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的亲笔题字“珠海经
济特区好”依然矗立在拱北

口岸广场， 它振奋了一代特区
拓荒者， 也见证着拱北口岸从一

个渔村小关口一跃成为全国客流量
最大的陆路口岸。

拱北口岸是“一国两制”的交汇点，
更是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
者。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里成为全国
乃至亚洲最繁忙的旅检口岸，2019 年
经这里出入境旅客达 1.45 亿人次。 这
里还是最便利的通关口岸之一，平均每
名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只需花费
约 15 分钟，每条自助通道验放 1 名旅
客平均仅要 8 秒。

要知道，1979 年，经拱北口岸出入
境旅客仅 219 万人次。 1999 年，拱北口
岸验证台上的设备简单， 电脑是老式

“大头机”，如果客流较多，平均每名旅
客通关排队则需要一两个小时。

如今，经拱北口岸出入境会有多便
捷？在澳门务工的珠海市民欧女士每天
6 时出现在拱北口岸， 经自助通关后，
她步行 10 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澳门关闸
地区，开始她一天的销售工作；已经退
休的澳门居民陈伯上午拿着“回乡证”
入境珠海，在拱北市场买完菜后他便迅
速返回澳门准备午饭……随着珠澳两
地联系更加紧密，拱北口岸每天的开关
时间也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10 个小
时， 延长至现在的 19 个小时， 旅检查
验系统也更快捷智能。

不断升级的拱北口岸，让珠海和澳
门的联系更加紧密，两地合作也拉开了
新序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发挥澳门—珠海强强联
合的引领带动作用”。

珠海不负所望。 如今，她正发挥毗
邻澳门的地域优势，推动对澳合作向前
发展。珠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说，珠海将不断加强政策
扶持，与澳门签署加快建设大湾区澳珠
极点合作备忘录，谋划建设粤澳深度合
作区。 未来，珠海将以粤澳深度合作区
为主平台，探索珠澳共商共建共管新模
式，借鉴延伸澳门自由港部分制度和政
策，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
境。 全力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携手澳门打造全球新兴产业重要策源
地，加快推进“澳门新街坊”等跨境社会
民生融合发展项目建设，加快布局一批
国际水平、港澳特色的基础设施，让珠
澳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两地民众。

而这些蓝图的绘就，少不了作为重
要一笔的拱北口岸，拱北口岸将再燃改
革激情，和珠海一起推进“二次创业”。

通关时间延长两小时，能够创造怎
样的成绩？ 拱北口岸给出了答案：2015
年 12 月 18 日， 拱北口岸实施延关措
施一年来，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约 1.15
亿人次， 较上年同比增长近 10%，其
中，620 万人次的旅客在延关的两小时
期间顺畅出入珠澳。

拱北口岸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零时起开始延长通
关 时 间 ， 开 放 时 间 由 原 来 的 07:
00-24:00 延长至 06:00 至次日 1 时。
延关一年来， 每日 0 时至 1 时、6 时至
7 时的延关时段平均查验出入境人员
约 1.7 万人次。

延关意味着什么？ 拱北口岸相关负
责人介绍， 当年， 近 3 万人次的内地劳
工、学生等赴澳人群，每天早上 8 时前的
通关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拱北口岸广

场上曾经存在的开关前旅客排长队现象
已不复存在， 旅客在该时段进入查验大
厅基本实现了无需排队，随到随检。

该负责人介绍， 延关政策实施后，
往来珠澳两地的旅客可以更加自由地
选择通关时段，以往旅客集中在某一个
时间段出境入境的情况也得到一定程
度的改善，“虽然当年拱北口岸的客流
量增长了 1000 多万人次，但自助通关
人员比重也逐步上升，占到 65%以上。
由于自助通道疏导效率更高，反而使得
口岸整体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

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简单。延关并
不是简单地增加两个小时， 时间问题、
人员编制等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困难。如
何在执勤警力“零增长” 的情况下，完
成延关任务？拱北口岸通过优化警力配
置和勤务模式， 大力提升勤务组织效

率，“我们先后多次开展站内轮岗，进一
步削减机关， 将警力向旅检队倾斜，使
基层警力分布更加均衡，岗位配备更加
科学。”基础业务能力也相应增强，旅检
队 50%以上的民警能够同时达到出
境、 入境双向的岗位执勤能力要求，以
实现出境和入境民警在高峰时段互相
支援，警力最优化使用。

除了人员问题，口岸硬件条件也在
与时俱进。拱北口岸加强了自助通道管
理使用， 先后投入资金近 30 万元更换
70 余条自助通道的老旧设备， 改善自
助通关环境。高峰期安排技术人员驻点
维护，大大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确保
了自助通道 100%可用。 在自助通道区
域加派引导人员，将首次使用自助通道
的旅客与其他旅客进行通道区分，降低
了人工干预率。

●1950 年，拱北关更
名为“拱北口岸”。

●1992 年，拱北口岸
迁建工程奠基。

●1999 年，拱北口岸
迁建工程完成， 拱北口岸新
联检大楼投入使用。 同年，邓
小平题字被矗立在拱北口岸
广场。

●2005 年，拱北电子
口岸建设开始， 启用出入境
客车“一站式” 电子验放系
统。

●2008 年，拱北口岸
开始启用儿童自助查验通
道。

●2006 年，拱北口岸
首次大规模开通 24 条自助
查验通道。

●2010 年，拱北口岸
改扩建工程开始动工。

●2011 年， 拱北口岸
首次成为全国客流量第一大
陆路口岸。

●2013 年，拱北口岸
改扩建工程竣工， 在拱北口
岸东西侧新建的出入境联检
大楼启用。

●2014 年，拱北口岸
实施延关措施。

2019 年， 拱北口岸出
入境客流量达 1.45� 亿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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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北口岸
连心粤澳

从渔村小关口变身全国客
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拱北口岸
成两地强强联合之桥梁

羊城晚报记者 吴国颂 钱瑜 郑达 何叶舟 实习生 劳俊颖

查验通道数量翻几倍、通关速度变“秒放”、通关时间延长至 19 小时……

由拱北到澳门“串门”
人更多了速度更快了风云录

亲历者

作为擒贼克敌的“国门猎鹰”，石淑亚
和拱北口岸一起经历风雨和荣耀

在这里见证澳门回归

时间拉回到
1999 年 10 月 2

日，拱北口岸新联检
大楼正式启用， 这是当

时澳门连接内地的唯一陆
路口岸。 这座大楼共建有 66

条查验通道，设计日通关流量 15
万人次，预计可以满足未来 10 年到

15 年的通关需求。 但澳门与内地“大通

关” 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随
着国家陆续出台 CEPA、“自由行”等一
系列政策举措，仅过了不到 5 年，新联
检楼查验通道的使用率已接近饱和。蔡
奕平当时是拱北边检站二队的一名检
查员，对当时的景象他记忆犹新：“每逢
客流高峰期， 旅客一波一波地进入大
厅，个个探着脑袋等候查验。 ”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在
2018 年 6 月 18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提
出“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新举措。 适逢端午假期，拱北
口岸出现回内地过节探亲的港澳居民
与赴澳购物旅游的内地居民相互叠加
的双向客流高峰， 日均客流将超过 39
万人次，比平日增长约 10%。

巨大的客流量让拱北口岸的升级优
化更迫在眉睫。 随后，拱北口岸开始在出
境 1 号、2 号厅和入境 1 号、2 号厅四个
大厅， 同步建设 50 条自助查验通道，竣

工后， 拱北口岸常态化使用的自助通道
达到 194 条，通关效率将显著提高。而在
50 条自助通道建设期间，拱北边检启用
临时人工查验台，满足旅客出入境需求。

此外，口岸还设置了中国公民专用
通道， 优先保障中国公民快速通关，科
学灵活调配通道设置，并在候检区域划
定高峰期提示线，当旅客排队超过该线
时，及时加开查验通道，直到全部开满。
同时设立外国人查验专区，更新一批标
识标牌，减少旅客误排队、错排队的现
象。 据了解，边检机关还利用大数据进
一步优化警力配置，通过分析高峰期旅
客构成，总结客流动态规律，分析客流
变量因素等手段，构建客流动态运行模
型，以此科学指导警力调配方案和勤务
组织的实施。

从此，拱北口岸实现了中国公民出
入境排队通关等候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的目标。

延关：无需排队随到随检

拱北口岸几乎
永远都是一副人潮涌动
的画面。 经过数十年的
发展， 出入境的旅客在
这里快速通关，“秒放”
成了新常态。如今，旅客
们往返于珠澳两地如
“串门”一样简单。

疫情影响正减弱
客流量回暖明显

再出发

1999 年 ，珠海边检总站民警在拱北口岸限定区域欢送驻澳部队
进驻澳门（资料图，拱北边检供图）

2019 年经拱北口岸入境旅客达 1.45 亿人次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升级：自助通道达 194 条

拱北口岸已从当年的一个小关
口， 蝶变为全国出入境客流量第一
大的口岸。 在拱北口岸发展的进程
中， 有许多人为之努力。 石淑亚就
是其中一位。 她现在是珠海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执勤十一队 （处突队） 四级高级
警长 ，是擒贼克敌的 “国门猎鹰 ”，
她和同事们一直守护着国门安全。

站六个小时迎驻澳部队
1990 年，18 岁的石淑亚参军入

伍后被分配到拱北口岸担任检查员。
石淑亚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当时的工
作环境很简陋，没有空调、风扇，电脑
设施还不完善，很多工作都是要靠人
工查验。 澳门回归前，拱北口岸新联
检大楼投入使用，新口岸的面貌焕然
一新。 尤其是自助通关政策实施后，
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虽然说现在旅
客不断增加，但是我们觉得旅客过关
的时间比以前越来越短了”。

工作在拱北口岸的石淑亚，是不
少重要事件的见证者。澳门回归祖国
的场景，她记忆犹新。她说，为了迎接
驻澳部队，大家提前准备了几个月时
间，所有的激情、热情、激动都在那一
天达到高潮。 “澳门回归是国家大事、
喜事。当时我们作为一线民警被抽调
去站第一班岗，迎接我们驻澳部队的
进入。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是在
清晨迎接他们的，大家基本上一站就
是 6 个小时以上”。

当驻澳部队车队经过时 ，石淑
亚需要敬礼 ， 直到全部车队经过 。
“这是我敬礼时间最长的一次 ，当
时心情很激动 ， 所以不觉得有多
累 ，手放下的那一刻是酸的 ，但当
时觉得很骄傲 、很自豪 ，现在想起
来还是很激动”。

守卫国门安全 17 年
随着拱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的

增多，安全问题引发关注。 2003 年，
拱北边检站处突队正式成立 ，石淑
亚丝毫不惧将要面临的严苛训练
标准和繁重工作压力 ，在女民警中
首个主动请缨。 凭借着对处突工作
的执著和军队传承的优良作风 、过
硬的身体素质 ，她迅速成长为队内
的骨干力量。

2015 年 7 月的一天 ，在口岸巡
查监护中， 石淑亚敏锐地发现有 1
女 3 男举止可疑 ，于是迅速上前询
问 。 对方目光飘忽不定 ，言语吞吞
吐吐 ， 没说几句便都着急要离开 。
看着这些反常的行为 ，对答话男子
口音有所怀疑的石淑亚立刻大声
喊道 ：“等一等 ！ ”4 人一听拔腿就
跑 ，石淑亚临危不乱 ，一边呼叫支
援 ，一边奋力追赶 ，支援同事迅速
策应包围 ，与石淑亚一同成功堵截
了嫌疑人 。 在随后的审查中 ，石淑
亚从他们身上搜出 5 张伪造的中
国居民身份证 ，并确定 4 人均系偷
渡到国内的东南亚某国人。 根据石
淑亚确定的这一重要情报线索 ，拱
北边检站立即部署行动 ，成功抓获
蛇头刘某等人 ， 彻底打掉一个 20
人偷渡团伙。

加入处突队 17 年来 ， 石淑亚
在参与的 300 余次重大客流疏导
任务和 700 余起突发事件处置中
屡战屡胜。

如今 ，石淑亚年近 50 岁 ，繁重
的处突执勤任务给她带来了更多
的挑战 。 很多人都劝她调换工作 ，
离开任务重 、风险大的处突岗位 。
但她却说 ： “我热爱处突工 作 ，舍
不得离开这个岗位 ， 我会一直做
到退休 ！ ”石淑亚告诉记者 ，拱北
口岸陪伴着她成长 ， 她对这里有
深厚的感情 。 “当年我还是一个小
姑娘 ，现在儿子都参加工作了 。 我
每 天 上 班 只 要 一 踏 入 拱 北 口 岸 ，
我就会给自己加个油 。 我觉得拱
北口岸越来越好 ， 我自己也越来
越自豪 ”。

客流总数连续数年居全国首
位的拱北口岸见证了珠海经济特
区的发展，也见证着珠澳的紧密联
系。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在拱北口
岸现场看到，不少旅客拖着行李疾
步走入旅客进境大厅，出示早已准
备好的“粤康码”通关凭证后，顺利
通过海关健康申报验核，现场通关
有序畅顺。 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
站相关负责人称，珠澳两地防疫政
策的不断调整，拱北口岸客流回暖
明显 ，8 月 4 日单日验放客流达
20.6 万人次，自 2 月份以来口岸单
日客流首次突破 20 万人次。

“越来越能感受到‘双城生活’
在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居住在
珠海的余先生在澳门从事维修行
业，他是“双城生活”人群的典型代
表，感受到如今跨境上班越来越趋
于正常化，他心里安心很多。

据拱北边检介绍，目前口岸通
关人员主要以赴澳劳务人员为主，
虽然客流逐渐增多，但拱北边检通
过提前开满开足查验通道、增派警
力分流控流、强化与澳门边检机关
联动协调等举措，在充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
口岸整体客流疏导效率，努力为广
大出入境人员提供安全高效顺畅

的通关环境。“客流稳步上升、逐渐
恢复到正常状态，应该是今后的大
趋势。 ”拱北边检新闻发言人周丛
林表示，“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进
一步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客流疏
导，强化提前部署，尽最大努力保
障口岸安全顺畅”。

口岸安全顺畅通行，有赖于软
硬件的不断升级改造。

去年 12 月 18 日，改造升级后
的拱北口岸地下通道正式全面开
放通车。 通过车辆分类、主辅分离、
四大分区的方式，结合拱北口岸区
域内的其他交通设施，新的交通组
织方案有效提高拱北口岸地下通
道的交通服务水平，形成顺畅有序
的交通环境。

今年 8 月 18 日，珠机城际（一
期）正式通车运营。 珠机城际（一
期）珠海站与广珠城际珠海站合并
成为一个整体，澳门居民从拱北口
岸过关后，出行将更加便捷。

此外，为优化通关环境和旅客
出入境步行舒适度、安全性，拱北
口岸现正加紧开展风雨连廊重建
工程。

沐风栉雨，旧貌换新颜，拱北口
岸未来不仅是珠海重要的商圈和地
标，还是粤澳通行的重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