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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全開！ 2月 6日，內地與港澳人
員往來全面恢復。當天，深圳皇崗、羅湖、
蓮塘等口岸陸續全面“開閘”，內地與香港
間陸路口岸全面恢復通行。

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透露，
截至 6日中午 12 時，共約 8.3 萬名旅客使
用各陸路口岸過關。與 1月 8日實施的首階
段通關相比，單日過關人次大幅增長。

2月 6 日，從廣州、上海、北京等地
赴港澳的首發旅遊團紛紛出發，開啟了久違
的出境旅程。作為香港旅遊發展局（以下簡
稱“香港旅發局”）“賞你遊香港”活動的
協調員，本地導遊袁銳權收到了不少旅行社
預約帶團的邀約。“工作日程都排滿了！雖
然很忙，但好開心！”

這一天，香港保險代理人羅威也早早
收拾好行囊，訂好了隔天飛往杭州的機票。
早在兩周前，他已安排好七天的出差行程，
到江浙滬地區拜訪客戶。

普華永道中國合夥人彭浩賢最近也忙
得腳不沾地。大年初九（1 月 30 日）從香
港回到廣州處理手頭工作後，2月 5日他又
飛往雲南。“一切好像回到了疫情前，我又
變回了‘空中飛人’。”

自 1月 8日內地與香港實施首階段通
關以來，兩地經貿、人文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逐步恢復。如今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地與港
澳人員往來全面恢復——來往不限人數、無
需預約、取消核酸檢測要求，無疑為各行各
業加快發展打了一針“強心劑”，粵港澳大
灣區活力進一步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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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全開！內地與港澳全面通關
為各行各業加快發展打了一針“強心劑”，大灣區活力進一步迸發

●馬不停蹄●
工作生活重回正軌

對彭浩賢來說，剛剛過去的這一個月，

他的工作和生活已與疫情前沒有什麼兩樣。

大年初九那天，他坐上從香港西九龍

開往廣州南站的高鐵，46 分鐘的車程裏，

往昔熟悉的景色在車窗外飛馳而過，過去三

年的點點滴滴在腦海中閃回……

回到廣州，彭浩賢參加了師弟的婚禮、

處理完手頭工作，2 月 5 日又馬不停蹄地飛

赴雲南，之後計劃到武漢，周末再回香港。

在香港，袁銳權接到的工作也多了起

來。香港允許旅行社復辦本地遊後，他接到

了不少導遊工作的邀約；香港旅發局推出的

“賞你遊香港”第四期活動正在進行中，作

為協調員，他要全程協助導遊領團工作，確

保活動運作順暢。

2 月 2 日，香港啟動“你好，香港！”

活動，向全球多個市場免費送出 50 萬張機

票、提供至少 100 萬份消費優惠券，吸引旅

客訪港。袁銳權又多了一項工作——在香港

旅發局旅客諮詢中心，向旅客介紹活動及獎

賞領取方法，推薦香港近年來推出的新景點。

“我明顯感覺到訪港旅客比之前多了三四倍，

市面上熱鬧了不少，大家都更開心了！”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統計數

據，今年除夕至大年初四（1 月 21 日至 25 日），

訪港內地旅客累計逾 6.6 萬人次，較香港與

內地通關首 5 天（1 月 8 日至 12 日）增加 1.3

倍，較去年農曆新年同期增長 230 倍。

忙著“重操舊業”的還有羅威。兔年

農曆春節，他在微信上給內地朋友一一發送

了新年問候，還與江浙滬地區的客戶約定了

拜訪時間，迅速敲定了 2 月的出差計劃。

羅威說，前幾天已經有同事與內地客戶

成功簽單，今年 1 月團隊的新單保費同比增長

了 1000%。“我感受到許多同行已經爭分奪秒

重新投入到內地客戶的開拓工作，所以我也要

加把勁了！”他現在每天更關注內地新聞，與

團隊一起製作展示給內地客戶的資訊簡報、研

究解讀內地客戶關心的政策條例，以便在接觸

內地客戶時能順利交談，從而促成生意。

●疫情三年●
積極轉型尋找出路

在疫情前，內地訪客是香港保險產品

的一大重要客源。根據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數

據，高峰時期的 2016 年，內地訪客為香港

保險業貢獻了超過 700 億港元的人壽保單，

佔香港保險業個人業務的四成。

根據香港監管要求，內地居民投保香

港保單，必須親赴香港投保並簽署相關保險

合同。疫情期間，訪港內地遊客人數銳減，

香港保險業首當其衝。

羅威在內地大學就讀傳媒專業，2018

年進入保險行業。疫情之前，他通過在自媒

體平台發布內地人關心的香港話題視頻，吸

引了不少粉絲並轉化為客戶。羅威說，內地

與香港“封關”後，自己幾乎失去了內地客

源，“有九成原本在談或準備簽單的客戶都

來不了香港，行業內超過七成主要做內地客

戶生意的保險代理紛紛轉行”。

2020 年底，羅威與團隊開始轉型，從

內地自媒體平台轉向了香港自媒體平台，但

在網絡結識新客戶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半年

後，他決定“回到保險銷售最原始的樣子”，

通過參加線下活動來結識新客戶。

旅遊業作為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行業

之一，同樣成為了受疫情影響的重災區。根

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及香港旅發局公布的

數據，2018 年，旅遊業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1205 億港元，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 4.5%，

就業人數約 25.8 萬人，佔全港總就業人數

約 6.6%；內地是香港最大的客源市場，其

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的比例高達 78%。

但 2019 年開始，受香港“修例風波”

及隨後疫情影響，訪港旅客大量減少——由

2018 年的 6515 萬人次，減少至 2019 年的

5591 萬人次，再急挫至 2020 年的 357 萬人次，

到 2021 年只有 9.1 萬人次。

在香港旅遊業有著約 30 年經驗的袁銳

權，以前預約他的檔期要提前 30 天。2020

年春節前夕，袁銳權突然閑了下來——他發

現，無論是出境還是入境，都沒有旅行團成

行了。

他的同行阿池也遇到了同樣的困境，

袁銳權則在朋友的提醒下，考取了“保安人

員許可證”，在 2020 年年初找了一份保安

兼職。隨著疫情持續，保安業成為了“香餑

餑”，等阿池也想去考證時，相關的培訓課

程已經非常火爆。她只好一邊在港鐵兼職當

月台助理，一邊輪候培訓課程。2021 年，

阿池考取了“保安人員許可證”，而同為導

遊的阿池丈夫，則當起了計程車司機。

為了幫助香港旅遊業界恢復運作，香

港旅發局於 2020 年底開始推出“賞你遊香

港”活動。袁銳權和阿池第一時間前往應聘，

並獲得了工作機會。

2022 年 4 月，香港特區政府允許旅行社

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復辦本地遊，袁銳

權和阿池的工作重心終於又回到了旅遊業。

●準備就緒●
大灣區未來可期

2 月 6 日，內地居民與香港、澳門團隊

旅遊經營活動正式恢復。當天早上，廣州 4

個旅行團、逾百名遊客出發前往香港、澳門。

在上海、北京等地，也有首發旅行團啟程前

往香港。

“旅遊業終於迎來了曙光！”正在香

港帶本地團的袁銳權看到手機傳來的新聞，

高興不已。他說，已經有旅行社預約他 2 月

底、3 月初的檔期。

“ 我 已 經 隨 時 準 備 好 迎 接 訪 港 旅 客

了！”袁銳權說，自己的心情就像 30 年前

第一次帶團一樣，既緊張又興奮。

他一邊掀著日曆，一邊計劃著自己要

做的準備工作——2 月 9 日要去上“急救技

能證書”課程，以便能順利為“領隊牌照”

續期；這周找一天抽空去深圳，到幾個深港

陸路口岸踩踩點……

阿池也趕緊檢查自己的回鄉證是否過

期，以便能順利到深圳接赴港旅行團。除此

之外，她還拿出了自己的“謀生工具”——

旗杆、掛腰的麥克風、藥包、嘔吐膠袋等，

“要買些擦傷用的藥水、止血貼、退熱貼等，

供旅客備用。”

彭浩賢也對未來的工作前景充滿信心。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仔”，他大學畢業後

就進入香港普華永道，主要負責企業上市工

作。“大約在 2004 年、2005 年，許多內地

企業赴港上市，我參與了其中不少的項目，

深深感受到資本市場為企業發展帶來的助

力。當時，內地也非常需要熟悉香港資本市

場運作的人才。”自 2006 年調來廣州工作，

17 年來，彭浩賢一路見證著內地市場的發

展。“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香港專業的金

融服務幫助了不少廣東企業發展壯大。香港

既是改革開放的貢獻者，也是受惠者。未來，

香港要發展，一定要和大灣區發展相結合，

有香港的國際視野，再加上內地城市強大的

生產能力，大家才能雙贏。”

 彭浩賢注意到，今年農曆開年的第一個

工作日，廣東召開了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他

預計，今年上半年不少企業會集中精力重整業

務，重新出發搶訂單、拼發展。“如今，全國

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生產生活加速恢復，內

地與港澳也全面恢復人員往來，只要經濟大環

境好轉，企業加快發展，上市業務就能迎來新

機遇。我們已經準備就緒了！”彭浩賢希望運

用自己的專業能力，幫助更多企業走上國際化、

規範化發展的道路，助力大灣區建設。

 ●採寫：曾美玲 統籌：吳哲 黃應來

廣東“花式”鬧元宵

2 月 5 日正值元宵佳節，廣東省各地

舉辦形式多樣的活動慶祝元宵佳節，各地

群眾在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中感受祥和喜

慶的節日氛圍。圖為當晚 8 時，梅州豐順

縣埔寨鎮人頭攢動，一條“燒火龍”散發

漫天光彩，照亮了靜謐夜空。

� 何森垚�金鏑�梁時禹�攝影報道

2 月 6 日，文先生等幾個騎行愛好者從深圳蓮塘口岸過關。     朱洪波 攝 

【本報訊】中國僑都春光美，咖啡飄

香迎客來。日前，第一屆中國僑都（江門）

咖啡文化周正式啟動，港澳廣深和江門等多

地的 100 多個咖啡品牌彙聚一堂，吸引了大

批市民前來體驗。據統計，首屆咖啡文化周

日均人流量超 10 萬，銷售咖啡超 10 萬杯。

本次咖啡文化周集中展示了江門咖啡

行業的創新發展成效。主辦方相關負責人介

紹，此舉旨在打響“僑都咖啡”特色消費品

牌，打造交流平台，助力江門乃至粵港澳大

灣區咖啡企業抱團“走出去”，特別是深度

參與 RCEP 市場，推動“僑都咖啡”產業鏈

高質量、高規範、高標準發展。

江門是中國第一僑鄉，華僑華人、港

澳台同胞眾多，接觸咖啡文化較早，從港澳

回鄉創業發展的咖啡企業較多，形成了內地

最早期的咖啡豆烘焙生產基地。目前，江門

已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咖啡加工生產基地

和貿易中心，形成布局完整、發展成熟的咖

啡產業鏈及相關配套產業。

截至目前，江門擁有咖啡烘焙工廠 13

家，每年咖啡豆年烘焙產能約 5000 噸，產

值約 6 億元，主要從馬來西亞、哥倫比亞、

巴西、埃塞俄比亞等地進口咖啡生豆，產品

主要供應上海、廣州、深圳以及香港、澳門

等地。有關數據顯示，截至 2022 年底，江

門市共有咖啡店 1251 戶，其中 2022 年新增

370 家，數量位居中國前列。

為深入推進“工業振興”“港澳融合”“僑

都賦能”工程，促進國際國內咖啡產業合

作，活動組織美國、巴拿馬、印尼、哥倫比

亞、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以及香港、澳門

等 24 個重要咖啡生產國家和地區的僑胞、

商會、企業代表共同發起成立“僑都咖啡全

球產業聯盟”，並舉行線上線下簽約儀式。

聯盟將堅守“品質優先、資源共享、

誠實守信、合作雙贏”的原則，通過加強交

流合作，充分發揮各自行業資源和地域資源

優勢，促進咖啡產業貿易、技術、溯源、定

價、產能、品牌等全方位的合作，實現利益

兼顧，共同發展，促進“僑都咖啡”與世界

接軌。

“江門咖啡文化深厚，咖啡市場潛力

巨大。”僑都咖啡全球產業聯盟成員之一、

巴西江門五邑青年聯合總會會長陳文添說，

將借助僑都咖啡全球產業聯盟的力量，發揮

僑團的資源優勢，推動江門與巴西等南美洲

國家之間的咖啡業務及文化交流，帶動更多

華僑華人到江門投資咖啡產業，並把江門咖

啡帶向世界。 鄭琦

首屆中國僑都（江門）咖啡文化周啟動

咖啡濃香從僑都飄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