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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阻隔終有盡
跨境家庭將團圓

人大常委會將國安法釋法列入議程
詳刊A8

「咬牙熬了三年 感覺有些不真實」
「一開始以為我撐不過半年，但是為了生活和

事業，竟然咬牙熬了三年。」看到即將通
關的消息，港人張先生表示太過興

奮，仍感覺「有些不真實」。聽
聞通關的消息，張先生歡

欣鼓舞，和太太已
經 迫 不 及

待計劃起明年一家人的出行。

「通關後要常帶女兒來港行山」
家住在深圳羅湖的港人張先生，疫情之前每周一

從深圳來香港工作，周五晚上回深圳家中與家人團
聚。惟疫情一來，只能獨自留在香港工作。好在公
司比較人性化，一年有一個月左右的假，讓他回深
圳與家人團圓，但一個月左右的假期除去隔離 14
天，基本上只能在家呆半個月，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十分有限。對於通關以後的安排，他表示，
疫情之前的年假都是錯峰出去旅

行。這三年假期都用來留

着回家了，明年的假期要好好計劃一下，跟家人出
去度個假。

他坦言，疫情三年，讓自己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變
化。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風險管控的意識，看到疫情衝擊
之下，身邊好多朋友的事業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深感凡
事都必須「未雨綢繆」，並且想要做的事情就要盡快去
完成不能拖，否則很可能因形勢變化，短短時間內就
「物是人非」。

若說有什麼積極的影響，則是自己在香港養成了行山
的好習慣，既能融入自然也鍛煉了身體，「通關了以
後，要經常帶女兒來香港行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26日晚聽到1月8日通關的好消息，
心情豁然開朗，一陣驚喜，有雲開霧散的
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在港工作的何
先生原計劃請假回深圳與家人過元旦，欣
聞通關在望，決定調整假期，等到臨近春
節前再回家與家人團聚。
何先生家在深圳，平時工作在香港，周末回

家，是跨境上班族。他回憶，2020年春節後他
如常前往香港上班，當時內地疫情形勢嚴峻，
原本有機會再回一趟家，但考慮到不想前往擁
擠密集的地方就沒有回，誰知很快就封關，自
己也因此滯留在香港。何先生沒想到，自己在

香港一待就是3年，只在去年年中回過一趟深
圳。攢下來的假期，隔離就用了21天。這段珍
貴的家人團聚時光，成為他這三年最為快樂的
回憶：「我們一起外出吃飯，一起去貴州旅
遊，在酒店看電影……」
三年時光，未能陪伴兒子左右並提供一

些經驗分享，何先生不無遺憾。「疫情初
期每周都要和兒子語音或者視頻，如今更
多變成微信文字溝通。因為兒子長大了，
疫情發生時，他才初一，現在他已經高一
了。他似乎認為自己長成了男子漢，所以
不想動不動就和父親視頻。」他表示，雖
然通過文字溝通感覺到兒子更加成熟，但

缺少親密接觸，是作為父親無法彌補的一
大遺憾。

調整假期擬春節前回家團聚
何先生指，原本已向公司請了一個月假

期，計劃元旦回深探望家中的老人。「他
們都有基礎病，近期又感染了新冠病毒，
十分擔心他們的健康。」但好在近兩日大
家已經逐漸康復。何先生也決定，既然通
關在即，便調整假期等到臨近春節前再回
家與家人團聚。「除了恢復以前的通勤節
奏，還更期盼出境遊能盡快開放，帶着家
人出國旅行。」

陳先生和太太此前均是香港保險代
理，主要客戶來自內地，疫情之前

經常往返深港兩地，而事業亦正在穩步上
升期，團隊規模不斷擴大。疫情一來，業
務全部剎停，組建的團隊亦難以為繼。他
不得不重新規劃事業，太太則陪上學的女
兒留在香港。
由於過往客戶主要在內地，積累的人脈
資源也主要在內地，陳先生選擇留在深圳
繼續發展，現時在深圳南山一家物流企業
工作，公司有不少出入境相關的業務，正
好契合自己過去熟悉兩地的優勢。但是隔
行如隔山，也要面對不小的挑戰，需要努
力去適應。「為了離客戶近一些方便工
作，自己也從羅湖的家中搬出來，住在了
公司附近一個朋友提供的臨時住所，想不
到這一住已經一年多。」

往返兩地隔離8次逾百天
他感慨，2020年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

周遭還普遍樂觀，他和太太也維持了之前
的決定，在香港置業。「2020年在疫情之
下買房裝修入住，所以那一年光來回兩地
隔離就有4次。」
陳先生算了算，三年往返兩地總共隔離

8次，其中返內地隔離6次，由深圳回香港
居家隔離2次。「3年內被隔離總日子超過
100天，平均每次做核酸還有住隔離酒店
吃飯種種費用加起來要將近一萬元港幣，
3年保守開支達到6-8萬元港幣。這對普通
老百姓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其間還因為一些誤會與防疫人員產生一些
矛盾，至今難忘。「當時大家壓力很大，
互相有抵觸情緒。」隔離多了有了「經
驗」，陳先生深深理解大家在其中的無
助，熱心的他總是想辦法幫助有需要的朋
友。近期有朋友因為內地長輩生病返深，
在隔離酒店中心急如焚，陳先生除了幫忙
安撫，還幫忙聯繫醫院醫生。「都知道太
不容易了。」

陳先生最近一次回港是3月份太太生
產，陪着太太坐完月子，5月又回到深
圳，完成隔離後繼續工作，一家人的合
影，最多就是視頻截圖，跟女兒兒子的交
流也僅限於視頻，陳先生每每說起，唏噓
不已。「小兒子剛出生這幾個月變化非常
大，現在已經開始會叫爸爸了，會坐着，
甚至開始要爬，調皮了起來。」說起牙牙
學語的兒子，陳先生掛念不已。「還有女
兒，今年是升學的關鍵年份，學習壓力很
大，而且快進入青春期有很多自己的想

法，這個時候親子關係也重要。」

長期缺席家庭 難懂孩子心思
他無奈地說，雖然每天跟孩子們視頻

聊天，但長時間不在身邊，不能送送小
禮物，孩子的心裏波動看不出來，很難
深入了解女兒的心思，幫忙排解一些情
緒，這些養育的重擔只能壓在太太一個
人身上。「今年春節，如果疫情沒有其
他變化，我希望一家在香港，平平安安
過個好年。」

兒子出生至今只見一面「通關後我要回港抱抱兒女」

◆受疫情阻隔的
陳先生一家四口難
得同框合影。

受訪者供圖

「少了陪伴兒子
無法彌補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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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8個多月

了，從出生到現

在只見過一次，通關以後我要回香港家裏去抱抱他和女

兒。」兩地通關終於有了時間表，陳先生臉上的笑容早已抑制不住，

話中滿是開心和興奮。

過去三年，對於分隔兩地的陳先生和太太來說並不容易，「這三年，我們在

香港買了房，有了房貸，事業受阻，投資也不如意。」三年裏最大的正能量，

就是二胎的降臨。「兒子的到來，給我們陰暗的日子增添了陽光和希望。」

陳先生一家的三年，是跨境家庭這個群體在疫情之下生活的縮影，家人

分隔兩地成了非正常的「常態」。三年間，陳先生往返兩地經歷8次隔

離，努力盡到一家之主的責任，太太留港與母親一道承擔起兩個孩子的教

養，一家人為了生活、為了團聚付出更多的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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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2021年回深圳
期間，陳太太懷了二胎，全家
都十分歡喜。但由於要帶女兒
返回香港上學，整個孕期檢查
她都只能獨自前往產檢，孕後
期不到30周即先兆早產，正
遇上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還要兼顧獨自在家的女兒，手
忙腳亂，至今難忘。「還記得
我準備出院那天，馬上手續就
辦完了，突然醫院說有陽性病
例來到產科，等了快一個小
時，說轉到別的地方去了，我
們才出了院。」
陳太太回憶，當時香港疫情

十分嚴重，每天新增數萬人，
自己也很擔心小孩在產房會受
感染。她猶記得，當時深圳衞
健委為網上留言求助的孕婦開
緊急通道的新聞上了熱搜，甚
至萌生了想回深圳的念頭，特
別研究了在隔離期間萬一生產
會怎麼處理。回深還涉及女兒
求學的問題，行動派的她又多
方了解深圳的學位，聯繫港人
子弟學校，但最終因為考慮到
女兒升中的選擇，沒有成行。
「學位都已經找到了，但是思
慮再三，既然當初給我女兒選
了九龍城校網，就不想再繞彎
路了，學校的環境好一些，讓
她能夠多自由發揮一點。」

「不久前女兒學習遊記特意問我去過
哪些地方，我翻開以前的照片，那時候
旅行經常是說走就走，格外灑脫。」眼
看通關在即，陳太太也希望一家人能夠
重聚，業務能夠復常。「像之前那樣，
周末帶女兒回去學跳中國舞，可以正常
見客戶約簽單，已是最大的心願。」

▼2019年2月3日，臨近農曆新年，出
入境旅客匯集在香港西九龍站口岸，當
中不乏一家大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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