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
圳報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7日宣布

，下月將率先容許居內地港人返港豁免檢
疫14天。港青深圳雨果傳媒總經理鄭鵬翔（見圖）

看到該消息後對大公報記者表示，自2月到深圳以來
，已經八九個月沒有回香港了，這是離開家人最久的
一次，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回香港與家人朋友團聚了。

鄭鵬翔五年前從暨南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深圳創
業。翻開他的朋友圈，內容都是穿梭在內地不同城市
出差。 「由於我拿的是香港身份證，健康碼只能粵澳
互認，我去廣東以外其他省出差的時候，會碰到不同
地方的不同要求，有些地方要求核酸檢測並隔離一段
時間，有些地方因為一個紅碼、一個綠碼不能住酒店
，所以還是很麻煩。」 鄭鵬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之
下，自己在外地出差拓展業務，每次坐高鐵、飛機都
是被問前問後。

離開香港八九個月，鄭鵬翔說非常想念媽媽做的
飯菜的味道，此前也想過曲線回香港。比如港府對內
地的港商工廠可以給一兩個名額往返深港，但名額實
在太少，港商自己都
捨不得用，要給往返
深港辦業務的業務員
用，鄭鵬翔也打消這
個念頭。

「如果下月真的
推行返港豁免檢疫14
天的政策，哪怕是凌
晨，我也要首日就趕
回香港，見家人朋友
。」 不過鄭鵬翔對回
深圳時要隔離14天也
有點擔心，他期盼兩
地政策能互通，更人
性、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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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港人：終於等到好消息
希望兩地協調 往返均免隔離

特首林鄭月娥27日宣布，下月將率先容許居內地港人返
港豁免檢疫14天。今年以來，跨境群體因 「封關」 政策，導
致生活種種不便。採訪中在深港人心情有點複雜：因為疫情
封關已近一年未見到父母，即便回港豁免檢疫，返深圳仍要
隔離，希望香港和廣東兩地能早日協調出台便利措施，往返
最好能避免強制隔離。不過，多數港人反映， 「這一政策最
受益的是跨境群體，終於等到了好消息，正常通關有望。」

翹首期盼
大公報記者 何花深圳報道

內地港人心聲

吳舒景：回港豁免隔離，退休老人
看望孩子確實方便了一些；而對於
上班族，還是無法經常往返。疫情
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希望香港
和廣東兩地政府能盡快協商出更好
的對策。

賴致宏：很想念我的父母，特別是
疫情肆虐的那段時期，每天心都是
揪着，擔心他們的身體卻不能回去
看望，那種心情無法言喻。

黃揚：對於需要長期粵港兩地跑的
港商而言，僅僅是香港單方面免除
內地返港隔離是不夠的，期望盡快
實現內地和香港雙方豁免檢疫。

鄭鵬翔：如果下月真的推行返港豁
免檢疫14天的政策，哪怕是凌晨
，我也要首日就趕回香港，見家人
朋友。

曾義：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人都看到
了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最好不要因
為通關而阻礙他們來內地發展的熱
情。

陳信傑：如今內地疫情早已穩定，
香港政府出台的新政，讓我們隔離
的時間縮至一半只要14天，加上
入閩的7天居家隔離，的確讓很多
工作、生活分離在閩港兩地的家庭
受惠。

•由內地返港需執行14
日強制檢疫措施，使得不少
需要經常往返兩地的人士無法
經常返港。圖為8月7日，人員稀
少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
樓入境大堂 資料圖片

•香港新冠疫情反覆，致使
不少香港市民選擇前往內地
城市避疫。圖為今年8月，
不少香港市民在深圳灣口岸
排隊等待離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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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蘇榕
蓉福州報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27日宣布，下月將率先容許居內地港人
返港豁免檢疫14天。 「90後」 港人、福建傑

泰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陳信傑，得知後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 「這是一個喜訊，我們期待這一天
太久了！」

陳信傑所在公司地處福建廈門，他告訴記者
，以往自己兩周回一次香港看望家人，今年疫情封
關，給工作和生活帶來太多困擾， 「很多時候我都
是通過視頻和家人訴說彼此的想念。」

帶妻小返港與親朋相聚
陳信傑興奮地把訊息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引

發一眾港人好友強烈共鳴。 「原來實施深港互認隔

離醫學觀察政策，來回一次兩地隔離28天，入閩
還需隔離7天，共計35天。如今內地疫情早已穩定
，香港政府出台的新政，讓我們隔離時間縮至一半
只要14天，加上入閩的7天居家隔離，的確讓很多
工作、生活分離在閩港兩地的家庭受惠。」

在福州開有一間 「港賴香港名小吃」 的港人
賴致宏（Kelvin）今年過年帶着自己在內地出生的
兒子回港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很想念我的父
母二老，特別是疫情肆虐的那段時期，每天心都是
揪着，擔心他們的身體卻不能回去看望，那種心情
無法言喻。」 他說。

賴致宏說，如今香港疫情有所回穩，等過一
段時間店裏生意不緊張時，會帶妻小返港和家人朋
友相聚。 「對於未來，我依然有信心，也希望這場
『災難』 早點結束，希望兩地往來順暢。」

【大公報訊】記者帥誠廣州
報道：27日上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透露，希望在下月實現內地港人返港豁免
14日檢疫。當天下午，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即接

到三十餘位港歸長者電話諮詢消息真實性。香港工聯
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表示，年初香港因疫情封關至
今，工聯會已幫助滯留內地長者從香港累計寄送藥品
24000餘份，但近期因不少港歸長者長期未返港覆檢
，部分醫院已拒絕繼續開出藥品，長者需完成14日隔
離返回香港有諸多不便，若下月實現豁免檢疫可解燃
眉之急。

退休後長居廣州的港歸長者方開耀，因身體健康
原因原本每月要返港在醫院覆檢身體並開取相關藥物
。今年疫情爆發後，因返港需完成14日隔離，方開耀
從春節至今未曾返港。 「一開始通過在工聯會登記寄
送藥品，一次可以從醫院拿到3個月用量，但約10天前
再次申領藥品時，醫院以長時間未進行覆檢為由，僅
開出1個月用量的藥物。」 方開耀無奈表示。

「我年紀大了，如果返回香港看病要先隔離14天
怕身體吃不消，而且在香港覆檢完回到內地又要隔離
14天。與我情況類似的長者還有不少。」 方開耀希望
關於內地港人返港豁免14日檢疫措施能盡快實施，以
幫助有相關訴求的長者渡過難關。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
怡廣州報道：特首林鄭月娥27日

表示，下月會率先安排在內地香港居
民回港免14日檢疫。消息一出，在珠三角經

商、工作的港人即時興奮刷屏，分享喜悅。在
東莞經商近30年的港商黃揚（圓圖）告訴
大公報記者，疫情前，他每月都返港和太
太及子女團聚。 「今年春節前幾天，因為
工作原因我就從香港返回東莞，沒想到和
家人這一別就是9個多月。」 黃揚感嘆，消
息一出，讓他看到未來粵港兩地全面免除隔離
的曙光。

「目前的安排可為因工作短暫北上內地的港
人帶來方便。但對於我這種需要長期粵港兩地跑
的港商而言，僅僅是香港單方面免除內地返港隔

離是不夠的，期望盡快實現內地和香港雙方豁免
檢疫。」 黃揚表示，下月他選擇留在東莞觀望。
「我會等到兩地都互相免除檢疫隔離後再回香港
。」 如今，聽到消息後的黃揚笑言，自己日夜盼

望着通關正常化，這樣他就可以回到香港家
中，和久未見面的太太 「撐枱腳」 。

冀配額詳情早日公布
在港工作的石小姐由於家中有事要

回內地，目前仍在隔離中，一直遙距工作
。她對於下月回港或可免隔離非常期待，關

心初期配額如何申請。
石小姐指出，如果部分人獲豁免，其他沒有

配額的人繼續隔離十四天，是否會造成制度不公
，希望政府能盡快公布詳情。

★東莞港商

興奮！盼返港與太太撐枱腳

離港九個月
想念家味道

★創業港青

★閩港家庭

喜訊！我們期待這一天太久了

早日撤限
解藥荒之急

★港歸長者

港人曾義前天因回港工作剛剛結
束在深圳的14天強制隔離。今年他
已被強制隔離兩次，隔離總時長將近
兩個月。作為港商二代，曾義的父母
30年前來到深圳投資，公司在香港
和深圳都有業務。疫情前，他幾乎每
月往返深圳和香港兩地。 「今年已經
把往返的次數減到最低。大部分時間
和香港公司溝通都是通過遠程會議系
統。但很多生意客戶還是當面談更
好。」

因封關無奈擱置創業項目
曾義透露，自己創業的項目一直

希望能引進更多香港年輕人來深圳創
業。但因疫情封關，事情推行不順，
計劃只好暫時擱置。 「等通關正常化
，這項工作還是會重啟。」 曾義說。

「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人都看到了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最好不要因為通
關阻礙他們來內地發展的熱情。」 曾
義透露，他作為香港專業人士，今年
5月已向相關部門申請回港豁免檢疫
。 「現在終於看到這項政策能惠及所
有的跨境群體。這是個好消息。」 他
強調，現在內地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
制。尤其深圳，已多日沒有本土新增
病例。內地港人返港其實已無病毒擴

散的風險。

爺爺隔屏看孫子長大
跨境群體從年初開始盼望通關正

常化，如今許多人感嘆， 「終於看到
了一點希望」 。 「封關」 政策下，有
跨境家庭不得已重新在深圳租房生活
，也有港人因公司業務調整不得已重
新找工作。

吳舒景從年初 「封關」 開始，已
近1年未回香港。 「疫情前，我父母
每周從香港過來看我，順便也會看看
孫子。一年來，爺爺只有隔着屏幕看
着孫子長大，學會走路，學會說話。
」 吳舒景在內地讀大學，之後加入港
人的創業公司，常年在深圳工作。今
年疫情阻礙內地市場開拓，公司業務
布局調整，將產品研發中心放在廣州
。因妻子在深圳工作，他只能重新找
工作，加入另外一家寵物醫療公司。

採訪中，他強調， 「單方面放開
檢疫幫助不大。深圳需要出台相應的
配套政策才能真正讓跨境群體方便往
返。」 回港豁免隔離，退休老人看望
孩子確實方便了一些；而對於上班族
，還是無法經常往返。疫情可能還要
持續一段時間，希望香港和廣東兩地
政府能盡快協商出更好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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