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短期內將與內地恢復全面免檢疫通

關，但不少與實體課闊別三年的跨境學童及

家長均回校心切。在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

30多名跨境生未有等待免配額等復課安排落實，已率先透過自行預約配額

及核酸檢測於1日到港，重返校園。對可以和老師及同學重聚，不少人均感

興奮，也有人為「三年人事幾番新」而感慨。有跨境

生形容，久別下各人面容都跟心中記憶不太一樣，甚

至恩師頭髮已變得花白。有小六生則指，疫情前自己

是在隔壁的附屬校舍上課，致令1日一度「摸門釘」去

錯校舍，疫情3年間其身形亦由「排骨」變「救生

圈」，而長期網課亦影響其成績表現。他期

望現在急起直追，為考上好中學作

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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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7時半，約30多名跨境小學生
陸續回到鳳溪第一小學校園上課。

由於校巴仍未開通，部分高年級學生會自行
返校，低年級則由家長接送。學生們返校後
會進行拍卡登記、量體溫等程序，然後到校
舍的操場集合，等候早會開始。

珍惜在校時間與師生溝通
師生們久別三年終於重逢，有學生立刻跟

相熟老師問候聊天，也有同學把握早會前的
自由時間聯群遊玩，又或到學校的園圃、龜
池看看，很是熱鬧。
就讀六年級的邱紫涵1日一早6點起床梳
洗，自行經福田口岸到港，其後經上水站步
行回校。「回到學校真的感到驚喜，亦覺得
學校變化很大。副校長是我二年級時的數學
老師，跟他比較熟悉，所以一回校就跟他聊
天，之後也有逛逛校園。」
紫涵對重返校園感到興奮的同時，也為三
年過去「物是人非」而感慨，「好幾位老師
的外貌，跟我記憶中都有點不一樣，副校長
的頭髮也白了一點……學校操場、花圃亦都
改建了，整體變化很大。」
她說，疫情前自己可以坐保姆車返校，當

然也無須預約配額和做核酸檢測，她希望一
切可盡快復常，並趁餘下在校日子多與師生
溝通相處，繼續努力學業。
同為小六生的盧慧恩表示，她在上月中已

經隨父母搬到香港長住，因此有別於其他跨
境同學，無須經歷每日過關的不便。話雖如
此，她在過去三年都是在網課中度過，坦言
並不容易，「有時網絡不好，就會聽漏重
點，所以親身返來真的很開心，雖然網課也
可跟同學互動，但現在真正見面，彼此打招
呼，有些同學看起來也是變了很多。」
慧恩笑說，校園現在多了很多壁畫，感覺

更新更美，「可惜是即將升中才開始通關，
在學校的時間只餘下幾個月，暑假後就要讀
另一間中學，希望有更多時間可跟同學一起
玩。」

小六男生「胖了兩圈」認錯校舍
另一位小六男生田興宇說，自己在疫情前

是在另一邊附屬校舍課室上課，「所以一早
去錯了那邊，等了一會才發現全部班都已搬
到本部。」他感嘆昔日上網課對成績影響很
大，「以前英文80幾分，家得60幾分，數
學由90分跌到70分，就連廣東話都變得生疏
不少。」
他形容自己在疫情這3年間外形大變，體

重增加20公斤，其爸爸更形容，三年間兒子
由「排骨」變成（腰間）「兩個救生圈」。
現在終可回校上實體課，他感到「開心又激
動」，期望可以跟同學踢波打籃球，又決心
要提升英文成績，考間好中學。
除了鳳溪第一小學外，還有少數跨境中學
生1日持核酸陰性報告及預約回程配額率先
回港復課。跨境中一學生鄒添峰疫情前還在
讀小四，一直沒有再回港，今學年已升上中
學。他1日自行經上水港鐵站回校，特意早
點回校，希望能「適應一下，提早見見同
學。」
香港教育局早前公布，全體兩萬名跨境學
生，中學生可於2月第二個星期內免配額回
港復課，小學及幼兒園跨境生由於校巴等安
排，預計可於2月下旬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鳳溪第一小學校
長朱偉林1日表示，學校原本預計有50多名跨境生
報名今日回校，但由於交通及未能完成核酸檢測等
因素，最終有30多名跨境生回校。他期望特區政
府盡快公布跨境生免配額，及免核酸檢測上課的安
排及詳情。
鳳溪第一小學校1日安排老師到港鐵站迎接回校
上面授課的跨境生。在早會環節中，校方安排了升
國旗儀式，又透過直播形式跟山東姊妹學校聯動拜
年，其後還有抽獎環節，協助久未回校上課的跨境
生們更好的融入校園生活。
朱偉林表示，校方已安排一系列的新春活動，

包括剪紙等各式攤位，其後會在禮堂舉辦大型新
春文化表演，「第一日我們就下午1時放學，讓學
生們先適應一下，之後才會回復正常3時放學。」

他指出，跨境生在疫情下特別缺少與同學們實質
溝通，相信會對學生的表達能力及友儕關係有一定
影響，「剛才我跟一個高年級同學聊天，對方都顯
得很怕醜，實在太久沒回（學校），難免有些影
響。」為此，學校會提供各項支援措施，包括在教
學上提供中英數課後學習輔導。在情誼和社交方
面，校方會安排社工和言語治療師跟進，協助他們
融入校園生活。「我們亦加設一個25分鐘的特長
小息，希望為同學製造更長的溝通時間。」
由於該校一直保持網課及實體課雙軌並行，朱偉

林表示，若有學生未能回校，仍可以繼續在線上學
習。
隨着更多口岸將逐步開放，各項通關便利措施陸

續落實，相信本月底可實現跨境生免配額、免檢測
回港，該校餘下約220名跨境生也可順利回校。

家長：子女開心返校 搬家請假捱夜也值得

校長：有學生未能回校 冀速撤配額核檢

▲鳳溪小學跨境生回校上實體課，學校特別舉行歡迎儀式，同學們「盛裝打扮」。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就讀六年級的邱紫涵對重返校園感到興奮的同時，也為恩師（副校長）多了白頭髮而感慨。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鳳溪小學
在早會環節
中安排了升
國旗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田興宇（左）與爸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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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軼和父親正在準備出示48小時核
酸檢測紀錄。 李望賢 攝

◀同學互相問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大概從來沒有人想過，想回到
校園上課，等待的時間是如此長
久。受疫情影響，就讀鳳溪第一
小學五年級的跨境學生周子軼，

與學校老師及同學一別就是三年。隨着農曆新年完結
通關開始逐步復常，住在福田口岸附近的他，1日特
意率先自行預約配額赴港回校上課及參加新春活動。

他的班上共有24名同學，疫情時均在家上網課，
時隔三年未見，非常想念，迫切希望快點到學校，
「從上水站走到學校大概要十多分鐘，但是我可以跑
得很快。」

周子軼住在福田口岸附近，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口
岸。1日清晨天未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就到了他深圳
福田的家直擊其出門上學情況。興奮激動的他早上6
時已自行起床，吃完早餐，準備服裝，焦急地等待正
處理事情的爸爸一起出門。他說，疫情前自己讀小二
時都是坐校車上學，非常方便。今年已經小五，目前
還不知道校車的安排，但已經提前和父母走了一趟學
校熟悉路線，雖然步行路程不短，但是能回到學校，
心情都是十分開心，「即使辛苦，我也要堅持下
去。」

為了順利過關，周子軼和爸爸提前一天做了核酸檢

測。儘管有效時間仍在24小時之內，為確保符合返校
條件，出門之前，他們又做了一次快測。6點50分左
右，記者跟隨周子軼來到福田口岸，見到眾多跨境學
生已經陸續進入口岸踏上久違的返校路程。學生們三
五成群，低年級的學生大多有家長陪同，高年級學生
則多數自行前往。

在向口岸工作人員出示48小時核酸檢測紀錄之
後，學生們魚貫進入口岸，大家臉上滿是雀躍，腳步
也格外輕快。隨着跨境生返校安排的落實，深港口岸
每天清晨將再次迎來這批跨境求學學生的身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想念同學感雀躍「我可以跑得很快」

目前，跨境生每次過關都需要預約回內地的配
額並先做核酸檢測。有家長感嘆內地的「核酸
點」較少，隔日做很不方便，故決定和女兒搬到
香港的親戚家暫住。有在職家長直言，自己要持
續請假以接送小二孩子跨境上課，而1月31日在
網上申請過關配額遇上阻滯，至凌晨1時半才處
理好程序，但看到孩子重回校園的快樂表情，感
覺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阿女做夢都想上學」
家長陳女士1日和小五女兒各手持一個行李箱
步入校園。她說，自己家住羅湖，但正計劃帶同
女兒到香港的姐姐家中暫住，「主要是內地做核
酸檢測不容易，好多『核酸點』都無了，變相要
去醫院做，車程大約都要20分鐘。」
雖然跨境到港仍有一些不便，但陳女士笑言，
當女兒知道可以親身回到校園時，感到十分高
興，「女兒好開心，好期待，做夢都想回來上
學，就算今朝（1日）一早六點都一叫就起
身。」
她感嘆道，過去網課下女兒難免欠

缺集中力，「時間一長會有情緒，
做作業又無人監督，始終小朋友
玩心大，都要

有人看着。」因此，
她在疫情下只得辭去
工作，以全職照顧女
兒。她期望核酸檢測
和配額要求可盡快取
消，讓跨境學童可以
方便到港出席面授課
堂。
同樣住在深圳羅湖
的部女士，其家中女兒和兒子分別就讀小六和小
二，兒子1日更是首次踏進小學校園，「他一方
面好緊張，但也很開心，前幾日已開始在問『哪
天來學校』，今早（1日）又不斷催促快點出
門。」
部女士坦言，子女長期
網課不但對學業有影
響，視力也因
此 下

降，所以他們終可重返校園，身為母親
她也感到很高興。
不過，目前往返兩地仍有不便。本身

有工作在身的部女士感嘆，已做好長期
請假接送子女過關的準備，「他們上學
後我也只能在周圍逛逛，是有點辛苦，
但也沒辦法，只望過些日子保姆車可以
恢復運作。」
她提到，1月31日在預約過關配額上不

太暢順，「第一次整不太順利，到凌晨1點半才
搞好，而今日（1日）5點半就要起身。」她擔心
日後來往兩地的人流增多會比較麻煩，希望早日
開放羅湖口岸，讓跨境學生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跨境生家長張先生1日接送
小六的兒子回校。「我
經文錦渡坐巴士來，
希望1日才帶他走
一次，或許再

帶多一次

後，看到好簡單，他應該自己一個來都行。」他
對兒子終能上實體課感到高興，「長時間網課讓他
在社交上有些猶豫，沒甚興趣主動與人交流。」
他期望包括蓮塘等其他過關口岸可盡快開通，

並早日取消核酸檢測要求，讓往來更便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陳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部女士

◆師生久別重逢。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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