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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漂回家記（三）——鬆弛與緊張

深港商務合作回暖 前海港青「搶商機」

復常中的內地古城開封，街上、商場
裏、夜市中的人流幾乎恢復到疫情前，也
總能看到好多省內其他城市的車輛，包括
臨近城市鄭州的不少市民，又恢復了疫情
前喜歡來開封吃夜市的習慣，這好像是大
家在走向全面復常的過程中，提前淺嘗狂
歡。我觀察到市民普遍還是戴着口罩，但
也會有人偶爾去掉口罩拍照、吃小吃，也
不時聽到路過的市民和同伴閒談說起自己
中招的感受，明顯沒有了之前「聞新冠色
變」的緊張，城市氛圍鬆弛了不少。

過去幾天和一些小店店員閒聊，因為從
事服務行業，他們通常都是復常路上首批
中招的市民。他們說自己在中招前也害
怕，但自己和周圍人都是中了之後幾天就
康復，也就沒覺得可怕了，反而心裏還比
之前多幾分安穩。他們說，過去幾年疫情
下生意很受影響，但家裏的開銷、房貸都
是逃不掉的開支，日子過得很難，但現在
終於可以走向復常了，今後可以正常上
班，日子也有了保障和盼頭。

不過，這座古城雖然看似鬆弛，仍有人
在緊張防範，特別是有長者的家庭。有的
家庭是子女靈活排班，確保始終有人陰
性，能照顧長者，也有的家庭是固定人員
照顧長者，其他人減少或暫時取消探望，
還有與長者同住家庭雖然迎來在外子孫回
鄉團圓，但為了保障長者安全，要把長者
送到其他親戚家暫住……大家都在想盡辦
法「躲着」病毒，儘管心知這樣的方法不是
長久之計，我感受到，不少人還是對長者
接種疫苗持觀望態度，特別是有90歲以
上長者的家庭，是否為長者接種疫苗是他
們反覆斟酌仍舉棋不定的難題，或許這也
暴露出一些地區對長者接種疫苗的科普和
宣傳依然有待加強。

內地古城復常景象
【掃碼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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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探病父免留憾
孝順女：可能是見最後一面 預早請長假今由文錦渡北上

工程從業者：

睇廠「解凍」戶口
約見拍檔「飲返杯」

心臟科醫生：

病人等了三年
久盼親身診症

◆張女士昨晚執拾好行李，準備今
日經文錦渡口岸返回內地。

▼紀醫生（左）非常期待
今日過關為深圳的病人

親身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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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港有序恢復通關，
兩地市民翹首以盼，各種商務合作也逐漸回暖。有在前海、河套
創業的港青紛紛摩拳擦掌，推進兩地業務，搶通關商機，有的港
青已提前回港開展商務會談。
港青詹培勳在預約系統上線當天就迅速預訂18日由香港到深圳

的名額，「準備16號回香港逗留幾天，許多之前談好的合作終於
可以落地推廣了！」
詹培勳2021年由香港北上深圳，加入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劉明創

辦的一清創新團隊成為聯合創始人，聚焦商用低速無人車。一清
創新在內地多個城市已經開展應用，香港亦是未來的重要市場。

業務研發合作恢復順暢
此前，該團隊與香港科技大學智能自動駕駛技術中心聯合研發
的Hercules（一清夸父）已經獲得香港運輸署頒出的全港首張無
人駕駛正式牌照，相關車輛可在香港指定道路運行。「目前已經
跟香港的一些機構達成戰略合作，通關之後，需要迅速落地推
進。」由於公司的許多投資人也在香港，復常通關以後，他們就
可以和投資人更方便地進行溝通，對企業的發展也更有幫助。
前海港青團隊創立的茶飲品牌CoasTea近日則在福田中洲灣開

設第四家分店，品牌主理人當咦表示，店舖選址均着眼港人聚集
的商圈，如萬象前海等地，是次新開的中洲灣為旗艦店，位於疫
情之前港人雲集的上下沙商圈，希望復常通關之後吸引港人，
「前幾天（首階段復常）通關的消息發布以後，已經有不少香港
的朋友預約通關以後過來探店。」
她介紹，近年來不少香港年輕人熱衷北上深圳探店，品牌主打
「潮汕工夫茶」概念，以中式茶飲和特色小吃為核心，致力於探
索更吸引時下年輕人的茶事生活方式。品牌已經與在深的一些香

港機構達成合作，為他們打造伴手禮盒，復常通關之後，還計劃
與香港的一些文創機構進行合作開發新的產品。「之前已經與香
港的一個藝術空間進行了深入的洽談，他們希望為一些藝術作品
搭配茶藝文創產品，但此前因為兩地運輸不方便暫時延緩，通關
之後合作可以重新啟動。」
萬家智控有限公司董事林恆一2016年北上前海創業，組建研發

團隊，成功打回香港市場。林恆一計劃復常通關以後，首先着手
開始招聘擴大研發團隊，並開展與內地公司的業務合作。
立足兩地發展，他也深深受惠於深港合作的逐步深化。近期公

司接到香港一家房地產發展商北部都會區住宅項目，「共有1,600
伙住宅單位，我們結合了智能家居及智慧屋院，為其提供智能房
地產的開發。」他認為，疫情三年鍛煉了公司的管理和業務能力，
疫情前組建好的前海研發團隊成功支撐了香港市場業務的順利交
付，也讓他更有信心將業務逐步拓展到大灣區內地不同的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
新冠疫情肆虐下不但普通巿民
北上探親難，在內地有業務的
專業人士也由於不能隨意返回
內地而大受影響。心臟科醫生
紀寬樂持有兩地執業資格，還
在深圳開設了診所，然而過去三年因未能免檢疫通關，令紀醫
生未能離開香港前赴深圳的診所為內地病人診治，其間只能以
遙距為病人視像診症。在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安排後，他立即預
約首天的通關名額，今日前往深圳的診所為等候了三年的病人面
對面診症。

紀寬樂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特區政府甫
推出通關名額的網上預約系統後，他就立即搶先進行預約，並順利
取得名額，在今日首天恢復免檢疫通關時由落馬洲口岸過關進入深
圳，回到當地的診所為病人診症。

視像診症難查準身體狀況
他表示，過去三年，由於未能如疫情爆發前往來港
深兩地，唯有一直為深圳的病人進行遠程跨境視
像診症。不過，雖然能夠遠程透過看病人的醫
療報告，以及聽取深圳醫生描述病人的情況，惟始
終比不上親身面見病人為其診症好，「親身見到面，就
可以直接觀察以及判斷病人的病情變化，還可以自己用聽
診器等檢查病人的身體情況，尤其是老人家的身體狀況肯定
要見面用儀器等謹慎判斷，但視像診症肯定做不到。」
紀寬樂表示，他今日會為三名已提前預約的病人進行診症，又笑言
自己對此非常期待，因為這些病人已等了他三載，「那些病人聽到要
通關，都立即聯繫我，問是不是可以去內地為他們看病。」時隔
多年再北上，他打包的行李內除了衣物外，其他均是為病
人準備的藥物。他說，今日過關到深圳後，中午時將
邀約診所的同事共晉午餐，感謝他們過去幾年的
付出，「過去幾年，深圳診所都堅持開門診
症，這段時間經濟不好，他們工作
亦都好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本港有不少商人覷準內地
發展的機遇，早已到大灣區各內地城巿投資發展，但由
於新冠疫情下，到內地需要隔離，花費不少時間及金錢成
本，令跨境經商人士這幾年往來兩地做生意、探視廠房的
時間大大縮減。從事建築及環保工程的譚子翀，過去三年未
再到內地約見生意拍檔傾談和巡查內地的廠房，故當香港特區
政府日前甫公布首階段復常通關安排，他立即迫不及待上網
申請了由深圳灣口岸進入深圳的名額，相約生意拍檔在
內地「飲返杯」，以及巡視內地廠房情況。

譚子翀是崗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行政總
監。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冠

疫情下北上難，因此他在過去三年間只得通過打
電話及網上會議處理生意事宜，但不能與客戶及公司

夥伴面談始終不方便，「我們是搞工程的，有一些相關
的工程物料例如石屎等，在電話或視頻會議內介紹，始終是

解釋不清的，肯定是親眼看到實物比較好，在疫情下又沒有辦法
帶客戶去親自看，對做生意造成一點影響。」這三年間，他也未有和

合作夥伴見面。今日終可過關到深圳，他對今日彼此再相見感到非常激
動，又表示已提前準備了手信，包括過年禮盒給予內地的夥伴，並會
與夥伴們聚餐，大家「飲返杯」以聯絡感情。他又計劃由深圳北站
搭乘高鐵前往廣州等地的廠房進行巡視，「這幾年也沒有過
去，要去看看物料等情況。」

除與內地夥伴相聚和視察廠房外，譚子翀更表示，
他本身在內地的個人戶口，由於已超過一年未

有使用而遭到銀行凍結，因此今日到內地
後，亦要到當地的銀行辦理手續

「解凍」戶口。

疫情令無數家庭忍受分

隔兩地之苦，也令無數港

商無法親力親為打理內地

業務，幸隨着今日香港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所有不便和相思迎刃而解。對內地父親命

危一線的張女士來說，復常通關有望讓她避過留下一生的遺

憾。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內地父母都感染了新

冠病毒，母親沒有大礙，但父親就危殆，剛好內地與香港明天

（今日）恢復通關，我馬上請假，復常通關首天便回內地。」

憂心忡忡的她昨晚一邊執拾行李，一邊飲泣說：「可能是見父

親最後一面，好彩還趕得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祖籍四川成都的張女士早年移居香港，與丈夫及兒子生活。疫情
前，她不時回鄉探望年邁父母，但疫情爆發後，她無法親身回

鄉了解情況，無時無刻都為身在內地的父母擔心。「由於疫情關係及
在港有工作，故已有一段時間未回成都與父母及胞姊團聚。」

內地雙親染疫父病危
她日前接獲內地親人通知，父母雙雙感染新冠病毒，其九旬母親服用
藥物後已無礙，但父親病況則嚴重，「他器官也出現問題，目前在醫院
留醫，我接到他病情危重的消息，因此便向我工作的超巿主管請假，講
述了父親情況後，即獲得批假，暫時請了20天假，而剛好政府公布（首
階段復常）通關安排，方便返回內地。我已趁明（今）日（免檢疫）通
關（首日），預約了名額由文錦渡過關北上。」
張女士坦言，父母年事已高，但自己有工作在身，過去三年都有勞已

退休的丈夫承受檢疫之苦回鄉探望，「兩老已屆90歲，而父親亦患有老
人癡呆（認知障礙症）問題，但我在超巿工作，22歲的兒子亦有工作在
身，故由已退休的丈夫代我回去看望父母，而他去年初回去仍要隔離14
天。」
現在，香港與內地今日開始落實首階段復常通關安排，免除隔離檢
疫，令張女士趕得及回鄉。她直言：「可能是見父親的最後一面。」

她計劃今日經由文錦渡過關到深圳，停留一晚後明日搭乘航機飛
返四川成都探望病父。「由深圳搭機票價只要千多元，但在香港
直航則貴很多，為慳錢所以先到深圳，再由深圳坐飛機去。」

◆前海港青團隊創立的茶飲品牌CoasTea近日在福田中洲灣
開設第四家分店，希望吸引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