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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考試在即
通關安排無影

「每間學校呈分試安排不同，我們學校全體5年級家長投票，
68%家長不同意延期，7月9日如期考試，我們不得不過來

香港啊。」然而，遲遲沒有等到跨境小學生的通關安排，童童的媽
媽胡姐當機立斷提前辦理了特殊事宜赴港簽證──Q簽（編者註：
即學術、商務等特殊事由來港簽註，每次可連續停留14日），帶
着童童先行來香港。家中還有一個孩子馬上要參加高考，也是人生
的重要分水嶺，胡姐和先生只能一人照顧一個，心中對孩子充滿歉
疚。
童童的同學中，除去在香港租房的，以往每天兩地跨境上學的學

生共有7人，目前僅2人留在深圳。胡姐感歎，「我們還是非常幸
運早下決定，女兒同學的媽媽後來通關，卻沒有成功，只能在深圳
補辦探親證件再赴港，預計隔離期結束後，孩子只能到學校上2天
學就匆匆考試了。」她指，留在深圳的孩子，最終預計要在9月份
補考，但彼時距離第二次呈分試已經不遠，意味着孩子既要複習舊
內容，還要學習新內容，壓力更大。

香港物價高昂 隔離諸多不便
同學家之前在屯門租了房子，有見是特殊時期，熱心的同學媽媽

收留了胡姐一家和另一個同學。約400呎的房子一下子擠進了3戶
人，顯得十分侷促。
漫長的14天隔離期，家長們相互交流着彼此的經歷。在許多人
看來，胡姐是幸運的，同學媽媽每天幫忙張羅餐點，同學從學校帶
回來的功課，更讓人如獲至寶。胡姐感歎，有些同學赴港後到酒店
隔離，確實面臨許多不便，例如食的方面，就要承受香港又貴又不
及時的外賣服務，令胡姐直言：「我們真是幸福很多了，還知道學
校在上什麼課。」
6月23日，入境居家隔離期滿，胡姐天一亮就從屯門坐大巴前往

灣仔的入境事務大樓，那天的每個時間點她都清晰地記着，「7點
40分到灣仔，排隊到10點15分，12點15分拿到證，回屯門2點左
右。逾期逗留相應罰了230元，可以接受。」心情略放輕鬆，她忍
不住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段藍天白雲的視頻。

回流差異巨大 難保就近入學
隔離期雖過，卻不代表再無憂慮，因為對胡姐來說，接下來的呈
分試，不僅決定着在港的升學選擇，也決定着童童未來是否還留在
香港升學。
其實早在去年香港持續的修例風波中，許多家長都把目光轉回了

深圳，胡姐也萌生過退意，但女兒已經五年級，即將升學，回流要
適應兩地課程的巨大差異，且港寶身份在內地升學，視同非深戶籍
孩童，即使有學位房，也難以保證就近入學。
疫情來襲，跨境難過，不少港寶因此下定決心回流。胡姐逆流南
下，則想為女兒再博一次。「最理想是明年3月份首輪錄取中被好
學校收走，但需要在年級前3%左右，即考到年級前5名。最遲等
到7月份知道升中情況，如果沒有好的中學，我們就回深圳。所以
要作兩手準備。」

��(���
晚上10點多，童童（化名）翻開英語讀本大聲

朗讀，讓媽媽錄製一段朗讀視頻，然後收拾好書

桌，和同學爬上雙層床上鋪睡覺。兩位媽媽在剛才

書桌的位置開始整理床鋪，也準備休息。距離五年級第一次呈分試還有不到10天，這是升

中第一場「實戰」，母女倆都嚴陣以待。

20多天前，香港入境強制檢疫措施宣布延長，關於小學階段的跨境學童通關政策遲遲未出

台，因此跨境小學生暫時無法獲得隔離豁免。住在深圳的胡姐決定帶着童童「闖關」應試，

「隔離後還可以到學校上兩周學，如期參加考試。」童童這次應試，其實是胡姐決定她未來會

否放棄在港就學，回流內地的「試金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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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床的下層是孩子們學雙層床的下層是孩子們學
習的地方習的地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
溪 深圳報道）「今年17歲的
吳嘉瑩，在屯門讀中五，從3
歲起就開始了跨境生的奔波生
活，十幾年間，每一次深港兩地
通關政策有變動就會最先受到影
響。馬上就要升中六參加DSE的
她，最大的擔心就是影響課業。然
而，即使她每周三下午都準時到港大
深圳醫院跨境學童採樣點進行核酸檢
測，卻因為算錯了周期，使她在開學的
第二周便遇上了無法過關的尷尬。

過關首日混亂 早起卻遲大到
復課的第一天前，她興奮地做好了核酸

檢測等一切準備。當天起了個大早，滿懷期
待地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了深圳灣口

岸，誰知最後卻遲了大到。
「在口岸等過關的時候，
通道開得少，大家都是第
一次走防護通道，也不知
要怎麼填寫文件，導致等
待的時間大幅增加，光是

檢查報告和資料的時間就弄了半個多鐘，後
來等同學、等校車，最後到學校都快10
點，沒上夠1個小時就又放學，折騰一天特
別辛苦。」
與通關辛苦相伴的還有每周一次核酸檢測

所帶來的奔波與煩惱，吳嘉瑩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在港大深圳醫院國際醫療中心第
一次做核酸檢測十分順利，從填寫資料到採
樣結束，整個過程只用了不到10分鐘。原
以為之後每周的採樣也會很順，誰知第二周
就出現了小插曲，「當時過關時被指檢測報
告過期，導致最終未能上學。」按規定檢測
報告7日有效，但其實檢測結果需在採樣完
24小時才能拿到，也就是說，我周四做了採
樣，要在下周三做，才能保證報告一直有
效，每次檢測間隔實際上只有6天，之後就
需再進行檢測。」

盼推「健康碼」節省通學時間
吳嘉瑩表示，學校裏因為證件及核酸檢測

仍未辦妥，未能上學的同學也有幾個，只能
按以前的視頻方式網上學習，她現在就特別
希望能有「健康碼」，省卻不少時間，也能

更安心專注學業。
每周自行搭地鐵到醫院採樣的中三跨境

生何李銘亦表示，不論是從家裏出發還是
口岸出發，到醫院完成全套檢測耗時都要
一個小時左右，過關還要攜帶紙質報告，

等待打印報告、蓋章都要額外耗時。此
外，醫院人流混雜，也難免出現其他疾病
交叉感染的可能，希望能早日有「健康
碼」，延長核酸檢測的有效使用期，減少
往返醫院的頻率。

錯估檢測周期 開學次周缺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相比需要迎戰
呈分試的小五學生，小六學生則已在等待錄取的階段，港
寶媽媽侯姐相對淡定一些，她無奈地說，並非不着急，只
是兒子這學期的成績已經不影響在香港的升學，而大女兒
在深圳讀初二，正是關鍵的一年，深圳中考升學率不到
50%，競爭十分激烈，如果赴港，一來一回要走2個月，實
在不放心，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她形容等派位的一段時
間就如「等待抽獎，抽到哪個學校就到哪個學校」。幸運
的是，兒子派到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是滿意的結果。
侯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6月8日就正常開學，
但跨境學生受強制檢疫政策影響，無法通關，只能在家裏
上網課。「每個學校安排不同，孩子學校小五有網課，小
六沒有，只是每天會安排一些功課。」
她認為，難以返校上課，學業之間的差距難免越來越

大，好在這個學期成績不影響升學，惟失去了主動叩門
的機會。「理想是在屯門四大中學之一，老師說孩子的
成績在這個池子裏，所以他跟第一名的孩子有相同的機
會，就看誰運氣好了。」孩子獲派心儀學校，侯姐心中
大石終於落地：「一顆心終於落地，拿到入學註冊證一
刻我激動得跳起來，努力沒有白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女兒備考的狀態是胡姐眼下最為關
心的，女兒的成績不差，但不夠穩定，
「此前從天水圍插班到屯門的學校，成
績有所下滑，現在雖能考到年級前幾
名，但是有時放鬆就會掉到10多名。」
她無奈地說，雖然女兒很努力，但跨

境的孩子，還是比較吃虧，疫情期間停
課數月，但學校沒有提供很多網課，在
深圳的補習條件也有限。深圳的港寶們
只能靠家長自己找題目，找資源。此前
在深圳發現有機構因應港寶們的需求，
推出線上課程，胡姐彷彿發現了新大
陸。「大課是公益性質的，人多，教的
相對淺一些，後來開了收費的小班課，
學生經過測評，按水平分班，挺好
的。」胡姐給童童報了2期線上小班
課，3個學科共2,000多元人民幣，她連
連說：「比內地一些培訓班的收費還
低，算是良心價了。」

■ 能 重
返校園，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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