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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司機擁妻兒「真爸爸」回來了
三年終圓團聚夢 四代同堂分外暖

◆盧佐朝（前排左二）與祖母（前排左三）及親人春節團
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南
來
北
往
終
相
聚

來
之
不
易
團
圓
年◆呂權（左二）一家與父母終於在北京團聚。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衛樹景（前排中）與親友在香
港歡聚。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歇業一年 親人安慰：回家就好

◆3年的期盼，盧佐朝（左二）終於除夕前回到深圳家中，與太太和三個兒女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 陳文送（右一）與太太（左一）與外甥女一家
在深圳高興地摘草莓。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陳文送（右一）與太太（右二）和姐姐一家在深
圳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母子重逢 九旬媽媽：兒子是不是瘦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從事跨境運輸近30年
的港人陳文送，大年初二回到深圳的姐姐家中，並見到長久思念
自己的90多歲媽媽。
姐姐陳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為疫情3年沒有見到弟
弟了，這次春節能夠見到弟弟和弟媳，因此十分開心。九
旬媽媽看到兒子後尤其高興，端詳兒子「是不是瘦
了」，並不停地給他遞水果。
陳文送則表示，以前姐弟經常見面，但自從疫情爆

發後，剛開始因為閉環運輸，他不能下車，後來去
年要求司機在深圳口岸接駁站候車，因此他儘管
人在深圳，卻根本去不了深圳姐姐家中。兩
人只有電話聯繫。媽媽平時住在惠州，前
兩天姐姐接媽媽來深圳家中見面。他給媽
媽和姐姐帶了進口的車厘子和巧克力
等。媽媽年紀大，牙齒不太好，吃車厘
子時很高興。
談起對弟弟的掛念時，陳女士表示，

「之前三年不能見面，我經常微信視頻弟
弟，讓他要照顧好自己，做好疫情自我防
控，開車不要太累了，要注意安全和身
體。」這兩天，他們一家帶着弟弟、弟媳去
龍崗大運城、低碳城和龍崗濕地公園遊玩，
在大運體育館，有山有水，看到好多遊客，
他們一家還去摘草莓，玩得十分開心。
陳文送感慨地說，如今兩地恢復正常通關
了，他以後只要有空便會來姐姐家做客，這
樣方便多了，親情也更濃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自1月8日起香港

與內地恢復陸路口岸首階段通關，這對

長期從事跨境貨運的司機而言無疑是新年大

禮包，與家人團聚的夢想終於可以實現。趕在

過年前，跨境司機盧佐朝終於回到廣東陽江的

家中，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以及父母、祖母和

叔伯團聚，一家人心情十分激動，小兒子

飛奔入懷，祖母淚水盈眶，一家人一

起過大年，分外溫暖和幸福。

盧佐朝服務於一家香港物流公
司，該公司約有20輛跨境貨

車，司機經常要前往東莞運電
池、電子產品等出口貨物。盧
佐朝在該公司已經工作了近
20年。

一度歇業在港打散工
自2020年初，由於受到
新冠疫情管控的影響，北
上運輸供港菜和出口貨物
的香港跨境司機一直要進
行閉環管理。他們不能下
車，需要長時間待在車上，
餓了就啃麵包。自香港爆發
第五波疫情後，深圳在深圳
灣、文錦渡和蓮塘等口岸推出
接駁站，並且各區設置集中拉貨

的場地，香港跨境司機只能在口岸
接駁站長時間等待內地接駁司機，有
時需要六七個小時甚至更長，大幅增長
了拉貨時間，也令企業成本大量上漲。
最難的時候，盧佐朝一度歇業，只得在
香港打一些散工。
3年來，最讓盧佐朝期盼的就是能夠早

日與家人團聚。因為要養家、加上閉環管
理和接駁站制度，他沒有辦法回家。多達
21天的隔離要求對於一個工薪族來說，也
是難以承受的。

視頻連線兒子不理睬
因此，他與家人只能通過微信視頻
來解相思之苦。因為 3年沒見，四五
歲的小兒子在視頻中不願意與「假爸
爸」講話，一直講要現場看到的「真
爸爸」，讓他十分慚愧和無奈。而女
兒也從一個13歲的女孩變成亭亭玉立

的高中生了。最疼他的祖母一直盼着
他早日回家，父母總說賺錢不重要，
平安健康最重要，太太則叮囑他注意
身體。
這次，盧佐朝先回到深圳的家中，小兒

子看到「真爸爸」終於回來了，異常的高
興，三步並作兩步撲向爸爸的懷中，說
「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女兒和大
兒子親切地喊着爸爸。太太也是說不出的
欣喜。
年廿九上午，盧佐朝一家興高采烈地開
車回陽江老家，帶着從香港買回來的巧克

力、餅乾等禮品，儘管一路車程要3個多
小時，但一家人路上有說有笑，不經意間
很快到家了。

祖母哭了父母老了
看到前來迎接自己一家的祖母、爸爸媽
媽和叔叔嬸嬸等，盧佐朝心情特別激動，
「家人非常想念我，特別是我80多歲的
祖母。小時候祖母特別疼愛我，看到我回
來，便激動地說，終於盼到了朝兒回家
了，我都怕見不到你啦！」說罷淚水溢出
了眼眶。

「我爸爸媽媽都說，回來就好。當我3
年來首次看見爸爸媽媽時，感覺他們都老
了很多，自己頓時很心酸，他們老得太快
啦，以前總感覺爸媽還年輕。」
除夕晚上，一家20多人坐成兩桌吃團
年飯，各種各樣菜品十分豐盛，慶祝一家
團圓。
近幾日，盧佐朝與太太、兒女一起去看
望舅舅、岳父母等親戚，大家都好開心。
盧佐朝表示，大年初八就要回港了，「新
年開工啦！」期待通關越來越方便，日後
經常回家。

「今年春節對我來說是
最值得紀念的一個團圓年，太
不容易了，3年了，我們一家終

於等來通關，盼來相聚。」2023年春節
前，香港與內地逐步恢復正常通關，在
內地的港人有些灑掃除塵，迎接從香

港北上的親人在京過年，也有
人收拾行囊，趕回香港與

家人團聚。過一個團圓
年成為在內地港人最
大的春節主題。

「今年春節，我
父母來北京與我們
一起過年。我們一
家等這一天整整等
了3年，這也是我父

母第一次在北京過年。
這個春節對我們而言
絕對是太不一樣的節
日了。」除夕夜正在
與父母、家人吃年夜
飯的在京港人呂權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難掩激動與興奮。

北上抱孫路途充滿戲劇性
呂權說，這個團圓年真的是來之不易。3年前，

小女兒在香港出生後，一家四口返京，再也沒有回
過香港，父母也來不了北京。「疫情總是反反覆
覆，不是北京疫情，就是香港疫情。兩地來往也非
常不便，航班很少，還需要申請預約排隊一系列手
續，兩地還都有好多天的隔離政策。我小女兒回京
後，我父母就再也沒有抱過她，老人非常想念孩
子。」

呂 權 透 露 ， 父 母 北 上 之 路 充 滿 戲 劇
性。「他們 11 月從香港出發，在深圳酒

店隔離的時候突然接到隔離政策調整
的 消 息 。 解 除 隔 離 後 北 京 疫 情 驟

增，他們又轉道廈門，待北京這
波疫情穩定後，他們才到了

北京。其 z 間，政府宣布
香港與內地逐步恢復

正常通關，大家心裏更踏實了。以後終於可以
來去無阻了。」

2011年北上發展的呂權在北京從事餐飲業，父母
第一次來京過春節，呂權更是精心籌劃行程。「一定
要讓他們充分感受一下內地的喜慶年味。年夜飯是重
頭戲，有南方的燒鵝、白切雞，也有北方的餃子和烤
魚，年年有餘嘛。帶他們去逛逛北京的廟會，感受一
下故宮、頤和園的春節氛圍，有機會還想去周邊城市
逛逛。」

協會六成在京港人回港過年
當呂權與家人在北京吃年夜飯時，長期在京的港人

衛樹景則回到香港，與親友團聚共度佳節。他表示，
從得悉香港與內地逐步復常通關後，即想到要返港與
家人團聚過年。「3年了，我都沒有回過香港。非常
感謝兩地積極溝通，籌措通關事宜，圓了我的回家
夢。」

衛樹景是年廿八（19日）乘坐飛機回港的。拿到
登機證的那一刻，他內心非常激動，「真是久違的登
機證」。他說，整個返港流程非常順利，手續簡便。
返港後，每天與親人好友飲茶食飯，聊天敘舊，「當
然非常興奮啦！」

「有今年春節復常通關政策加持，我們協會大概有
六成在京港人回港與家人團聚，畢竟團圓是中國人春
節最大的心願。」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
國佑說。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從事出口貨運跨境司機十多年的黃
曉東也回到了老家梅州。因為疫情和運
氣不太好，他3年沒有回家，近一年也
沒有賺到什麼錢。不過，當他回到家
時，媽媽和老婆安慰他，平安健康最重

要，回家就好。
黃曉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為疫
情和隔離，他3年來一直呆在香港，無
法回到老家與家人團聚。“說起來十分
慚愧，因為感染了新冠和周邊不斷出現
疫情，去年大部分時間是歇業在家，根
本沒有賺到錢，有時甚至還要向工友借
錢度日，自己也沒能給家裏寄錢，不過
他解釋之後家人都理解。”
黃曉東表示，這次回到老家，看到
八十多歲的媽媽、太太和孩子們，一
家心裏都十分高興，自己只給家裏帶
了一些糖果，當遞巧克力給媽媽吃

時，媽媽講，“你能夠平安
回到家裏，我們都心滿

意足了，錢不
重要，平安健
康最重要，錢以
後還可以賺。”媽
媽的話溫暖他的心
窩。他太太也表示，
“家裏什麼都不缺，你能
夠順利回家就好，我們都盼
3年了，現在一家人終於可以團
聚了。”
黃曉東表示，他初八將返回香港
工作，隨着香港和內地疫情好轉，以
及經濟復甦，他今年好好努力一下，
將可以賺到一些錢，對此他充滿了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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