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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華僑：開關後心早已飛回家
邊城瑞麗口岸出入境復常 開心備年貨返鄉探親

小朱的家在緬甸的曼德勒。2019年，年僅21歲
的小朱隻身來到瑞麗，起先在一家燒烤店做

服務員，其間需要與中國遊客不斷溝通，不通中文
的她遇到了不少的困難。好在小朱學習能力較強，
通過閱讀中緬雙語書籍、跟讀手機軟件等方式學習
中文，漸漸掌握了漢語基本會話。她的服務質量隨
之提高，工資也因此而不斷上漲，由1,200元（人
民幣，下同）漲至1,800元，遠超在緬務工的薪資
水平。

因為想家 常半夜偷偷流淚
小朱坦言，因為想家，經常半夜偷偷流眼淚。家
中的父母也十分牽掛隻身一人在瑞麗的小朱，不止
一次地催促她回家看看。她表示，自己的家在曼德
勒鄉下，物資並不十分豐富，希望此行盡量多帶禮
物，在家人、朋友、閨蜜面前會很有面子。「從瑞
麗通關出國門，再坐一夜的車就能到家了！」小朱
的心早已飛了回去。
三年間，在瑞麗務工的小朱同樣遭遇了疫情封
控，好在老闆及時轉變經營模式，改做煲仔飯並配
送上門，生意得以維持。與其他滯留於瑞麗經商、
務工的緬籍人士一樣，小朱獲得與瑞麗市民一樣的
防疫安排，免費注射了三針新冠疫苗，一樣參與免
費核酸檢測，在與家人和朋友視頻連線時，小朱不
止一次地告訴家人和朋友「我們被保護得很好」，
以減輕他們的牽掛。
在瑞麗務工的日子裏，小朱漸漸發現了翡翠生意
的商機，跳槽去了一家緬籍貨主公司務工一年後，
自己做起了貨主，請家人和朋友由曼德勒發來翡翠
毛料，通過直播帶貨，自己腰包也漸漸鼓了起來。
疫情發生前，中緬地方政府間交往、民間交往和
商務往來日益增多，大批中緬兩國語言翻譯人員活
躍其間，緬甸華僑青年何志方就是其中之一。
何志方來到瑞麗已逾十年，工作越來越得心應
手，收入也隨翻譯業務增多而日漸增長。疫情發生
以來，口岸關閉後業務不斷減少，何志方2022年4
月無奈回到了緬甸，在仰光一間製帽廠謀得了翻譯
兼總經理助理的職位。他透露，口岸因疫情採取一
系列防疫措施後，中緬貿易運輸成本增長了三倍以
上，中國出口緬甸的貨物價格也越來越高，他們在
緬甸的日常生活，更多地改用了低廉的越南、泰國
生產的商品。
一直關注瑞麗口岸消息的何志方，對1月8日中

緬邊境口岸恢復通關很是興奮，以他在瑞麗工作已
逾十年的經驗看，瑞麗口岸是中緬間最大的陸路口
岸，也是雲南貿易額最高的口岸，在中緬貿易中佔

據重要地位，人員往來也十分頻繁，翻譯行業也會
逐漸恢復。
他在電話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隨着口岸恢

復通關，人員、車輛出入境一定會逐漸恢復到疫情
前的情況，緬籍邊民進入瑞麗經商、務工，需要辦
理暫住證，翻譯業務量也會越來越多；他還預計，
恢復通關後中國商人也會赴緬甸做很多大中小型項
目，需要投標、競標，翻譯計劃書、標書、公司資
質之類的文件，瑞麗的翻譯業務也會大幅增長。
「恢復通關後的商機更多，必然帶來更多的翻譯需
求。」
雖然目前身在緬甸，但何志方仍一直與瑞麗的翻

譯公司老闆保持着聯繫，老闆也表示了請他回來工
作的意願。從事自己所擅長的中緬語言文字翻譯業
務，一直符合何志方的事業規劃，他愉快地答應了
老闆的邀請；不過也給出了自己的條件——春節後
再回瑞麗。何志方說，緬甸的華人華僑仍然保留着
與中國一樣的春節傳統習俗——祭祖、拜年、放鞭
炮，團圓、守歲、貼春聯。中國春節期間，他將回
到緬甸抹谷的家中，與父母和親朋好友一起，過一
個熱鬧的中國年。

來到雲南瑞麗已逾三年，這是小朱第一次開開心心地準

備回家的禮物。中國價廉物美的服裝、豐富的食品種類，

都被列入了禮物清單。隨着中國調整防疫和出入境政策，

瑞麗，這個在三年時間裏經歷了數輪反覆封控的西南邊

城，逐步恢復了往日的生機。許多在這裏務工的緬甸華僑

華人，和小朱一樣已經三年沒能與家人團圓，這個新年，

大家格外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瑞麗報道

張廣存安排完留守員工
的春節值班、生活保障事
宜，一名保安湊近囁嚅：
「還是希望你與我們一起
過年！」習慣了與張廣存
一起過年的保安，聽說今

年他將缺席公司的年夜聚餐，頗有些遺憾，
心中升起了莫名的惆悵。「疫情後第一次回
家過年，我也真想老母親和你嫂子了！」張
廣存輕聲回應說。五年來第一次回家過年，
張廣存對春節的團圓之旅充滿期待：「激
動、興奮與期待、忐忑交織，五味雜陳！」

春節漸近，瑞麗樣樣好電商基地副總經理
張廣存較平時更加忙碌：安排基地留守員工
的值班、生活保障事宜之餘，抽空為遠在山
東老家的母親、妻子和女兒準備過年禮物。
疫情三年一直堅守瑞麗，五年未回家過年的
他，對此行尤其看重。雖然瑞麗與其家鄉山

東泗水遠隔千山萬水，但他的心早已飛了回
去。

為親友備禮面面俱到
「為母親準備了過冬衣物，為妻子準備了

翡翠掛墜，給女兒訂製了傣族服裝。」張廣
存早早地為家人和朋友準備起了禮物，他另
外又專門為妻子選購了翡翠手鐲，為12歲的
女兒購買了平板電腦、緬泰小食品，為鄉鄰
準備了極具瑞麗特色的小鍋米酒和當地特產
的水果。「母親一直有冬天腿痛的毛病，明
天還要專門去選購一些緬泰藥膏。」張廣存
把禮物準備得面面俱到，但總覺得意猶未
盡、遠遠不夠。

「老家的春節習俗有祭祖、拜年、走親訪
友等。此行更重要的是好好陪伴已久未見面
的母親、妻子和女兒！」思親心切的他拿出
手機，開始預訂機票，盤算回老家過年的日

程。

疫情三年僅能視頻聯繫
「我經歷了瑞麗每一次疫情封控。」張廣

存三年來始終堅守在瑞麗，作為服務眾多珠
寶直播商家的基地高管之一，他坦言，疫情
封控期間工作量更大。封控初期，直播停
滯、物流受阻，偌大的基地僅剩下管理人員
和保安。張廣存每天與保安巡視空蕩蕩的基
地，總有陣陣莫名的茫然與擔憂襲來。而且
由於快遞停業，客戶不能收到拍下的貨品，
售後投訴逐漸增多。張廣存一方面向客戶解
釋原因，提出延期交貨建議；另一方面要說
服商家，滿足客戶退貨退款的要求。

疫情封控帶來的還有大批商家撤離瑞麗，在
鄰近的騰沖、盈江等地另起爐灶。基地應商家
要求成立了異地服務中心，為商家解決經營中
遇到的問題。張廣存時常奔波於瑞麗與騰沖、

盈江之間，工作量倍增，疲於應付。
疫情還令張廣存與妻女兩地阻隔，疫情發

生前，張廣存雖然與妻女分居雲南瑞麗和山
東泗水兩地，但張廣存可以赴山東探親；逢
女兒放假，妻女也會來瑞麗小住，一家三口
度過一段溫馨而幸福的時光。突如其來的疫
情阻斷了一家三口的團圓，三年間，他們僅
能通過視頻通話，隔着屏幕相見，互訴思
念。

直到2022年11月，張廣存因父親去世趕回
山東奔喪，才與妻女見面。已12歲的女兒竟
與父親生疏了，猶如見到陌生人上門，半天
沒有反應，一段時間後才與父親親近。

回到瑞麗不久，張廣存在手機上見到了女兒
的作文，文中描述了送別爸爸時的依依不捨，
看着女兒的作文，張廣存潸然淚下。「這次回
家過年，希望女兒不會再感到生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瑞麗報道

三年與妻女分居兩地終可回家過節 電商基地高管：冀女兒不會再感生疏

◆◆小朱春節將返回緬甸看望父母小朱春節將返回緬甸看望父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何志方將返回緬甸抹谷家中過何志方將返回緬甸抹谷家中過
年年，，之後再回雲南瑞麗做翻譯之後再回雲南瑞麗做翻譯。。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澳門商家遭遇幸福的煩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盛大林 澳門報道）趁

着周末辦年貨，澳門再現旅客潮！澳門治安警
察局的數據顯示，1月13日至15日，澳門各口
岸出入境旅客達29.8萬人次，其中入境旅客
15.3萬人次，出境14.5萬人次。日均入境旅客
超5萬。其中，13日錄得訪澳旅客46,702人
次，是自2020年發生疫情以來（2020年1月26
日後）錄得最高的單日入境旅客量；14日再創
新高，達到55,845人次。15日雖然有所回落，
亦有50,492人次。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澳門商
舖景點了解到，目前澳門的旅客主要來自廣
東，不少旅客都是為了提前買年貨而來，不過
有不少商家因為無法在過年前補足人手，面臨
生意做不完的「幸福煩惱」。
15日下午，澳門口岸入境的人流摩肩接踵。
巴士站、酒店及娛樂場所的「發財巴」候車點
時見長龍。在大三巴牌坊、媽閣廟及其周邊的
商業街，人潮湧動，水洩不通。疫中三年一直
人流稀疏的議事亭前地及板樟堂街，再現客流
如鯽的景象。氹仔的官也街，金光大道兩邊的
威尼斯人、巴黎人、倫敦人等同樣熱鬧非凡。

不少酒店價格已恢復到疫前水準
在大三巴牌坊前，一家大型服飾店裏的客流
幾近飽和，很多人滿載而出。大三巴街兩旁的
店舖家家顧客盈門，店員忙不停手。一對來自
中山的夫婦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很久沒來澳

門了，趁着周末來澳門買一些年貨，也順便再
逛逛澳門。「澳門的商品不會有假貨，而且年
前很多店舖有優惠，很多名牌產品比內地還便
宜」，一位來自廣州的旅客說，「今年放假比
較早，正好有時間，就來澳門了。疫情期間很
少外出，現在放開了，總算可以放飛一下
了！」威尼斯人大運河購物中心一間商舖的收
銀台前排開兩條人龍，很多人提着滿滿當當的
購物袋。
數據顯示，1月6日至12日的酒店場所平均
入住率為67.4%，不少酒店的價格已經恢復到
疫前的水準。業界估計，春節檔期的入住將達
到八九成，有些酒店甚至會爆滿。

佳節慶祝活動 促澳經濟進一步復甦
為了盡快恢復人氣、促進澳門旅遊業及相關
產業進一步復甦，澳門旅遊局、文化局等相關
部門策劃了一系列賀年活動，期待與訪澳旅客
共迎新春，迎接澳門旅遊業及整個經濟的復
甦。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大年初一，澳門旅
遊局將送上「龍騰舞躍賀新春」金龍巡遊；初
三及初七將呈獻賀歲重頭戲「兔躍盛世歡樂春
節2023年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另有多項應節
活動也將陸續舉行，包括農曆春節年宵市場、
爆竹煙花燃放活動、電單車大巡遊、單車行大
運、賀歲足球賽、康體嘉年華、戶外音樂會，

以及今年首辦的「新馬路任我行」，帶來嶄新
文化旅遊步行體驗。六大綜合度假休閒企業亦
將舉行音樂會和娛樂綜藝節目等，旅遊業界及
民間團體也將舉辦慶祝活動，與居民及旅客共
迎新春佳節，預計將吸引更多旅客來澳度新
歲。

人手年前難補足 店家冀年後可復常
雖然客如潮湧，旅遊區各間店舖顧客盈門，

但大三巴、官也街等澳門主要商業街仍有很多
店舖關門謝客。大三巴街大約有三成店舖鐵門
緊鎖，十月初五街關門的比例更高。不少關閉
的鐵閘門上寫着「待租」等字樣。人氣已旺，
生意正火，為什麼那麼多店舖不開門營業？

有業內人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情結束
而人氣恢復得太突然，人手不足而年前又難以
補足，所以一時開張不了。三年疫情影響，生
意日益慘淡，導致過半的店舖關張或結業。房
租到期的不再續租，有些房租沒有到期的也被
迫結業。重新出租並開業不是一兩天甚至不是
一兩個月的事。
有店家表示，一個月前，疫情防控才開始放
開，不確定性太大，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一直
堅持營業的店舖也都裁掉了不少人手，外僱大
都被清退，年近歲晚，也招不來人。澳門本地
人很多也忙於回鄉過年，也不願意入職。還有
一些在職的店員陽了，不能上班，所以店舖的

人手普遍不足。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很多店
舖的店員，跑前跑後，難以應付如鯽之客。
「全面復常只能等到年後了」，一間手信店
的老闆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年前這一段時
間，歷來就很少有店舖開張。年後，求職的人
會很多，招工會比較容易。到時候，疫情也基
本過去了。現在，只能做些準備工作。」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官也街有幾家店舖正在裝
修。屬於生活區的「皇朝」一帶，也有幾家店
舖正在整修。

◆◆大三巴牌坊遊客眾多大三巴牌坊遊客眾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盛大林香港文匯報記者盛大林 攝攝

◆◆ 大 三 巴 街 人 流 如 鯽大 三 巴 街 人 流 如 鯽 。。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盛大林記者盛大林 攝攝

◆◆大運河購物中心一間店舖的收銀台排出了大運河購物中心一間店舖的收銀台排出了
兩條長龍兩條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盛大林香港文匯報記者盛大林 攝攝

◆◆瑞麗市民在姐告免稅店為孩子選購春節禮瑞麗市民在姐告免稅店為孩子選購春節禮
物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香港多位網紅助力宣傳澳門旅遊香港多位網紅助力宣傳澳門旅遊。。
澳門新聞局供圖澳門新聞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