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中國雲南紅河口的山腰國
境站，是中越兩國跨境列車必經
的關口，也是越鐵工作人員入
境後辦理單證交接的唯一區
域。出生於1999年的彝族女
孩矣玲花，沒想到入到口岸
工作遇到的第一個挑戰是疫
情防控。兩年多來她幾乎每
天都要背着沉重的消毒水桶
給進出的跨境列車消毒，
擔心過感染的她也曾在裹
得嚴嚴實實的防護服裏悄
悄地流過淚，如今回想起
這些，女孩還顯得有些不
好意思，「我感覺我現在
變得更堅強了」。
矣玲花2021年畢業後

就到山腰站工作擔任貨運
交接員。時值世紀疫情的
初期，她除了要和師父盡
快熟悉工作流程外，還要學
習應對新冠疫情的嚴格防疫
消殺措施。矣玲花說，「對
列車進站後進行噴殺消毒，
需要背一個近20公斤的消毒水
箱，從火車頭一直走到最後一
節車廂，通過按壓給車廂消
毒」。一列列車消毒一圈下來將

近 2公里，耗時大概近一個小
時。同樣的工序，矣玲花每天差
不多要循環往返三次。
河口的天氣比較炎熱，特別是

在五六月份，時常出現30多度的
高溫，「防護服每次脫下來，真
的自己都不敢相信，全是汗
水。」有一次，消毒做了一半的
矣玲花，精疲力竭地穿着防護服
在過道裏休息，突然覺得很委
屈，眼淚唰唰就流了下來。在防
護服的小小空間裏，她想了很
多，比如當初如果不選擇在口岸
工作，是否可以逃離這個苦差
事？媽媽知道了會不會心疼？但
想到媽媽也是獨力將自己養大，
矣玲花突然就覺得又有了力氣，
她要努力工作，為了媽媽能有一
個康樂的晚年。
事實上，矣玲花的同事們也承

擔着和她同樣的工作壓力，「我
們一起到山腰站的姐妹們都苦
過，大家相互安慰着度過了那段
日子。」矣玲花說，在得知不再
需要給跨境列車做消毒的那天晚
上，宿舍的姐妹們瘋狂採買了很
多好吃的，慶祝「苦日子」終於
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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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三年的工
作中，東興出入境
邊防檢查站民警叢
學鵬因工作原因，

家中兩位親屬接連過世自己卻未能回家
參加葬禮，這對叢學鵬而言，是無法彌
補的遺憾。

令到叢學鵬頗為傷心的過世親屬，

一個是因年事已高辭世的族中老人，
另一個則是關係非常親密從小玩到大
的表弟。其中表弟從臥床重病到遺體
告別，他均未能回家見上一面，直到
接到噩耗，叢學鵬情緒一度消沉。
「那段時間真的很難過，雖說男兒有
淚不輕彈，但是有時候和父母視頻通
話結束後，就會忍不住偷偷落淚，懷

念逝去的親人。」
不過，叢學鵬從未後悔選擇到東興戍

邊。「今年弟弟從老家過來陪我一起過
春節，還帶來媽媽親手做的菜，這讓我
不會覺得那麼孤單了。」叢學鵬語氣中
更多的是對未來美好的憧憬，「我想新
的一年，疫情陰霾終將消散，一切都在
慢慢地好起來。」

憑祥市口岸工作服務中心主任彭勇戴
着N95口罩，望着眼前熙來攘往的通關
人群，疫情3年的場景在彭勇腦海中如走
馬燈一樣浮現，這令她內心百感交集。
2021年 10月是憑祥口岸的「黑色10

月」。當時幾乎每一天都有輸入性病
例，因防疫流程需要和場地消殺需求，
部分入境人員被滯留在口岸等待轉運隔
離。當時彭勇不僅要在現場協調解決各
種緊急狀況，還要安撫入境人員因等待

而逐漸失控的情緒。彭勇第一次正面感
受到疫情那來勢洶洶、令人窒息的壓
力。
「每天連軸轉，時常在口岸忙到凌晨

四五點鐘，然後回家簡單洗漱睡覺，早
上八點半又回來工作，一個月都和女兒
碰不上面。」女兒為此還鬧起小脾氣，
為了能每天見到媽媽，孩子居然「建

議」媽媽辭職到校門口去賣冰淇淋。這
令彭勇覺得好氣又好笑。
通關政策調整優化之後，緊急從各單
位抽調到憑祥口岸工作的幹部、職工也
都返回了自己原工作崗位。終於鬆了一
口氣的彭勇說起自己對未來的期待，最
期盼的就是「生活一切能盡快回歸正常
軌道。」

如果自2020年1月23日湖北武漢封城算起，至2023年1月8日內地口岸恢復通關，內地嚴格的疫情防控

政策整整經歷了1,080天。隨着防控政策措施的優化調整，內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逐漸復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深入多個行業、多個領域，採訪了許多一同走過那些難忘歲月的普通人：有仍堅

守在抗疫第一線的鄉村醫生，有仍在排查重點保護人群的社區工作者，有口岸復常後仍不能回家

團圓的工作人員，有準備在復常後再度拚搏的娛樂、旅遊行業從業者和個體老闆，有失去三

年校園生活的大中學生，也有武漢疫情初期病逝者家屬。他們在疫下曾經痛過、哭

過、錯過、捱過，所以更懂得社會復常後生活的珍貴。他們在追憶被疫情偷

走寶貴時光的同時，也在積極地規劃和暢想美好的未來。

新冠疫情三年對各口岸一線工作人員而言也並非

易事，因其工作性質需直接接觸入境人員和物品，在

過去三年中即便內地諸多口岸處於封限關狀態，他們亦

不能回家探親。如今口岸恢復通關，他們有的仍需堅守崗

位，有的則希望能有機會回家探望一下三年未見的父母與親

朋。三年的疫下生活雖刻骨銘心，但他們從未屈服，也從未放

棄對生活復常的信心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譚旻煦 廣西、雲南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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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憑祥友誼關口岸，剛剛和邊檢、海關對接完工作的憑祥市口岸工作服務中
心主任彭勇，在過去3年從未回家過過春節，她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回家陪孩子

一起放煙花。隨着口岸的通關，彭勇每天早早地就到崗準備，「已經很久沒見到這
樣熱鬧的場景了。」彭勇感嘆關口復常恍如隔世。而為保障通關順利，她甚至在1月
8日通關前已經連續熬了幾個通宵。

提前預備禮物彌補疫下虧欠
看着剛剛入境的親人們相擁表達着想念，不遠處順利入境的父母帶着孩子在友誼關門
前拍照留念的笑臉，彭勇心裏想着，今年春節終於可以放下防疫工作，在家好好陪家人
們團圓，臉上也不自禁浮起笑意。「我們經歷了這一場疫情，也見到不少的生離死別。
以後即便再有什麼困難，我想我都能克服。」
在雲南紅河口的山腰國境站工作的「95後」彝族女孩矣玲花也因疫情有兩年沒有回家
過年。她在年前就一直暗暗規劃着返家的一切。此前有很長一段時間，矣玲花需要連續
在口岸防疫崗位上工作一個月，再到集中隔離點隔離一段時間才能回家休息。「很想念
媽媽和姐姐，今年我一定要回家過年，彌補過去幾年的虧欠」。她細數着自己給媽媽準
備的新年禮物：衣服、補品、年貨……矣玲花不禁有點雀躍，她說回家後，還要帶媽媽
去做頭髮。「媽媽一個人把我拉扯大，她的辛勞付出給了我在那段最難熬的日子莫大的
鼓舞。」

堅守執勤崗電話向父母拜年
「又到春節了，爸媽，兒子在這邊給您們拜年了，奶奶身體怎麼樣？對不起，今年
又沒守在您們身邊。」剛剛下班回家的叢學鵬給父母打了個視頻電話。叢學鵬是東興
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民警，老家在內蒙古海拉爾。為了「圓夢」，他跨越4,400多公里
到廣西防城港東興市戍邊。由於通關，今年春節他更不得回家與父母「小團圓」，
看着邊境小城逐漸恢復的人氣，叢學鵬感到很欣慰，他對新一年的到來滿懷憧憬。
回想起疫情期間，東興這座邊境小城最長封城超160天，叢學鵬也隨之進入了

「三點一線」的單調生活。「我算了一下，2022年我最長連續執勤時間是126
天，隔離酒店都住出感情了。」叢學鵬開玩笑地說。東興開關的第二日，正值
叢學鵬的生日，對他而言，這有着非比尋常的意義。「時隔3年，現在既是
新生，也是新的開始。」叢學鵬說，「東興市地處中越交界，我們把守着
國門一線決不能放鬆，面對新的變化、新的情況，我們也有新的要求。」

冀培養更多「國門小衛士」
在學生賣力鼓掌的掌聲中，叢學鵬完成了他又一次的法律進校園
「義務教學」。這是他負責口岸通關和口岸監管工作之餘，向學
生宣傳邊國境法律法規的「編外教學」任務。叢學鵬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東興與越南芒街市水陸相連，綿延的邊境線很
容易存在漏洞為不法分子所乘，「但對於當地的孩子來
說，跨境來往是很司空見慣的事情。孩子們對於非法
入境等法律概念不是很清晰。我希望通過我的普法
宣傳，將他們培養成為邊境國門的安全小衛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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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疫後生活盡快恢復如初

◆疫情期間身
防護服在邊
境線上巡邏執
勤的叢學鵬
（左一）。
香港文匯報
廣西傳真

◆彭勇（左二）給新上崗人員培訓正確穿脫防護服
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疫情後，叢學鵬在查驗通關貨車。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叢學鵬期盼疫情後培養
更多「國門安全小衛士」。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矣玲花每天背
着20公斤重的消毒水
箱給列車消毒，一圈下
來差不多要走兩公里。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脫下防護服，
站在列車前合影，矣
玲花感覺自己更加堅強
了。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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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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