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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稱昨並無高鐵試營運安排
昨日，有不少市民親赴高鐵西九龍站，打算購買高

鐵票回內地。
一位前來購票打算回惠陽過年的陳先生（圓圖）形

容： 「思鄉急，希望趕及回鄉過年，見下家人。」
他指自己已經三四年沒有回鄉，今次是急來碰運氣
買票，本周四（5日）還會再來。

另一位趙小姐說，睇新聞說周日就要通關了，又聽
說港鐵會提前三日有票開售，今次想來碰運氣買10張
車票。她稱，疫情以來好久好久沒有回鄉，如果有票
賣就可與小朋友回鄉過年。

亦有內地移居香港的市民指，希望去深圳接家人來
港過年，但擔心港鐵至今未有公布售票詳情，怕會有
變數。

港鐵表示，一直為通關做好各項準備，會全力配合
政府，並與相關部門緊密聯繫，制定方案以確保鐵路
服務逐步、有序、全面連繫兩地。不過，港鐵昨指
出，高鐵列車當天並沒有試營運安排， 「如有進一步
消息，會適時公布。」昨日傍晚，港鐵又在fb上載多
張港鐵職員在鐵路口岸工作的照片，並表示隨不同
口岸將會陸續開放，團隊正密鑼緊鼓為通關做好準
備，包括全面清潔車站不同設施，檢查車站同列車各
項系統設備，確保運作正常。

羅湖口岸、高鐵或「再等一會」
昨午，又有消息指，香港與內地通關首階段會先開

放落馬洲口岸，羅湖口岸、西九高鐵站未必趕及在通
關第一天就開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香港市民在開關初
期未必 「一窩蜂」北上，配額以過往每日人流的一成
去計算會較為合適，即是每日約4萬人。考慮到不少
跨境巴士需時驗車、續牌，運力未必能夠應付到所有
口岸，而經鐵路離港的市民則不包含在配額內。他認
為，初期可先開放有鐵路接駁的羅湖及落馬洲口岸，
運作會更暢順；又指周日與農曆新年相距約兩星期，
相信一星期足以測試通關流程，可以每隔數天檢視，
在過年前開放更多口岸，即可將配額翻倍，並在過年
後回復正常運力、全面 「通關」。

立法會 「A4聯盟」楊永杰、梁文廣、張欣宇、林素
蔚要求港府盡早優先重開高鐵和水路交通往返內地各
大城市，讓大批香港市民在農曆新年前回到內地與家
人團聚。

逾百跨境巴可短期內投入服務
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秘書長陳宗彝表示，為配合即

將與內地通關，超過100部跨境巴士可在短期內投入
服務，不少跨境巴士因長時間停駛均要維修，期望政
府提供資助。據悉，通關初期，每日有3萬個過關配

額，當中深圳灣佔1萬個，只限香港居民使用。陳宗
彝稱，過去3年跨境巴士停運，不少司機已轉行，現
時只剩下較為年長的司機，期望當局延長續牌年齡至
65歲，與跨境貨車司機看齊。

直通巴公司副總經理蔡順基表示，通關初期的運力
只能恢復疫情前一至兩成水平，大約30部巴士，預計
每半小時一班，每日可提供20多個班次。他表示，政
府未正式公布將會開放的口岸，估計深圳灣口岸通關
機會較大，通關初期會先以深圳為目的地，數天後會
視乎需求，陸續開放前往廣州、佛山等大灣區其他城
市。他又指，若內地通關政策順暢，相信農曆新年後
兩至三個月，便可回復七至八成運力。

國泰冀年底前運力恢復七成

國泰航空集團新任行政總裁林紹波向亞洲萬里通客
戶發信指，現時國泰航空及香港快運航空的航班運
力，是疫情前的三分之一，目標今年底進一步增至七
成，並在明年年底前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他又指，
當下的工作是不斷增加航班，以再次與世界緊密連
繫，並會於今年增加每程航班可兌換機位，數量為
2019年的兩倍。

此外，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表示，
本港即將與內地通關，有機會令更多感染個案流入，
惟香港本地每日也有約2萬人感染，只要病毒株與本
地及海外流行的差不多，本地風險就不大，市民不需
要太擔心。他又說，眼點是要採取更好措施控制本
地疫情及傳播，隨開始與病毒共存，的確有需要有
限度放寬控制，以及習以為常地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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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消息指落馬洲口岸擬先通

心急市民提早撲高鐵飛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

道：特區政府力爭最早在周日
（1月8日）實現與內地首階
段通關。本報記者昨赴高鐵
西九龍站察看，看見有職員
在站內上班，職員進站須出
示證件，警方及入境處等人員
亦陸續到場，正全力為通關作
準備。不過，港鐵表示，高鐵列
車當天並沒有試營運安排，如有進
一步消息會適時公布。各界亦為通關做
好準備，有立法會議員指首階段配額設
為4萬個較合適，而經高鐵、飛機離港
的市民則不包含在配額內。直通巴士業
界指出，將有超過100部跨境巴士可在
短期內投入服務。

港鐵做好通關準備
港鐵昨於fb上載多張港鐵職員在鐵路口岸工作的照片，指出團隊正密鑼緊鼓為通關做

好準備，包括全面清潔車站不同設施，檢查車站同列車各項系統設備，確保運作正常。
本報記者昨日實地探訪，亦見到港鐵員工、警隊人員已就位，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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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對許多
港人而言實在是
天大的喜訊。最
近幾天，港婦左

倩鳳就很興奮，她與身處內地的丈夫分
隔了整整3年，女兒由幼稚園至小一都未
曾見過父親的 「真身」 。去年年初，母
女倆確診時無奈瑟縮於板間房，只能與
內地親人摸手機屏幕痛哭流淚。今個
周日（1月8日）就要開關了，惟內地疫
情動向仍未明朗。左倩鳳母女還未決定
是否馬上回鄉一家團聚。

祖籍順德的左倩鳳，早年透過與父親
家庭團聚的條件來港。後來，她回鄉結
婚，夫妻倆現育有一名 6 歲女兒。4 年
前，她帶女兒回港讀幼稚園，本來有
母親幫手照顧小朋友，惟母親突然去
世，她只得辭去賣麵包的工作，獨力照
顧女兒，目前只能依靠綜援維生。

「女兒日日話掛住爸爸和鄉下的表
姐。」 左倩鳳說， 「去年3月時，女兒和
我齊齊確診，我驚慌地抱女兒到急症
室，但因人實在太多未能入院。最後，
只拿到退燒藥便回到板間房，熬過這個

畢生難忘的三日三夜。當時，我個女發燒到了 40
度，成身都濕晒；我就不斷咳，香港亦無親人支
援。遠在內地的丈夫見到我們的苦況，亦只能用語
言安慰，一家三口摸手機屏幕流淚痛哭。」

左倩鳳與女兒現居於深水60平方呎的板間房，
與他人共用廚廁，連同水電費每月要6000元，扣
除其他生活開支，真係捉襟見肘。因女兒教育問
題，左倩鳳咬牙堅持，繼續讓她在港成長。疫情發
生之前，她們每月可以回順德一次，小朋友在家鄉
亦有自己的房間，還有活動空間，有表姐妹一齊
玩，身心都能獲得暫時放鬆。她們相信，總有一天
會開關，這也是她們能繼續在香港挺下去的支撐
點。

對於未來路向，左倩鳳坦言只能見步行步，因為
要改善經濟困難，核心問題仍是丈夫能盡快獲批來
港。雖然她自己有報讀過一些冷衫手作培訓班，希
望透過在家工作幫補家計，惟結果事與願違。

面對快將通關，她倒不想以前那般心切，更多的
是內心交戰，要面對當前的兩難抉擇——一方面，
很想馬上回鄉見丈夫和親人；另一方面，自己和女
兒康復已過大半年，體內抗體可能早已消失，擔心
再次受到感染。

這，大概也可以稱得上是面對通關的 「煩惱」
吧！

香港商報記者 李銘欣

重新熟習運作

清潔列車車廂

檢查出入閘機

距離 1 月 8 日香港與內地恢
復通關，只剩幾天時間，各界
正在密鑼緊鼓做好準備。其

中，港鐵表示正加強培訓和試運，確保有足夠人手
配合通關。另外，直通巴亦正安排驗車，相信短期
內有約百輛投入服務，當局並擬測試一次通關流
程。兩地逐步、有序、全面通關，乃是社會一致共
識；在闊別三年的基礎上，通關還須安全先行，由
交通到醫療等配套皆然。

疫情之下，兩地長時間無法如常通關，通關之後
出現 「報復式」 跨境人潮，絕對不難預期。跨境人
潮並非單向，既有南下，亦有北上。香港作為內地
旅遊首選地之一，疫情之前每年均有逾4000萬內地
客來港，即日均人次超過10萬；隨兩地關係日益

緊密，港人北上內地也逐漸蔚然成風，不論就業就
學，抑或消閒旅遊，還是探親養老，此前年均經各
陸路口岸離港的香港居民也超過7000萬，即日均涉
約20萬人次。

通關初期，為免不必要的混亂，準備工作必須到
位，確保供應好好滿足需求；其中採用配額制，也
是理順供求的一個出路。畢竟，三年前後分別不
小，例如好些司機便已退休，亦需時間補充及培訓
人手，相關配套未必一步到位；特別是， 「報復
式」 跨境人潮的出現，更恐令供求矛盾變得尖銳，
配額制便可確保通關過程有序受控。配額制作為一
個臨時措施，不會長期維持，所以必須簡單明瞭，
在用好科技使流程便捷化之餘，亦要照顧到不諳科
技的人士的需要，避免有人到了口岸才因配額問題

「摸門釘」 不歡而回。此外，盡快公布清晰的通關
詳情，亦有利各界更好配合，港方宜與內地加強政
策溝通對接。

另一方面，還要管好安全風險，試運既是必不可
少，醫療配套亦要準備妥當，軟硬件也須同時兼
顧。高鐵閒置多時，通行之前必先試行，確保行車
萬無一失，人員操作並無問題，包括與內地做好協
調等。由直通巴到其他旅遊巴，疫下甚至在被諷為
「旅巴墳場」 的停車場連年暴曬，究竟引擎還能否

啟動？事前須否驗車維修？連帶仍保留的檢疫措施
應如何配合，譬如一旦去錯口岸或檢測證明不符規
定的處理等，都宜先進行演練，以及做好司機的駕
駛、路線培訓。

內地感染變得普遍，加上本地確診高企，即使病

毒威脅大減，但依然對醫療體系構成壓力，存在安
全隱患。通關之後，醫療體系能否承受？問題惹起
坊間關注，昨日多間醫院的急症室輪候時間已增至
8小時以上。為此，有關方面必須做好分層分流，
醫管局已呼籲輕症患者轉到私家診所，無症狀患者
亦不應擠兌緊急醫療服務；類似疫情應對的宣傳教
育，亦宜面向其他旅客，包括在各出入境口岸加強
推廣。另外，一些防治新冠病毒的藥物，政府也須
確保供應及庫存充裕，自由市場下商界亦應如此，
以照顧好新的需求，限購之類只宜作為最後手段。

安全並非想當然耳，今次通關久旱逢甘露，準備
工作挑戰不小，但同時也機遇無窮，乃帶動香港疫
後經濟反彈的重要催化劑，新的一年，讓大家好好
迎接通關紅利紅封包。

有序通關 安全先行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港鐵工作人員到西九龍站展開準備工作港鐵工作人員到西九龍站展開準備工作。。
記者記者 蔡啟文攝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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