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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暉說，去年是第一次因疫情原因，無法返港與媽
媽過節，但湊巧的是，剛好有朋友要回香港，就拜

託了對方帶着自己跨越兩地的祝福，買花送給母親。「當
時媽媽收到禮物非常開心，也很意外，一直說心意到就
好，家人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禮物。」

過節堅持儀式感 今年改視頻聚餐
「我家裏比較重視節日的儀式感，自懂事起，每年母親

節都會有過節的氛圍，也習慣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為媽媽慶
祝。」
今年母親節，張浩暉是在忙碌工作中度過的，「我負責

下沉市場的平台活動，要跟進相關貨品的售賣和發貨等工
作，只有晚上才有時間。所以就想到一個特別不一樣的方
式，就是和爸媽晚上『視頻約飯』。」他原計劃是從「視
頻做飯」到「視頻吃飯」，但因工作太忙，處理完公司的
事情，就只能點外賣了。
去年年底，張浩暉的媽媽到深圳小住了兩個多月。每天

早上，他都能吃到營養早餐，加班晚歸也有靚湯等着。
「我和我媽之間的感情好到不會刻意地說一些話，但她非
常地了解我。自從到深圳工作後，就一直囑咐我，要做這
個年紀該做的事情，去努力成就一番事業，不過再忙碌也

要注意身體健康。」張浩暉稱，自己工作後才越發地理解
父母的艱辛，更加認識到家人的重要，雖然這些是老生常
談的話，但媽媽說出來的溫度還是更暖心。
看着視頻裏，媽媽做了他最喜歡的蓮藕湯，張浩暉說自

己實在是太想念了，心裏還是有些許難過，「我現在最大
的願望就是疫情結束，早日通關，回到疫情前那種想見就
能見面的日子。」
「被疫情切斷線下見面的日子裏，我也依然要讓媽媽

感受到『同步相聚』的喜悅。」港青Sherry Lee去
年7月參加大灣區就業計劃來到深圳工作，與其
他在灣區工作的港青一樣，平日完全靠視頻
通話、微信消息與媽媽保持聯繫。她和媽
媽間就像姐妹一樣，工作中的收穫、生
活中的困難、疫情期間的擔憂，甚至出
門踏青、打卡有趣小店、刷劇觀影等
都會同步分享，讓媽媽同時獲得一種
「在場感」和「參與感」。
隨着年齡增長，個人與社會接觸

面不斷延展，Sherry Lee說她漸漸
明白和理解媽媽的的辛勞。「由
於終日忙碌，許多年輕人忽略了
對母親的問候和關心。」Sherry
Lee表示，這些年輕人也非常愛父
母，但是情感表達比較含蓄，又常年
在外難以成為「貼身小棉襖」，於是

便在節日期間對父母進行集中式關愛，譬如臨近節日才
「突擊盡孝」，大批量地網購和「清購物車」，卡點送禮
物，遠程用物質來傳遞愛。「其實媽媽們的感情需要，更
多的是潛藏在看似不經意的話語間，要留心，才會聽清、
看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
道）「從我降世，一開始，到永遠，不
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動力和意義。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5月8日上午，當港人熟悉的
歌曲《世上只有》的旋律響起，數十名
分別居住在滬港兩地的孩子和親人們，
不約而同隔着電腦屏幕一邊輕輕哼唱，
一邊拍起了手，拉開了這場「滬港家庭
母親節幸福頌親恩」線上特別活動
的序幕。活動請來紫菁少青發展
中心和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的老師們，現場為孩子們講
故事，教他們與家人一起
跳操、做手工，並透
過視頻和在港親人
互 致 節 日 問
候，吸引
了60多
名 滬
港

兩地親友參加。

在滬女孩：我好想你們
老師們教孩子們製作心意卡，粉色的

卡紙被剪成一朵鮮花，孩子們將花蕊剪
成愛心形狀，貼上很多裝飾，並寫滿祝
福語。孩子們隔着屏幕向香港的親友揮
動心意卡，大聲表達節日祝福，也吸引
了很多在港的祖父母來到屏幕前。一位
英文名叫Bella的小女孩，一邊拉着母親
在屏幕前比畫出愛心，一邊對着香港的
公公婆婆大聲說：「我好想你們！」而
Bella祖父的回答也代表了很多香港親人
的心聲：「大家保重！希望快點通關，
能到上海看你們！」
活動的策劃者之一、上海香港聯會副會

長、滬港青年會榮譽會長麥德銓說，由於
疫情關係大家都不能親身與在港親友相
聚，所以想到用「雲相聚」方式讓滬港兩
地親友心連心，互動傳遞心意，共賀母親
節。
麥德銓還介紹，從4月開始，他們還

在上海相繼舉辦了「和睦家庭線上講
座」、「青少兒粵語打卡活動」及「電
影療癒情緒工作坊」三個線上活動，幫
大家在疫情期間互助、互動、互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在廣州工作的香港女孩陳沅彤，由於今年疫
情無法返港，她只能隔空為身在香港的媽媽
度過節日。
陳沅彤是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外派

廣州助理研究員，同時兼任論壇旗下內地港
澳青年學生之家項目副經理。媽媽原本希望
她能夠在香港工作，但看到她很鍾意如今這
份工作，又為她感到高興，鼓勵她放膽拚
搏。「媽媽一直在關注我，我每發一條生活

或工作的朋友圈信息，她總是第一個點讚；
看到網絡上和報章上有關於我的報道，她也
會第一時間收集起來。」
為了陳沅彤的學業和事業，媽媽放棄和犧

牲了很多。早年，林女士在香港開設了一間
藝術培訓中心，每次放學，女兒會去到她工
作的店。到了高中，陳沅彤到了升學關鍵時
期，媽媽認為培訓中心嘈雜，提供不了很好
的學習氛圍。
「她乾脆關掉了培訓中心，犧牲了自己的

事業，做起全職媽媽，只為我提供一個更好
的學習環境。」陳沅彤說，她一直感謝媽媽
的付出。今年母親節，陳沅彤提前一個月，
看視頻自學製作了針織康乃馨，並將它連同
一些護膚產品一起寄到香港。「剛好在母親
節前夕收到了這份禮品，媽媽很高興，第一
時間發了朋友圈，分享她的喜悅。」
陳沅彤說，疫情結束後，她會更多地回香

港陪伴父母，也會帶他們到自己工作的城市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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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母心切
Issue Wong：

媽媽在哪，家就在哪，希望她平安喜樂。在深圳創業快三年
了，周末加班吃外賣的時候總會想起媽媽做的飯，特別愛吃她做的

排骨蓮藕湯和魚糕，每次回家桌上必備的就是這兩道菜。因為疫情，不
能隨意跨境，已經好久沒吃到她做的菜了。

洪澤豐：

平時基本都是吃外賣，疫情被封住的時候，自己嘗試做菜，做得
一塌糊塗，為了不餓肚子也吃完了，那時候特別想媽媽，她做的洋
芋蒸飯味道真的是一絕。

溫琦：

以前覺得媽媽說話超級大聲、平時愛囉囉嗦嗦、燈忘
記關了又要罵、房間忘記收了又要罵、為幾塊錢都要
講價，工作後才慢慢懂得，媽媽撐起一個家真的很
不容易，自己在需要她的時候，媽媽也很需要多點
被關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在深港青：最大願望就是回到疫情前
想見就能見的日子

◆張浩暉的
母親與他打視頻電話，
線上「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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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浩暉和媽媽昔日張浩暉和媽媽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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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沅彤媽媽林女
士收到女兒的禮
物，十分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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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滬讀書的Bella和媽
媽一起隔屏幕向香港的
公公、婆婆傾訴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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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5月8日零點，在深圳前海工作的港青張浩暉給媽媽發了

條祝福短信後，才安心放下手頭工作進入夢鄉。因香港疫情反覆，無法通關已兩年多，很多港青都留

在了深圳過節。張浩暉說，已經慢慢從第一年的不適應開始習慣，度過這些有紀念意義的特殊日子。

「港青群裏好早就在約母親節聚餐，大家打算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分別跟媽媽打電話、視頻，報平

安、送祝福，讓沒能見到面的家人，知道自己在外一切安好，讓雙方有心理上的慰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80後」港青葉興華是粵港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佛山南海工合空間的聯合創始人兼CEO。
今年，他將媽媽接到內地生活，也首次在內
地和媽媽度過了一個母親節。
葉興華媽媽現在暫居中山，因為當地在母

親節當天（5月8日）突發疫情，加上工作原
因，他留在了佛山。上午，葉興華與母親視
頻連線，送上節日祝福。
雖然兩人身處兩個城市，但同在珠三角，

對他來說，已經很滿足，因為沒有了粵港通
關不便的難題。
「2015年，我決定把事業重心放在珠三角

的時候，母親還是很擔心的。對她來說，家
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不過，看到我現在
的工作發展得好，又有價值，她也很滿意，
時常鼓勵我。」
不過，葉興華也希望，能夠和父母不再分

居兩地。為此，今年春節後，他首先把媽媽
接到內地，並決定以後定居在佛山。

近期，葉興華在佛山南海已置業，距離他
上班的地點步行僅10餘分鐘。這裏有很大的
生態公園，非常宜居；同時，這裏距離廣州
南站僅5分鐘車程，往返香港十分方便。對父
母來說，是安享晚年的理想之地，這也是他
在這裏買房的重要考量。
「這裏的樓價只有不到香港的五分之一，

養老的環境也很好，交通方便，可以很方便
地去到祖國各地。」葉興華說，父親節前
後，還將把爸爸接到內地。

佛山創業小成 買樓接父母定居

�/%�/%�/%�/%

��

母親節母親節

快樂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