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8日，星期一，当清晨的第

一抹阳光铺洒大地，中山博览中心

枢纽的候车厅已经聚集了不少乘

客。上午6点20分，蓝色的首班公交

停靠不久，排队的乘客便坐满了车

内座位准备发车，现场秩序井然。当

天，记者跟随深中跨市公交往返深

圳、中山两地，了解发生在普通市民

身上的“双城”故事。

本报记者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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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中山，，何以成为何以成为““港人北上港人北上””生活新居所生活新居所？？
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上单牌港车超100万辆次。随着深中通道通

车，香港居民跨境往来中山又添一条陆路通道，为大湾区跨城生活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交通出行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的“软”“硬”联通不断拓展，协同融合纵深推进。位于大湾区几何中心的中山，凭借宜居、

宜游、宜业的城市特质，吸引了众多香港居民的目光。记者近日走访了几位“北上”中山居住和工作的香港

居民，他们在中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享受着与香港截然不同的时光。
见习记者 李颖奇

选豆、烘焙、磨粉、冲泡、品尝……
看似常规的咖啡冲泡流程，在咖啡店主
理人李国豪手中却展现出别样风采，通
过调整咖啡豆的比例、烘焙过程和冲泡
时间，李国豪追求着每一杯咖啡的最佳
的口感与风味。

对于香港居民李国豪来说，中山不仅
是他的家乡，更是他实现咖啡梦想的起
点。谈及8年前移居中山三乡镇的初衷，李
国豪归因于香港忙碌的生活。

“香港的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我）逐
渐萌生了休息一下的念头。”李国豪说。在

父亲的推荐下，他选择到中山走一走，给
自己放个假。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停留
竟然持续了整整八年。

在这 8年，李国豪开始探索在中山开
创自己的事业。他将个人的兴趣转化为事
业，开设了一家名为“追逐”的咖啡店，每

天与咖啡为伴，与客人交流。
“我也享受到交通基建的成果。”李国

豪表示，在大湾区各地参加比赛，他因交
通便利而变得轻松可达。2023年，李国豪
参加了在广州、东莞等地举办多个咖啡赛
事。

从中山出发到香港，可以选择深中
通道、港珠澳大桥等陆路交通方式，也可
以从中山港客运码头坐船到香港尖沙
咀。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中山
居住和生活。“从香港搬到中山有交通方
面的考虑，如果突然有什么事要回去也
很方便。”26岁自媒体博主郑雅雯介绍，

今年 2月，她从香港搬到中山，从事自媒
体工作。

“这是一座温和的城市。”郑雅雯如此
形容中山。搬到中山居住之前，她来中山
的次数并不多，但一次打车经历改变了她
的看法。

原本计划乘船返回香港的郑雅雯，

由于不熟悉客运站位置，定位到马路对
面。面对大货车穿梭往来的道路，出租车
司机特意绕了个圈将她送到客运站里
面。“或许是之前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凑，
习惯了人们忙于接单与挣钱，这次经历
让我深感震撼，是中山司机耐心细致的
态度，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理解。”

郑雅雯表示。
在B站等视频网站开设账号后，郑雅

雯巧妙设置了“港人北上”“湾区生活”
“粤语”等标签，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
已经吸引了超过 8万名“粉丝”关注，并两
次登上网站热门视频榜。

近期，“港人北上”等话题热度不断，其
中就有不少是“北上”的银发族。72岁的梁
富华和太太便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他下定决心在中山购置房
产，逐渐将生活重心转移到中山。“闲暇时

买菜煮饭、打理花草，在小红书上刷到喜
欢的地方，就去走一走。”梁富华用“惬意”
来形容自己的中山生活。

“中山房子面积大约100平方米，该标
准放在香港就是豪宅了。”梁富华谈到，现

在拥有一个宽敞的阳台，可以种植自己喜
欢的花花草草，这在香港是难以实现的。

“相对于年轻一代，银发族更加注重
医疗服务。”梁富华说。靠近梁富华家附近有
一家三甲大型医院——中山市中医院。第一

次走进该医院时，他尚不熟悉预约就诊的流
程，但在志愿者热心帮助下，体验了一次不
错的医疗服务。“前几天，带着几个香港旧同
事在中山体检和补牙，他们以‘平、靓、快’来
形容中山的医疗服务。”梁富华说。

■咖啡师李国豪： 在中山，追逐兴趣与梦想

■自媒体人郑雅雯： 在中山，寻找理想居所

■长者梁富华： 在中山，寻找惬意生活

■金融从业人员梁先生：
深圳、中山两地通勤方便多了

上午 6点 23分，一身职业装的梁先生
显得有些着急，他没赶上 3分钟前发的那
班车，担心会影响到 8 点 30 分的上班时
间。“晚点还会有车吗？”梁先生询问工作
人员，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心情逐渐平复。

6点 25分，梁先生顺利地坐上了前往
深圳前海湾方向的公交。坐在座位上，梁
先生高大的身躯舒展开来，这是他第一次
乘坐深中跨市公交。“对比以往乘坐的巴
士，位置感觉没有那么窄小，像我们这种
腿长的人坐起来也舒服。”在车上，梁先生
与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双城”故事。

梁先生是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目前在
深圳市福田区的平安银行总部工作，负责
管理风险方面的评估。8年前，因为接连在
中山多家银行岗位上表现优异，梁先生得
到了去平安银行总部工作的机会，随之而
来的，是中山、深圳两地通勤的苦恼。

深中通道没有开通前，梁先生的通勤

策略一般是换乘高铁或者乘坐跨市巴士，
但乘坐高铁存在车票不好买的问题，乘坐
巴士在时间方面又不好控制。为了能准时
准点到达公司，梁先生一般会选择周日下
午早早出发。

7点 30分到站后，梁先生从公交车上
下来，又急匆匆地换乘地铁前往福田区，
高大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退休人士罗女士：
故地重游，追忆似水年华

7点 30分，年过五旬的罗女士在前海
湾地铁站总站，已经乘上了前往中山博览
中心枢纽方向的公交。“我是第一次坐这
个公交车，现在才 15块钱，又便宜、又方
便、又近，我感觉很好。”据介绍，罗女士此
行是到中山走亲访友的。她依然记得，

1988年，才16岁的自己便跟着亲戚出来工
作了，当时第一份工作是在火炬高新区的
一个手袋皮革公司，一个月能拿到 120块
钱工资。

在中山工作期间，罗女士对中山产生
了浓厚的感情，因为她结识了很多朋友，
工作氛围也令她觉得十分舒适、融洽。
1996年到了适婚年龄，罗女士便又回到了
老家梅州结婚，而后跟着丈夫一同到深圳
打拼，现在生活在深圳龙华新区。

时光飞逝，曾经的青春时光不再，所
以当罗女士接到中山好友的邀约，内心是
无比开心、雀跃的，为此，当天早早就出了
门，抵达中山后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小伙子，能帮我在车上拍张照片吗？”
8时许，罗女士把手机递给对面的乘客，随
后身体靠着公交，当公交车穿过伶仃洋，

便与窗外漂亮的风景合了个影。

■工程师陈先生：
“双城生活”开启更多可能

与罗女士乘坐同一辆公交的陈先生
是一名工程师，今天和几位同事一起从深
圳到中山上班。自2020年工厂从深圳龙岗
搬来中山翠亨后，他们便过上了一周一次
的“双城”通勤生活。

谈到既往的出行，陈先生有两种选
择，一种是乘坐公司统一安排的大巴，从
深圳老厂到中山新厂；另一种就是跟同事
一起拼车过来。但无论哪种选择，为了预
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都是要星期天下午出
发的，不然赶不及第二天 8点 20分的上班
时间。

今天也是陈先生第一次乘坐深中跨
市公交，虽然6点多便从家里出门了，但因
为时间太早，从家里到前海的地铁还没开
始营运，所以路上还是耽搁了些时间。

“我们住前海的同事这时已经上班
了。”陈先生看着同事发的打卡图片，略带
羡慕地说道。年逾五旬，陈先生大的孩子
已经大学毕业，小的还在上小学。深中通
道开通后，他计划增加回家的频率，从以
前的一周一次到一周两次，能力范围内多
点陪伴家人，其余时间，也会在翠亨新区
优美的环境中跑跑步，锻炼好身体。

8点 40分，车辆抵达中山国际人才港
（翠亨新区），陈先生和同事大步流星离
去，罗女士也紧接着换乘前往火炬的公交
车。

幸福在深中跨市公交中变得具象化，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繁忙的工作之余，能
多点给予家人陪伴，与朋友保持沟通和联
系，显得弥足珍贵。

深中“双城故事”在跨市公交上演
早高峰期间本报记者跟车往返采访，了解跨市通勤乘客的心声

志愿者为市民讲解购票流程。 本报记者 刘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