題，推出具有長城風情的舞龍、竹馬、
旱船等花會展演。

▲遊客在北京前門一處市集購買文創產
品。 大公報記者馬曉芳攝

去年通關初期
深圳口岸人流大增

資料來源：21財經
（萬人次）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

「對我來說，現在每周末能陪着太太和
女兒一起在公園露營，曬曬太陽，就是最美
好的事情。」 港人倪先生感嘆。

多年前便在羅湖口岸附近置業的倪先
生，疫情之前每天往返深港通勤， 「家中到
辦公室全程1小時15分鐘左右，想不到疫情
期間，這1小時許的通勤距離變得遙遠無
比。」 疫情期間，為了工作他無奈隻身在香
港租房，太太則獨自在深圳照顧女兒。 「有
2年春節預約到健康驛站回深與家人小聚，
有1年則獨自在港過年，冷冷清清一點年味
都沒有。」

2023年1月8日，深港口岸第一階段通
關復常，倪先生搶到文錦渡口岸返深的首批
名額，難掩激動。 「那天看到口岸的歡迎標
語，都覺得格外溫暖，在口岸的留言板上寫

下了長長的一串心願，第一條就是希望恢復
全面通關，這個心願很快達成。」 倪先生笑
說。

居住在羅湖口岸附近的他，感慨恢復通
關這一年來印象最深的就是，疫情三年冷清
無比的羅湖口岸重新回復了往日的熱鬧情
景。 「現在每到周五晚上返深，關口北上的
港人熱鬧非凡。」

倪先生也表示，疫情三年女兒主要由太
太照顧，勞苦功高。這一年來，放工回家自
己會多負擔一些家務及照顧孩子，周末就一
家人出去戶外運動。 「現在深圳許多社區公
園都建得很好，也多了很多親子遊樂設施，
環境都很不錯，有時都會約上香港的朋友帶
孩子過來一起玩。現在真的懂得 『陪伴是最
長情的告白』 。」 倪先生說。

跨境父女：陪伴是最長情告白
「回深圳讀書孩子很難

適應，堅持網課又真的好
難，希望通關魔咒早日解除」 、 「和男友已
經2年多未見，又是思念的一天。」 在疫情
三年裏，跨境學童、跨境情侶這些特殊的群
體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那段特殊的日子裏，許多關於 「跨境」
話題的文章下面，評論區總是格外的長。大
家分享着輔助網課的工具，情侶見面的攻
略，更多的是一些憂傷的心情流露，滿屏多
是 「流淚」 或者 「擁抱」 、 「加油」 的表情
符號，彼此打氣。

而這一年來，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
關，大家的生活逐漸回到正軌，正能量重新
充滿，真摯的笑容重回臉上，在社交媒體
上，兩地 「雙向奔赴」 互相打卡吃喝玩樂新

去處的文章成為 「主旋律」 。
深圳女孩Vicky也曾經是在無數留言板

上跟網友互相安慰的一員。2023年1月，在
發布了在關口等待男友見面的文章後，她的
小紅書文章 「基調」 也為之一轉，變得輕鬆
活潑。20多篇文章裏，多是在深港兩地與男
友打卡特色美食或者一同出遊的內容，網友
的留言則多是詢問餐廳地址，詢問遊玩詳細
攻略。

港媽鄭太太，在疫情期間加入了多個
微信群，以往的主題多是交流通關隔離的
最新信息，如今大家在群中，更多的是討
論哪家商場有最新的優惠，有時甚至約了
一起喝茶，聊聊深港街市的一些變化，暢
想明年的一些計劃，感覺生活重新開始，
充滿希望。

傷感基調不再 雙向奔赴成主旋律

▶2023年2
月7日，跨
境學童返回
香港校園，
與久別重逢
的 同 學 擁
抱。中新社

就讀小學六年級的跨境童周子軼
在去年恢復通關不久後，就和爸爸周劍鋒第
一時間預約配額赴港參加學校的新春的活
動，迎接新的學期。

爸爸周劍鋒回憶，開學第一天，孩子激
動得早上6點便已自行起床，希望7點趕到上
水，7點半到達學校，早點與同學見面。
「恢復通關這一年他幾乎都延續了這個節

奏，每天都自己計劃好時間。6點35分左右
從家中出門，7點20分左右到學校。提前半
個小時，可以和同學們聊聊天，玩一玩，或
者去看一下學校養的小動物。」

課後活動豐富親子溝通順暢
周劍鋒形容過去一年，許多跨境童家長

都積極樂觀了許多，在經歷了3年的網課
後，首先最開心的就是見到孩子重新適應在
香港求學的節奏，親子溝通也更加輕鬆，
「孩子報了課後的游泳班，參加香港的小童

軍活動，還有一些田徑體育活動，都非常開
心。孩子晚上回家的時候跟我們分享活動中
的趣事，還有新交的朋友，我們也為他感到
開心。疫情期間，因為在家上網課，親子溝
通多是圍繞學業，單調許多。」

疫情期間不少學童長時間上網課，面臨
成績直線下滑的困境，不少家長選擇赴港租
房陪讀，鄭太太正是在疫情期間眾多赴港陪
讀媽媽之一。 「堅持了20多個月左右的網
課，看到兒子的成績從班級前幾名一路下滑
到中下游，還是決定讓孩子恢復面授課
程。」 鄭太太坦言，最初雖是為了成績赴
港，但看到孩子們每天臉上燦爛的笑容，覺
得比什麼都值得。恢復通關以來，考慮到兒
子面臨升中的關鍵階段，決定繼續在港陪
讀。

回想疫情三年的生活，馬女士仍心有餘

悸
。在經
歷一年多
的網課以後，
兒子不僅成績直
線下滑，更迷上遊
戲，情緒出現問題。
「最開始覺得兒子每天精
神都不太好，作業完成也不
太理想，後來發現他偷偷在玩
遊戲，甚至半夜也偷偷拿了手
機在玩。家人發現了以後，開始
嚴加控制家裏的電子設備，但是引
來兒子的激烈反彈。有一段時間甚至
不願跟家裏的人說話，不願走出房
門。」

回到熟悉環境情緒大為好轉
這讓馬女士和先生無比擔心，決定讓

兒子轉回深圳，在附近的公立學校就讀，
希望正常的學校生活和同學互動，能夠讓
兒子走出低迷期。不料情況更加糟糕。兩地
五年級教學內容相差甚遠，加上網課落下不
少功課，兒子適應並不容易。

在和先生反覆商量之後，馬女士決定辭
職帶着兒子返港讀書， 「其實我事業正處於
上升期，辭職這個決定對我來說犧牲很大，
但是為了兒子，沒辦法。」 好在回到香港熟
悉的學校環境中，兒子情緒有所好轉。回港
一個學期後，迎來恢復通關的好消息，馬女
士和兒子欣喜不已。這一年來，雖然跨境上
學路程較長，但家庭生活恢復正常，兒子時
不時分享跟同學相處的趣事，一家人重新有
說有笑。

▲楊家城城垣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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