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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冬至吃頓餃子 來年過好日子
京城餐飲業開始回暖 多處餃子館食客爆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隨着防疫政策的

調整和一批感染患者陸續康復，北京在冬至日迎來久違的煙

火氣。適合冬季聚餐的火鍋、燒烤店人氣較旺，有的網紅店更需排隊

等位。適逢冬至，多處餃子館食客爆滿，門前排起長隊，更有部分商

家因訂單太多不開堂食，只提供外賣。餐飲經營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隨着冬至、聖誕節、元旦等一系列節假日的到來，希望飲食業務

能迎來回暖，食客們更是期待疫情早日過去，生活恢復常態，來年日

子越過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台灣當局22日通過「金馬地區
民眾春節交通專案」，針對金門、馬
祖地區民眾及大陸配偶春節返鄉需
求，採專案申請方式申請航班，但搭
乘旅客僅限上述地區民眾與大陸配
偶，未開放台商中轉。消息隨即引發
大陸台商強烈不滿，廈門台商、全國
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吳家瑩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小三通』復航卻排除台
商，冬至日我們卻等不到返鄉的好消
息。如今，距離中國傳統佳節春節已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民進黨當局這個
舉動就是漠視民意，希望民進黨當局
多做有利於兩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
是千方百計進行阻擾、限制，搞冷血
的政治操作。」
吳家瑩是「小三通」開通歷程的見證

者和受益者。在他看來，「小三通」對
兩岸交流具有正面意義，既代表兩岸融
合發展，也對金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吳家瑩表示，不僅金馬地區民眾有探親
與人道需求，在大陸百萬台灣同胞同樣
有返台探親、與家人團聚的需求。
對於首波客源未包含台商，民進黨當
局給出的理由是「擔心金門的醫療量能
無法承受。」
吳家瑩則認為，這又是民進黨當局敷
衍的借口，如果害怕疫情傳播可以採取
派防疫專車接送等方式。
自「小三通」在2020年被民進黨當

局以防疫為由擅自關閉後，往返海峽兩
岸的台灣同胞遭遇了回台的一系列問
題，比如航班少、費用大、行程不便利
等問題，這也造成了許多台灣同胞從
2020年至今，仍未回台與親人團聚，思

鄉心切，台商、廈門海滄區閩南文化研
究會副會長符坤龍就是其中之一。

請給在陸台商一條安心回家路
符坤龍說，對中國人而言冬至之後便
是一年的結尾，歲末又是歸家的時節。
對在大陸的台胞而言，過年回家路「小
三通」特別便利。他說，春節將至，兩
岸直飛航班一位難求又價格昂貴，現在
回台單程票要4,500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還要舟車勞頓地轉機，而通
過「小三通」往返只要約1,500元左
右。
「三年了，讓我們回家真的有這麼難
嗎？」符坤龍說，民進黨當局不要再背
離民意了，不要再繼續冷血下去了，請
給在大陸的廣大台商一條安心回家的
路。

冬至未能等到回鄉好消息
台商斥台當局政治化冷血 12月18日至21日4天內，我、2歲的小寶、奶

奶、妻子先後感染新冠病毒。和身邊一些感染的
朋友相比，我們的情況好很多，除了低燒和略微
畏寒，諸如高燒、咳嗽、肌肉酸痛、鼻塞等典型
症狀，我們全部沒有經歷過。就當我們慶幸遇到
「優質」毒株時，它卻發動了一次「突襲」，讓
我們度過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夜晚。

21日晚，我早早洗漱，開始享受身體恢復後
第一個安穩的睡眠。「哥哥抽搐了，過來幫
忙！」22日凌晨1時50分左右，在隔壁房間睡
覺的我，聽到妻子的急切呼喚。只見上小學的大
寶身體顫抖，腿腳僵硬，無法發聲。我立即讓妻
子停止試圖把他扶起等動作，讓他平躺，合力幫
他脫掉了外面的毛衣。奶奶也起了身，拿來毛巾
為他擦拭身體，幫助降溫。

其間，我們兩次撥打120急救電話諮詢，都顯
示忙音。

因為大寶的額溫並不高，我們並沒有給他餵退
燒藥。有位護士朋友當晚值夜班，我就發微信說
了一下大寶的情況，她第一時間回覆了，告訴我

這種情況不需要去醫院。我也就放心了。看到大
寶呼吸順暢，平穩進入了夢鄉，我們也各自睡
下。

第二天早上七點，大寶最早起床，路過奶奶房
間時還炫耀說「今天我第一個起來」。不過，他
很快又睡起了回籠覺。沒多久，妻子又突然呼喚
我，大寶再次出現身體抽搐、眼珠上翻，聯想到
這幾天有關陽性小朋友的相關新聞，我怕了。由
於太緊張慌亂，一度嘗試給他按壓胸部，其實這
是不正確的做法。好在理智很快恢復，我很快停
止按壓，一邊讓他側躺，一邊打電話給之前那位
護士朋友。在她的指導和安撫下，大寶很快恢復
了正常。吃完退燒藥後，又多睡了半個多小時。

我們給大寶做抗原檢測，結果顯示陽性。喝退
燒藥前，他的體溫達到了39.3度，這是自他出生
以來的最高高燒紀錄。所幸孩子很快退燒。在冬
至和煦的陽光下，體溫恢復正常的大寶，專心地
設計着他的手工製作。中午，他吃了一大碗牛肉
竹笙麵。健康、平安是多麼一件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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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
「冬至大過年，人間小團圓」。冬至是一年中
白晝最短的一天，一大早，微信朋友圈裏就被
冬至的祝福淹沒了，在這個內地民眾自我調侃
入「羊圈」（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殊時期，人
們急需一些時令節氣的溫暖來撫慰當下的心
情。
潮汕女孩張琪原本打算今年回老家過冬至，
但自己在深圳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切計劃打
亂。「我們在冬至這天吃 『冬節丸』，一種類
似湯圓的食物。通常在冬至前一天的晚飯過
後，家中的主婦就開始張羅把一隻大的淺沿的籮
筐擺在桌上，用開水把糯米粉和成粉團，然後，
一家大小就圍坐在淺沿的籮筐四周，各自捏取粉

團搓成冬節丸，留到第二天早上才煮來吃。特別
的是，冬節丸最好搓成有大有小、參差不齊的樣
子，這叫『父子公孫丸』，象徵着大大小小的一
家人都團圓美滿。」張琪回憶起在老家過冬至的
情形，說話聲音裏都是幸福。
而眼下，正是新冠病毒感染峰期，張琪和男友
早早買了湯圓和餃子，打算在家煮上一鍋。「雖
沒有老家熱鬧，但也是個意思，祈願一家人健健
康康，團團圓圓。」張琪說，希望疫情早點過
去，回家探望親友。
最近一周，廣州和深圳的街頭餐飲店明顯冷清
了不少，如果不是疫情，很多市民會選擇在冬至
這一天呼朋引伴、外出聚餐。
「大家喝酒聚餐圖的是熱鬧，今年特殊原因，

朋友們都主動暫停了聚會的計劃，約定『陽康』
後再暢聊暢飲，這是對自己的身體負責，也是對
別人的健康負責。」
深圳市民胡女士表示，自己全家都「陽」了，
也就不去想是否要隔離的事了，乾脆大家都走出
自己的房間，晚上一起吃個團圓飯。
因為擔心網上的餐飲配送平台運力緊張，胡女
士前一天就買好了餃子皮、準備好了餃子餡，下
午全家上陣，一起包了芹菜豬肉餃、青菜蝦肉
餃，準備冬至晚上來個團圓「餃子宴」。
胡女士說，「無論當下的生活多麼艱難，對於

中國人來說，『食』都大過天，吃好每一餐，才
有力氣去應付生活裏的溝溝坎坎，為家人祈福、
為健康祈禱。」

在國貿商城、合生匯、朝陽大悅城等
知名商場，餐廳已經在近日根據政

策調整，取消查驗48小時核酸陰性證
明，只要北京健康寶綠碼即可就餐。在北
京朝陽大悅城內一家港式茶餐廳，一位廣
東籍顧客楊先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自己12月11日感染新冠病毒，檢測陽
性，現在身體完全沒啥問題了，正好來商
場看場電影吃個叉燒飯。

燒烤店：單日客流恢復五成左右
天氣寒冷，火鍋成為不少市民恢復堂食

後的首選目標。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一家呷
哺呷哺店內看到，儘管是工作日午市，食
客落座過半餐位。
海底撈火鍋合生匯店的經理表示，最近

取消核酸檢測要求後，門店客流量明顯增
長，「21日接待了100多桌顧客，是進入
12月以來最多的一天，現在店裏已經增
加了食材備貨量。」
22日中午12點，朝陽區富力廣場內的

一家椰子雞火鍋店內，不少食客對着熱氣
騰騰的火鍋大快朵頤。
「最近幾個朋友都一直饞火鍋，但是之

前大家都要作核酸檢測，很難統一時間。
現在商場不再查驗48小時核酸了，就馬
上一起出來吃火鍋。」正在店內就餐的市
民高先生說。
論客流人氣，燒烤店也不落後，部分熱

門餐廳重現排隊等位的場景。香港文匯報
記者來到東城區的一家網紅烤串店，店員
表示這會兒就餐還要再等兩桌。他稱，21
日晚一直到9點多，店裏依然是滿座狀
態，單日客流量已經達到從前正常水平的
五成左右，估計元旦假期有望基本恢復常
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朝陽區看到，一家停

業半月有餘的牛排店內，店長正帶領店員
打掃消殺，準備冬至日正式復工。
「我們店主要客戶群體是大學生和上班
族，現在年輕人不少已經康復。」 店長

表示，期待熱熱鬧鬧的堂食場面盡快恢
復，本周末正值年輕人喜愛的聖誕節，有
望迎來一波消費小高峰。

餃子館：沒想到今年生意還會火爆
冬至吃餃子的風俗，流行於北方大部分
地區。22日上午10點，朝陽區合生匯商
場內的一家喜家德水餃店剛剛開業，店門
外就已經聚集了十幾位外帶顧客和外賣小
哥。
店員告知香港文匯報記者，冬至日餃子
訂單實在太多，店裏不得不停止堂食只接
外賣訂單，所有店員全部加入到擀餃子
皮、調餡兒、打包的工作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在一家「新興園

餃子館」內，中午11點已經坐滿顧客。
「往年冬至都是最忙的時候之一，本以

為今年不行了，想不到今天客流量突然多
起來了，晚上怕是更忙不過來。」店員還
稱，不少客人只點湯餃，覺得冬至吃蒸餃
不正宗。
在北京工作的韓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她準備冬至日晚上出去吃頓餃子。
「在山東老家，每月初一、十五都有吃餃
子的習慣。小時候每次病癒，爸媽都會煮
一鍋豬肉韭菜蝦仁餃子，說是補身體，以
前總覺得吃膩了。」
韓女士稱，自己12月8日檢測新冠病毒

陽性後，一連七八天茶飯不思，瘦了四五
斤，離家闖蕩這些年，自己從沒像這幾天
這樣想念餃子的味道。「現在回家也方便
了，已經等不及過年，我已經買好了元旦
假期的車票，回去全家一起吃餃子。」
在西城區的一家「滿姐餃子」，幾位來

自東北的朋友趁着冬至一起聚餐。他們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盼着疫情早日過去，
生活恢復常態，日子越來越好。其中一位
司機表示，「現在疫情防控放開，到各地
跑生意容易了許多，春節前自己打算多走
幾趟長途貨運，給家中妻子買輛電動汽
車。」 廣深民眾多居家小團圓 盼無災無病

◆冬至日熱鬧的餃子館和大快朵頤的食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 冬至日一早，買餃子的顧客在店外
排起長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餐廳取消核酸檢測要求後，堂食人數迅速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堂食恢復後，許多北京市民來到港式茶餐廳吃快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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