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立法會新界
西南選區候選人陳恒鑌

為希望免檢疫通關的持份者
發聲，發起「爭取通關意向
聯署大行動」。同區候選人
還有陳穎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眾受訪者只有
一個卑微的期盼
─盡快恢復正常
通關。 資料圖片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上年和今年
都係一樣，根本冇辦法提前去隔離，
21天隔離時間太長，都來不及見最後
一面同處理喪事。」控關兩年期間，
40歲的張小姐在內地的父親及家翁相
繼離世，那份錐心之痛非筆墨能形
容，7日她帶住小朋友簽署支持恢復
正常通關。
張小姐表示，自己的父親剛於上周
離世，未能見到他最後一面，非常傷
心及遺憾。而丈夫的父親於去年3月
過身，丈夫亦無法返內地見老人家最
後一面，「就同小朋友講爺爺、公公
上咗天，佢又太細完全唔明自己到底失去咗咩
嘢。冇帶佢去見兩個老人家最後一面，覺得佢
以後長大咗都會覺得遺憾。」
不過，最叫她操心的還是丈夫80幾歲的母
親證實患腦退化，孤身一人在青島無人照
顧，「嗰邊啲親戚隔得好遠，唔係好熟，後
生一輩又要返工，冇時間經常上門照顧老人
家。」
婆婆身體狀況令她生活不能自理，日常生活
都是難題，「婆婆腦退化咗，一個人喺屋企，

我哋唔准佢出門，因為佢出門就
唔記得自己喺邊度，點樣返屋企
都唔知，有時喺屋企自己跌低都
唔知道要爬起來，食嘢沖涼都係
難題。」
張小姐與丈夫因為控關不能返
內地貼身照顧母親，感覺非常擔
心及無奈。「婆婆咁嘅身體狀況
一個人喺內地，無人可以整日照
顧，我哋肯定好擔心啦，但返去
要時間同金錢成本，冇咁容易話
要返就返。」
張小姐的5歲兒子亦開始要物色

小學，學業不能耽誤，而丈夫的事業也不能耽誤
過長時間，因此自己目前處於兩難處境，「個仔
返學有好多事要處理，如果我返去照顧老人家，
小朋友冇人照顧，丈夫都唔得閒去搞小朋友學業
嘅嘢，亦都冇可能叫小朋友唔好返學、老公唔好
返工，同我一齊返去，所以非常為難，諗到頭
大。」
張小姐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解決「通關碼」的
問題，爭取早日恢復正常通關，令他們以及類
似情況的家庭可返去老人家身邊盡孝。

蘇太太一個人帶
住 10 歲的兒子在
香港生活，而丈夫
在深圳工作，一條
深圳河把一個家庭
分隔兩地近兩年。
「丈夫要返工不能
過來，小朋友要返
學不能過去，無論
哪方都不能輕易進
行 21 天 的 隔
離。」
蘇太太表示，有
段時間兒子可以網
上上課，曾想過帶兒子返深圳與丈夫相聚，
「但網上課堂同面授課堂肯定唔同，老師無法
實時同小朋友講解功課，而小朋友亦都需要同
佢啲同學進行交流，要有正常嘅社交，返咗去
肯定冇。」

兒子已兩年沒法與爸爸
見面，也影響情緒，「佢
睇到其他小朋友有爸爸接
放學，佢冇，都會問我點
解自己冇爸爸來接，仔仔
非常失落、傷心。」蘇太
太認為一個家庭中，父母
有不同的角色分工，而爸
爸「缺席」兩年，代表了
小朋友失去接受爸爸的教
育兩年，對小朋友有較大
影響，「8歲到10歲都係需
要爸爸教育嘅黃金階段，
而有些教育係身為媽媽畀

唔到嘅，有些事情只能爸爸先做到，所以覺得
冇爸爸教育對小朋友嘅性格都有好大影響。」
蘇太太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多點為與他們類似
狀況的家庭考慮，盡快恢復正常通關，讓他們
可以一家人團圓相聚。

65歲的張女士與丈夫受控關影響
在港獨居，兩年無法與內地的兒孫
見面。
張女士說孫兒們非常可愛，而兩
年間在中秋節、春節等一家團圓的
日子都無法相聚，感覺十分傷感，
經常因為思念兒孫而流淚。
「之前這些節日可以團聚，年年
都過去，家冇得一齊過，日子差
得遠，一諗到佢哋整日都要流眼
淚。」
控關期間，他們雖然能與親人視頻通話聯
繫，但只能稍微緩解思念之情，「每次同孫
視頻，佢都會話嫲嫲快啲返，我好掛住你
啊，喊到我眼淚都出，視頻雖然可以見到
都係隔住一層，同親自見面接觸肯定唔

同。」
張女士現在最小的孫子已經5
歲，她及丈夫都未能親自見證孫
子成長，感覺遺憾，「小朋友一
段時間變化好大嘅，3歲到5歲
成長期變化肯定好大，冇得親自
見到都覺得好遺憾。」
此前，張女士想過返內地，但
隔離成本太高，需不少金錢以及時
間，「家要隔離唔敢返去，要
（隔離）21天，時間太長，又要

唔少錢，喺酒店隔離好似『坐監』咁，老人家頂
唔順。」
她希望能夠盡快恢復正常通關，令他們以及類
似情況的家庭可以與家人團圓相
聚。

●張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嫲嫲：隔離似「坐監」內地孫：我好掛住你 來自福建省的25歲彭先生在香港理工大學留學
4年，現時剛畢業沒多久正從事保險行業。彭先
生表示，控關使他首次與家人分隔那麼久，第一
次體會到「每逢佳節倍思親」是什麼滋味，「之
前寒假、暑假、放假都可以回去福建探望家人，
與他們相聚，因為時間不會相隔太長，所以自己
不會非常思念家人。控關之後無法回去，春節一
個人在香港的時候，就真的第一次感受到獨自一
人身處異地思念家人是什麼滋味。」

嘆來回隔離時間太長 成本太高
彭先生剛與在大學相識的女朋友註冊結婚，
雖然現時香港酒樓宴會的防疫措施放寬，但短
期內不會考慮舉辦酒席，起碼要等到恢復正常
通關，才返福建辦酒席，或者接父母來港補辦
婚禮，「雖然妻子的父母對此有點意見，但是
那麼重要的場合父母肯定不能缺席啊，所以我
寧願推晚一點，等父母在再舉辦。」

他直言，難抵思念之苦，今年
年初寒假期

間往福建與親人相聚，回港時差點趕不上學校
的課程，而來回的隔離時間太長，成本太高，
「來回隔離的時間加起來有35天，住隔離酒店
的錢加起來都有差不多兩萬元港幣，回來香港
時還差點錯過開學時間，當時真的非常緊張、
害怕。」彭先生表示，當時能夠與父母相聚過
春節真的非常開心，雖然只有短短相聚幾天，
但回家一趟的成本真的太高，家中亦非富有，
最重要的是差點耽誤學業，彭先生認為付出的
代價太大，因此這樣任性的決定只許一次，而
以後亦不再有。
控關更令彭先生覺得自己好像被困香港，但
幸好有妻子及朋友陪伴，還是能夠繼續堅持，
「如果真的一個人在這邊，沒有家人沒有朋
友，又回不去，真的會堅持不了，會瘋掉
的。」他身邊也有不少情況類似的港漂、及在
香港工作的內地人，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早
日恢復正常通關，令與他遭逢同樣窘境的香港
內地人隨時可以回鄉，而毋須承受沉重的時間
及經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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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患腦退化 港夫婦難返身邊盡孝

●張小姐帶小朋友簽
名支持恢復正常通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小朋友在遊樂場遊玩，只有媽媽的陪伴。
蘇太供圖

父深圳返工難返港 子放學：點解冇爸爸接

與父母分隔兩地 寧推遲結婚擺酒

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成為全港市民最迫切的頭等大事，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不少港人的親朋好友都在內地，控關措施隔開的不只是

關口，還分隔兩地親友，令他們無法相聚，更令不少港人無法見到內地至親的最後一面，其悲痛與遺憾之情難以形容。有見及此，民建

聯7日在荃灣發起「爭取通關意向聯署大行動」，讓市民在街頭及網上簽名，請求特區政府早日落實恢復正常通關，首日在街頭及網上

已收集超過3,200人簽名支持活動。每名聯署的市民，背後盡是段段骨肉分離的憾事，其中不僅有無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而悲痛不已的

女兒，也有夫妻分隔兩年、小朋友兩年沒法與爸爸相見，亦有獨自來港升學及工作，兩年來與親人無法相聚的港漂。他們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只有一個卑微的期盼──盡快恢復正常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女兒無法見父最後一面悲痛不已 夫妻分隔兒兩年沒見爸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特區政府11日開始為特定群組接

種第三劑新冠疫苗，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7日表示，目
前已約有3.5萬名巿民預約打第三針，會視乎
反應以及接種中心處理能力，將盡快擴展至
其餘的年齡組別，讓所有已接種兩劑科興疫
苗已滿6個月的巿民，再接種第三劑疫苗。
香港政府安排60歲或以上及免疫力弱人士
等，本周四起先接種第三劑疫苗。對於上周

五首天接受網上預約時有2.45萬人登記，但
第二天只有1萬餘人，令兩天只有3.5萬名巿
民預約打針，聶德權7日早出席電視節目時
則表示，暫時未能評價反應好壞，因為巿民
除了可以網上預約外，亦可到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取「即日籌」接種。

盼提供誘因 未用嚴厲措施
問到若然反應冷淡，會否考慮規定C類、
D類食肆員工和食客均要接種第三針，聶德

權則表示現階段應令市民明白第三針的重要
性及提供誘因，未必要用嚴厲的措施，「第
三針接種就好像第一、第二針，我們都是這
樣去推動，所以第三針最重要都是讓市民知
道，哪些人士到了時候是需要去接種第三
針，亦按政府安排盡早接種。」
他指出，根據香港衞生署轄下科學委員會
建議，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後超過6個月都
應該打第三針，但需要分階段落實，特區政
府將會視乎未來數周接種情況等，以決定擴

展至全民接種。
「我們會分開，第一步會是較高危群組，
即是60歲或以上的人士、醫護人員、長期
病患者，以及工作環境本身有較高暴露風險
和較易傳播新冠病毒的人員，另外再有一些
免疫力弱的病人。這些組群的人士，如果之
前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已夠6個月，便會
需要先接種第三劑疫苗。我們星期四開始第
三劑疫苗接種後，會看接種情況和所有疫苗
接種中心處理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話，當然

我們將會盡早擴展到其餘的
年齡組群。」至於接種了兩劑復
必泰疫苗超過6個月的人士，究竟何時
需要接種第三針，聶德權則表示屆時會有公
布。
聶德權本身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他表示
自己是抗疫一員，故屬於優先群組，因此也
會接種第三劑疫苗，「第一我肯定會打第三
針，至於打哪款疫苗就賣個關子，留待屆時
接種後才告訴大家。」

聶德權：兩天3.5萬人預約第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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