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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包「金巴」直送珠海個案2

港生Sophie（化名）新學年將到北京升讀大學一年級，校方要求新生下月初
到校註冊，但由於深圳的「健康驛站」名額每日只有2,000個，她過去一周持續
「搖號」也未能成功抽到名額，眼見距離註冊日只剩半個月，而她到深圳後又
要隔離檢疫，極可能無法如期赴京，因此已與校方聯絡，希望延長到校註冊期
限。對於有消息指，香港特區政府不排除包機送港生北上，她表示航班安排有
待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溝通和協調，未知何時成事，她認為更快捷安排是為港
生開設到珠海的「金巴」名額，方便他們北
上。

等包機未必趕及註冊「死線」
Sophie升讀的院校規定，若未能在限期前
完成註冊，可提出書面解釋，最多可延遲兩
星期限期，但由於院校在註冊日後一個星期
開學，延遲兩周到北京會缺席首一周的課
堂，而目前最大問題是，就算延期也未必趕
得及在最後「死線」前回校，直言不想因而
被迫放棄學位。
對於深圳「健康驛站」名額僧多粥少，她

又未能購得直航北京的機票，問及會否考慮購買機票到其他
內地省巿檢疫後，再轉赴北京，她直言難以考慮，「去內
地的機位一票難求，黃牛票已炒得很貴，我亦不想買黃牛
票。」她因此已聯絡校方，反映目前的困境，「仍然要同
校方商討，目前未知校方會否再給予特別安排。」
對於有消息指特區政府不排除用包機送港生北上，她

認為特區政府關注港生情況是
好事，提供包機是一個方法，
但包機涉及香港特區與內地部
門的溝通過程，「不知涉及多
少個部門，亦不知要溝通多久和
有何程序才成事，但港生也只能
跟隨特區政府的安排。」
她認為另一個可行方法，是與內

地協商為港生開設「金巴」往珠海的
名額，無須港生與其他旅客搶車票，
協助解決他們北上難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打通北上求學路
港研包機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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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兩地尚未恢復免檢疫通關，需於近期趕赴內地上學的香港學生，必須
透過預約「健康驛站」或搭乘飛機等方式才能抵達內地。

有港生情緒困擾棄學位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透露，自己在前廳交流會上反映北上求學港生的苦況，他表
示，自己手上有約300個個案，因為通關問題不能北上開學註冊，非常徬徨，當中
有一名喜歡中醫的香港學生今年得償所願考入北京中醫大學，入學註冊日為9月
12日，該學生抽籤逾兩周仍未抽中驛站名額，亦買不到前往北京的機票，逾40名
同校港生面臨同樣情況，校方僅表示若未能在註冊日回校才向學校申請延期，屆
時視乎老師會否體恤安排，同學們因此感到不安；另外一名獲上海交通大學取錄
的港生，最後報到日期為8月24日，因遲遲未能成功搖號回校辦理註冊手續，受
到壓力及情緒困擾，最終選擇放棄學位。

議員倡擴「人文關懷通道」
楊永杰於交流會後引述陳國基表示，特區政府關注港生未能回內地升學一事，
並正在與內地政府積極跟進，會盡快公布有關方案，不排除包專機讓學生到內地
報到上學。
楊永杰表示歡迎政府有關安排，但認為北上求學學生眾多，不少港生就讀位於
廣東省的大學，包機費時，建議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協商擴大「人文關懷通
道」，以及容許包車到深圳與珠海，讓港生以不同途徑回內地上學。他引述指，
陳國基回應正面。
議員陳恒鑌亦表示，非常理解青年人回內地上學的困難，自己已經收到不少個
案反饋，擔心缺席會否被當曠課處理。現時政策是深圳每日有2,000個「健康驛
站」名額，但要透過每日抽籤決定，在深圳隔離7天後，可能到其他省份還要再隔
離，因此非常不方便。

民建聯盼兩地商「逆向隔離」
陳恒鑌與議員梁熙在會上均指，隨着內地縮減檢疫日數，加上近日不少學生趕
回內地開學，通關配額供不應求情況更嚴重。民建聯多次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商
討「逆向隔離」方案，即入境內地前先在香港隔離7天，再到內地隔離3天，紓緩
內地酒店房間需求。梁熙引述陳國基透露，有與內地探討「逆向隔離」方案，甚
至提出香港隔離期間的管理模式及人員都由內地決定，內地部門正考慮有關
方案，特區政府會密切關注。
陳國基在交流會後見媒體時，被問及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進展，他表

示，一直無停止與內地討論通關問題，適時會公布詳情。

考慮到內地就業出路較適合自己，應
屆文憑試生李同學早前決定到暨南大學
文學院升學，她已「搖號」一個月仍未
能成功，亦曾試過搶金巴、搶機票，並
致電「人文關懷」通關，但被告知內地
升學港生不包括在內，到目前為止仍未
有辦法回到內地。她直言，大多香港專
上課程的註冊時間已過，擔心一旦未能
趕及，最終會變成無書讀，「暨大要求
新生在8月26日報到，因有較多港生，
校方容許延遲報到。但始終要22日才
可申請，我擔心仍有差池，而且我也聽
說，有些內地高校一過報到日子就等於
放棄學位。」
就特區政府或以包機或包車等方式作

出支援，李同學表示歡迎，「就算不是
直接到目的地，仍可再轉車，至少能盡
快回內地都是好事。」惟她同時提到，
即使今次能以「特事特辦」形式趕回內
地上學，但疫情持續下，擔心未來的長
假期仍會面對類似問題，「暑期、新年
等等，不知道會不會再次重演。」所以
希望長遠能為學生設立專用通道，免
「搖號」之苦。
獲中國政法大學取錄入學的張同學表

示，本身亦有獲本地大學工商管理學位
取錄，「但考慮後覺得不適合自己，而
且見到家姐讀法律覺得很有趣，於是選
擇了內地這所法律院校。」由於已放棄
本地課程的留位註冊，她慨嘆自己已無
退路，「假如最後被（內地院校）取消
學位，我會十分悲傷。」

機票酒店費用負擔沉重
過去一段時間，張同學都在處理到內

地事宜，「要搶飛、睇機票，『搖號』
亦不成功。」她感嘆，現時機票直飛北
京要1萬元以上，還有隔離酒店費用
等，不好意思加重父母經濟負擔，種種
狀況都令她束手無策。張同學形容，連
日「搖號」無望，金巴又充斥「黃
牛」，特區政府的支援措施是他們這群
學生的「最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陳國基：一直與內地討論通關問題 港生盼趕及註冊

學校9月開學在即，「健康驛站」預約難、機票貴，成為不少北上求學的香港學生眼下的難題。立法會第二次前廳交

流會昨日舉行，不少議員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有關情況表達關注，透露不少港生因有關情況感到不安，甚至有人因此

受到情緒困擾，最終放棄學位。有議員會後見媒體時，引述陳國基在前廳交流會指，特區政府關注事件，現與內地積極跟進

中，並會盡快公布安排，不排除包專機讓學生赴內地報到上學。有港生形容，特區政府的支援措施是他們這群學生趕及赴內地

註冊升學的「最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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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持續約3載，令香港與內地未能正常通關，不
少在內地有親人或生意業務的港人北上困難，更影響一眾北

上求學的莘莘學子。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先後採訪多名港生，
他們均擁有「北上夢」，部分人放棄香港學位報考內地院校的學

位，冀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然而，深圳「健康驛站」名額雖然
已由1,300個增至2,000個，惟仍僧多粥少，他們每日「搖號」也未能

抽到名額，訪問時言談間充滿焦慮，恐怕未能在註冊限期前成功回內
地報到便喪失學位，升學夢碎，香港大專院校派位結果又早已塵埃落

定，使他們猶如「半天吊」。
記者接觸的多名港生，均認為內地大學的學習氣氛良好，好不容易獲

內地重點大學取錄，希望能學有所成，且內地發展迅速，認為會有美好的
前景，相信畢業後不論留在內地發展，抑或回港工作都有優勢。

有港生直言獲得內地大學取錄，已放棄任何在港升讀的機會，若然未能
順利到內地升學，也沒有任何退路，因此極為擔心。事實上，記者與該些
港生傾談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徬徨心情，而他們也想過其他到內地的辦
法，包括改道到內地其他省巿，惟前往內地的機票亦被搶購一空，他們
亦無力負擔「黃牛票」，只寄望能循正常途徑經深圳入境，或以正價買
機票北上。

對於立法會議員楊永杰透露有獲上海交通大學取錄的港生，因未能
趕及回內地院校註冊而放棄學位，有港生感到極為可惜，他們也希

望深圳將北上的港生納入「人文關懷」名額內，增加他們成功入
境內地的機會，認為這要靠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巿政府積極商

討，惟時間緊迫，期望盡快推出新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港生神州尋夢
亟待兩地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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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第二次前廳交流會昨日舉行，不少議員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反映港生北上求學難等問題，有議員引述陳國基表示，特區政府現與內地積極跟進
中，不排除包專機讓學生赴內地報到上學。圖為第二次前廳交流會官員議員大合照。 立法會秘書處供圖

◆港生亟盼特區政府施援手，幫助他們趕及赴內地報到上學。圖為北京一間大
學的學生報到處。 資料圖片

◆港珠澳大橋往返珠海的「金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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