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朋重逢開心回家團圓真好

身為網紅博主和港姐的陳銘鳳（Cher-
ry）從香港入境深圳的一刻，看到姐姐
拉着橫幅，上面寫着「3年沒見，想死
你了」，頓時熱淚盈眶。
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因為疫情，自己已有3年沒回家，心
裏非常想念姐姐和其他親人，今天非常
開心將回到深圳龍崗的家中，謝謝姐姐
的用心準備。我感覺自己好開心，回來
後可以看望家人吃深圳美食和見朋友，
還有好多事情想做。」
陳銘鳳的姐姐表示，當時不知道在橫
幅中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情，3年沒有見
面，確實太想念妹妹了，便在橫幅上寫
出真心話「想死你了」，如今妹妹回
家，是我們最大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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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直擊
1月8日注定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香港與內地恢復首階段免檢疫

通關，疫情下冷清3年的關口重現人潮，大批港人「搶閘」首日北上、南

下，各口岸輪番上演令人淚目的場景：夫妻戀人深情相擁，執手相看淚眼；

親朋好友重聚，歡欣之情溢於言表；更有許多遊子歸心似箭、步履匆匆，急

切盼望出關後早日抵家見到父母。無論是開心興奮，還是激動落淚，這場期

盼良久的「久別重逢」，終於還是在春節前給了所有人最溫暖妥貼的撫慰。

香港文匯報多路記者8日來到兩地各大口岸，見證了這感人至深的歷史畫

面。歡笑、眼淚、喜悅、憧憬……帶着百感交集的情緒，有港人在深圳灣口

岸為入境旅客準備的心願牆上寫道：「疫情早日過去，大家都正常生活。」

通關復常又邁進了一大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毛麗娟、郭若溪、李望賢、李昌鴻、

敖敏輝、盧靜怡、唐文、吳健怡、張弦深港連線報道

◆ 在落馬洲支
線口岸，親人
相 聚 相 擁 而
泣。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 攝

鄧女士在香港做酒店服務工作，談及
此次回內地，她潸然淚下：「主要是回
來祭拜我的父親，他前幾個月過世
了。」
鄧女士祖籍重慶，1月14日是她父親
的百天祭日，紅着眼眶的鄧女士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最後的日子沒能守在父

親身邊成了自己內心最大的遺憾。「母
親早年走了，現在父親又離世了，我成
了一個沒有爸爸媽媽的孩子，想起來，
內心無限傷感。」鄧女士說，一通關，
她就迫不及待想回祖籍地拜祭父母，寄
託做女兒的哀思。
這次回重慶，鄧女士還想嘗嘗家鄉的

火鍋，體驗一下家鄉的煙火氣。
不管多大的年齡，不管是否有親友來

接，歸家的旅途再疲憊也擋不住港人返
鄉的熱情。在福田口岸廣場，一對80歲
的老夫妻拖着幾個大箱子蹣跚而行，他
們走幾步停下來休息幾步。張老先生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8號先回深圳沙頭
角與親友團聚，過幾天再去惠州老家探
望親朋。
「我們年齡大了，腿腳不好，慢慢

走，總能返家，能回家比什麼都高
興。」張老先生和太太推着行李踽踽遠
去的背影是他留給記者難忘的印象。

手捧着獻花、在清晨的福田口岸廣場
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雖然王先生知道
女友大概上午十點才到深圳，但他早上
七點就到了福田口岸。「3年沒見了，
我希望給她一個驚喜，給她一個大大的
擁抱。」王先生和來自香港的女友都畢
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一個在深圳工作、
一個在香港工作，疫情阻隔了這對戀人
整整3年。

「平時我們只能微信視頻，聽得見她
的聲音、看得見她的容貌，但摸不着她
的人、感受不到她的氣息，通關對於我
們兩個人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我們
想一起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戀人之間的
美好我們一樣都不想落下。」王先生對
團圓後的計劃有着美好的憧憬，今年春
節假期，他已計劃好行程，將帶着女友
到東北滑雪，再見見自己的父母，在北

國感受一個冰雪的假期。
65歲的聶先生是一個殘障人士，他坐
着輪椅被家人推出福田口岸的出口。
聶先生雖然戴着口罩，但難掩內心的
喜悅，「我的媽媽90多歲了，在家做
了好吃的等着我，想着能立刻和媽媽團
聚，內心非常激動。」聶先生說，3年
沒見到老母親了，這個春節最重要的事
就是陪伴媽媽。

異地情侶：一個擁抱 等了三年

新婚夫婦：重啟雙城打拚生活
8日下午，新婚的港人Ranie和丈夫劉

先生，從落馬洲過關進入深圳。夫妻倆分
別在深港兩地從事投資行業和保險行業，
恢復正常通關對他們來說，又是一個全新
的開始。之後，Ranie會保持每天在深港
兩地工作、生活節奏。她說，全行業都鉚
足了勁，迎接通關之後的開門紅。
因為工作關係，疫情3年，Ranie共有4

次往返深港兩地，酒店隔離時間加在一

起，超過了60天。粵港恢復免檢疫通
關，她已迫不及待預約首日的名額。整個
過程遠比她想像中要順暢。比如配額十分
充足，她和身邊的朋友全部預約成功。出
發前，她打印了紙質核檢陰性證明，但海
關關員只要求出示手機電子版。過內地關
時，只有大件行李才須排隊過安檢，小件
行李只隨機抽查。
在他們攜帶的行李中，年貨佔大部

分，多是香港特產，如蝴蝶酥、蘿蔔
糕、曲奇餅等，多是送給親友。另外，
她也攜帶了少量藥品，給在內地的父母
備用。
接下來，Ranie將每日預約兩地通關名
額，一天一往返。「我們深圳的家就在福
田高鐵站附近，過些天高鐵復通，對我們
來說是一個更大的便利。」她和丈夫還準
備在港置業，令雙城生活更便利。

◆ 在深圳工作的王先生帶着花在福田口岸等女
友。 視頻截圖

◆ Ranie和丈夫劉先生通關後合影留念。
受訪者供圖

凌晨05:30，香港文匯報記者抵達深圳灣口岸時，
見到了正在與朋友一起托着沉重的大行李箱，往查
驗閘口的內地人孫小姐。「我擔心首日通關的人會
很多，所以就一早過關。想趕在6點半第一波入境香
港，也是想紀念一下，見證歷史的感覺吧。」 7時
許，記者注意到，從深圳進入香港的入境大堂，現
場客流平穩，尚未迎來旅客高峰。
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孫小姐在疫情期間一直都是在

家上網課，一年的校園生活僅剩下不到半年，她特
別希望能早日結束網課，盡早融入學校生活，未來
兩年，她還計劃在香港繼續找工作，多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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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早鳥」：

盼結束網課融入學校

居深港爸：

終不用隔河望女
「過關前就看到電視裏播放的，口岸寫

着『歡迎回家』的橫幅，十分感動。」鄭
先生夫婦是香港人，家在打鼓嶺，但因為
在深圳和肇慶工作，疫情以來只能住在內
地，女兒則留在香港讀書。夫妻倆於今日
接了小孩來深一起過春節。從文錦渡口岸
過關後，一家人收到了口岸工作人員送的
鮮花，鄭先生大讚過關指引很清晰，難掩
喜悅。
鄭先生介紹，疫情之前，自己經常深港

兩地往返，「我家就在打鼓嶺，隔着一條
深圳河，很近很近，幾乎都可以看得到。
平時過關來深圳工作都很方便的。但這幾
年，生活方式完全發生了變化。」
因為工作，自己和太太在內地，年幼的

女兒在香港，一家隔河相望，鄭先生說起
來，幾近哽咽。他指，聖誕節前回香港陪
女兒，原本搶到1月 1日的健康驛站名
額，聽到通關的消息，一家人激動萬分，
取消了驛站的名額，延後到8日北上。

美籍華人：

感謝恩恤得探病危父

在香港教育大學讀博士的內地人章先生8日經
深圳灣從香港回浙江湖州過年。他表示，以往都
是在家上網課，個半月前到香港學習，對剛好趕
上農曆新年前兩地免檢通關感到十分幸運，且回
內地後也不用再花費時間及金錢成本隔離，非常
方便，「大家不用搶名額回去，變得非常有秩
序、非常好，第一天免檢疫通關就能過去，非常
高興。」他並指，今次還帶了不少香港特產、過
年禮盒及藥品回去過年。
劉氏夫婦表示，大女兒在香港浸會大學讀書，
已經兩年沒見過對方，雖然平時也有透過視頻對
話，但還不知道她在香港過得究竟好不好，總要

見面才能放心，「今天（8日）爸爸媽媽和妹妹
都來口岸接她回家。」

在深圳灣口岸，入境深圳旅客中有不
少外籍人士，美籍華人楊先生是其一，
他因父親病危，着急趕在通關首日回祖
國看望，便搭乘了8日凌晨抵達香港機場
的航班，隨後於凌晨5點多來到深圳灣口
岸，入境深圳準備到廣州，但在抵達深
圳灣口岸時，其核酸陰性報告已經超過
時效，最後走了人文關懷特殊通道申請
成功，得以順利通關。

3年前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楊先生回
到了美國，這3年期間都沒有回來，對父
母非常想念。這次回祖國的整個經歷可
以說是非常曲折，因為對通關的要求不
清楚，沒有預留時間去更新48小時的核
酸檢測陰性結果報告，更別提要提前預
約申請通關名額。
「我到達香港的時候是凌晨，直接在

機場附近入住了，早上四五點鐘就起
來，想臨時註冊預約名額，結果找不到
合適的註冊網站，所以就抱着試試看的
心理，還是來到了口岸。」在深圳灣口
岸香港出境大廳，正當楊先生一籌莫展
的時候，他看到旁邊有一個愛心區，就
主動向工作人員解釋了自己的情況和困
難，「因為我有父親的病危證明，這個
證明最後幫助了我。」順利通關後，楊
先生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他非常感謝內
地政府的人性化處理，為他和家人團聚
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孝順女：

錯過父親最後一面抱憾 掃碼看片

◆ 在港讀大學的劉小姐（左）過關與家人團
聚，旁為其胞妹。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陳銘鳳展示橫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鄧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毛麗娟 攝

◆ 美籍華人楊先生感謝中國政府讓他
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 5點半抵深圳灣口岸，內地生孫小姐（前）趕首
批通關赴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內地父母：總要見面才能放心

◆鄭先生一家三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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