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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深港边境的香港新界沙头角石涌

凹村，坐落着一幢有 90 多年历史的旧屋，名

为“罗家大屋”。1941 年 12 月，日军入侵香

港。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

的 东 江 纵 队 港 九 独 立 大 队（简 称“ 港 九 大

队”），就把打击日军的重要交通站设在罗

家大屋。

沉寂多年后，如今，罗家大屋增添了新

的生机。屋里屋外重新装修粉刷，一拨又

一拨访客纷至沓来……在爱国爱港人士的

努力下，香港首个抗战专题纪念馆——香

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将在这里开馆，展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保卫香港的光

辉事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香港

越来越多的红色遗址进入公众视野，“红色

旅游”逐渐升温。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

“你 们 是 我 这 一 周 接 待 的 第 三 批 访 客

了。”罗家后人罗志红手拿钥匙，带记者来到

罗家大屋前。

这是一幢联排屋宅。屋内，新刷的白墙

上挂上了许多展板，展品正逐步进场。屋

前，停车场正在扩建。

“这是我爸爸罗欧锋，排行老二，他当

年 担 任 港 九 大 队 海 上 中 队 队 长 。”罗 志 红

指 着 一 张 画 像 介 绍 。 展 板 上 不 仅 记 载 着

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的历史，还有罗家的

家族抗战史。罗志红说，祖父是巴拿马华

侨，家境殷实，日军打来后，罗家人没有逃

避，全家有 11 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斗争。

当 时 ，罗 家 长 子 罗 雨 中 组 建 了 第 一 支

由港人组成的民兵队伍——南涌人民联防

队，并担任队长。罗雨中抗日意志坚定，曾

被关押在日军宪兵司令部，遭受多种酷刑

但毫不屈服。

在 罗 雨 中 女 儿 罗 惠 芳 的 印 象 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令人难忘的一天。“当时深圳

沙头角还没解放，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父

亲带人在中英街对面的新楼街，面对国民

党军的机枪，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罗惠

芳说。

罗 雨 中 的 姐 姐 罗 许 月 也 参 加 了 游 击

队，任港九大队大队部交通站站长。“我以

前问过长辈们，当年家里有田地、有生意，

为什么要参加游击队？”罗许月之子、香港

广州社团总会主席黄俊康说，“我发现，他

们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光明的未来，跟党走

的信念一直很坚定。他们是被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吸引的。”

“幸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来了，

如果没有游击队，香港真不知道会乱成什么

样子。”提起当年的情形，家住乌蛟腾村的 95
岁老战士李汉说。“日军打来时，土匪也四处

打 家 劫 舍 ，当 时 还 遭 遇 大 旱 ，很 多 人 被 饿

死。”李汉说，游击队员教他们如何对付敌

人，还帮农民开荒插秧。

那 时 的 李 汉 任 村 儿 童 团 团 长 ，性 格 活

泼，还带领群众学唱抗战歌曲。采访中，李

汉告诉记者：“我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

很小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来这里开展工作

的小学老师，很受学生们欢迎，后来才知道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拿全部身家性命帮
游击队”

“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

建制的、自始至终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

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

研究员刘蜀永介绍，港九大队是以香港新界

原居民子弟为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

的游击队，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当时，

港九大队总数不过千人，能以游击战方式牵

制打击日军，靠的是人民的支持。”他说。

2020 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 周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第三

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其中，东江

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队长刘春祥

等 12 名龙鼓洲战斗牺牲英烈名列其中。12
名英烈中，不仅有 7 名指战员，还包括了船家

梁克一家 5 口。“梁克一家 5 口吃住在船上，

那条船就是全家的命根子，他们拿全部身家

性命帮游击队，这是多大的信任和支持！”刘

蜀永说。

手持白菊、静默哀悼，今年 5 月，黄俊康

等英烈亲属和部分健在老战士在龙鼓洲、沙

洲附近的海面上举行海祭，纪念抗日英烈。

“这次海祭是香港民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祭

奠活动，体现出香港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

认同感，也是传承前辈爱国精神的体现。”刘

蜀永说。

黄俊康介绍，经过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等

民间社团与新界乡议局的共同努力，香港特

区政府屯门民政事务处决定拨款 350 万港

元，在龙鼓滩建成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

碑，供市民瞻仰。

在 香 港 ，民 众 参 与 抗 战 的 故 事 还 有 很

多。“位于新界沙头角的乌蛟腾村，是有名的

红色村。”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原东

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之女尹小平告诉记者，东

江纵队历史上重要的“乌蛟腾会议”曾在此

召开，这里还曾藏有广东党组织与在延安的

党中央保持联络的电台。

“当时，乌蛟腾村全村有 500 多人，村里

的老人、青年、妇女、儿童几乎都参与到了游

击队安排的抗日工作中，有 39 位青年直接加

入游击队。”李汉说。

离乌蛟腾村村口不远处，建有乌蛟腾烈

士纪念园。园内立着一块抗日英烈纪念碑，

纪念碑旁另有中英文石碑各一块，记述乌蛟

腾村村长李世藩及多位村民为抗日英勇牺

牲的事迹。碑文记载，香港沦陷期间，日军

曾对乌蛟腾和邻近的村庄发动 10 余次“扫

荡”，对村民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迫村民

供出游击队员，李世藩等 9 人宁死不屈，先后

壮烈牺牲。

1951 年 10 月，为纪念乌蛟腾村牺牲的烈

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纪念碑，后来又经过

村民自费重修和特区政府拨款修建。历经 70
年风雨，如今的纪念碑更显庄严神圣。

“告诉香港人民这里
曾发生的故事”

“当年我们想给乌蛟腾烈士立碑，受到

不小的阻挠。”谈起 70 年前为烈士立碑，李汉

仍然十分激动，“别人不敢做，乌蛟腾人敢，

我们自己做。”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六，是李世藩等烈士

的忌日。“我们立志要把这里守护好。”几十

年来，李汉等老战士和烈属都会在每年农历

八月十六举行谒碑仪式，缅怀抗日烈士，向

人们宣讲抗战历史。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将乌蛟腾抗日英烈

纪念碑列入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腾烈士纪念园，

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

碑前常年鲜花不断。

“以罗家大屋为起点，乌蛟腾村为终点，

中间串联起 4 处与抗战相关的历史遗址，这

就是一条完整的沙头角抗战文物路线。”今

年 5 月，刘蜀永等学者与东江纵队历史研究

会、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等爱国爱港团体共同

推出“沙头角抗战文物径计划”。此外，位于

西贡和大屿山的另外两条串联起港九大队

抗战遗址的抗战文物路线也在规划中。

“将 罗 家 大 屋 改 建 成 抗 战 纪 念 馆 的 计

划，得到了罗家后人的一致支持。”黄俊康

说，抗战纪念馆除了能让后人缅怀抗日英

雄，也能为推动爱国主义、普及国民教育发

挥积极作用。他说，香港人民应该铭记，香

港历史上曾有一大批爱国人士，为国家付出

了鲜血和生命，他们的事迹值得怀念，他们

的精神值得传承。

“香港人要铭记这段保家卫国的历史，

因为这是香港自己的历史。社会各界也应

采取不同方式，告诉香港人民这里曾发生的

故事。”尹小平说，“从 2007 年开始，我就一直

在香港宣传港九大队的抗战事迹，很欣慰地

看到，香港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

当中。”

在 沙 头 角 为 记 者 作 导 览 时 ，尹 小 平 望

着车窗外说道：“这条路，我们的父辈跟共

产党一起走过。”

香港越来越多的红色遗址进入公众视野香港越来越多的红色遗址进入公众视野——

““铭记铭记这这段保家卫国的历史段保家卫国的历史””
本报记者 冯学知冯学知 连锦添连锦添

“ 延 乔 路 虽 短 ，但 精 神 绵 长 。”10 月 21
日，在以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命名的安

徽省合肥市延乔路的路标下，来自马来西

亚、加拿大、美国、瑞士、德国、马达加斯加

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

成员们在一旁的纪念牌前鞠躬致敬，缅怀

先烈。

“前辈们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才

换得如今的国泰民安”“珍惜当下，先烈的血

才没有白流”……华文媒体代表们在纪念牌

前详细了解两名烈士的革命经历，很多人为

之动容，感触很深。

“沿着这条路走时，我看到路边摆着许

多花束，卡片上还有很多小朋友写的质朴的

话，我非常感动。我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新闻

报道中。”亚太通讯社副社长、澳门卫视节目

总监陈红玲说。

“延乔路以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命名，

是一座城市对两位英雄最好的礼赞。”澳门

《国际贸易导报》总编辑殷杉在报道中这样

写道。

采访团参加的是由中国侨联指导、安徽

省委宣传部支持、安徽省侨联主办的“追梦

中华·科技兴皖”2021 海外华文媒体安徽采

访行活动，他们先后前往合肥、蚌埠、芜湖等

地，缅怀革命先烈，同时也感受安徽科技发

展最新成果。

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智能写作平台、

世 界 首 条 千 公 里 级 别 量 子 保 密 通 信 技 术

……采访团先后参访合肥科学岛、中国声

谷、国盾量子等创新型产业平台、科技企业，

了解合肥的创新产业链布局，感受科学研究

转化成果。

“非常震撼，今天的参观让我意识到高

新科技产业不是只集中在一线大城市，合肥

已经走在了科技前沿。”卫报中文网副总编

辑吴利沙说。

“安徽科技发展令人惊喜，发展空间广

阔！”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说，“来到这里

之后，发现之前对安徽的了解实在是太少

了。这次采访从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安徽

在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和以科技创新带动产

业转型的决心。”

0.12 毫米玻璃，千万吨级生物材料聚乳

酸、维生素系列及生物医药三大类产品生产

基地……蚌埠的科技创新成就让采访团成员

们大开眼界；双发动机、续航 300 公里、机身

98%都是碳纤……芜湖航空产业园吸引着采

访团成员们的“长枪短炮”。

安徽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也成为越来

越多侨胞的创业沃土。据不完全统计，安徽

现有侨资企业 1 万多家，投资总额占该省外

商投资的 60%左右。

张心凤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安徽人，2004
年前往新加坡工作并深造，2014 年底，张心

凤从新加坡回到合肥创业。“创业期间，我们

受益于国内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也得到侨

联组织的大力支持。”张心凤创立的安徽纯

源镀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真空纳米镀膜设

备。 2017 年和 2020 年，公司完全自主研发

的多项专利设备入选《安徽省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名单》，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作

为一名归侨，我会坚守科技报国初心，继续

进行科技研发，为家乡、为祖国多做贡献。”

张心凤说。

2021海外华文媒体安徽采访行—

讲好动人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程程 龙龙

日前，由国务院台办、全

国青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九届海峡青年节

集中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多地多点联动的形式

举办。自 2013 年以来，海峡

青年节已成功举办了 8 届，

打造了海峡青年峰会、两岸

大学生领袖营、两岸大学生

实体建构大赛等颇具特色的

活动项目，成为两岸青年交

流交往交心交融、共绘融合

发展新画卷的重要舞台。

今 年 活 动 以“ 合 作·发

展·未来”为主题，围绕“以通

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主线，广泛邀请两岸青年参

与活动设计，共举办涵盖数

字 经 济 、乡 村 振 兴 、社 区 营

造、非遗传承、创业创新等众

多领域的 24 项活动，内容更

具创意，形式更加多样。从

海峡数字体育竞技大会，到

海峡青年峰会，再到“黄巷·
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周”，两岸

青年在一场场青春对话中加

深了解、互学互鉴，在一次次

携手前行中互帮互助、共同

成长。在挥洒汗水、成就梦

想的过程中，两岸青年的手

牵得越来越紧、心贴得越来

越近，融合发展的理念愈加

深入人心。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青 春

故 事 数 不 胜 数 。 从 北 京 大

学 博 士 毕 业 的 台 湾 青 年 林

书 任 接 过 父 亲 的 接 力 棒 ，

扎 根 四 川 大 凉 山 ，种 出 一

大 片 橄 榄 绿 ，带 领 群 众 致

富 ；在 福 州 创 业 的 台 湾 青

年 李 正 能 通 过 线 上 直 播 平

台 ，帮 助 台 胞 台 企 复 工 复

产 ；投 身 乡 村 建 设 多 年 的

台 湾 青 年 曾 芝 颖 助 力 福 建

乡 村 改 造 ，探 索 闽 台 融 合

发 展 新 模 式 …… 在 这 场 属

于 青 年 的 盛 会 里 ，台 湾 青

年 分 享 他 们 在 乡 村 振 兴 、

合 力 抗 疫 、社 区 治 理 等 方

面的担当与收获。

随 着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不

断走深走实，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台湾青年抓住机遇，在

大陆书写奋斗故事、开启美好人生。数以万计的台湾青

年在大陆高校学习、在各行各业工作，有的还深度参与大

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等社会事业发展；数以

百计的台湾青年被授予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青年五四

奖章等荣誉称号。他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也是推动者、受益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搭起一座

友谊之桥、希望之桥。

当前，大陆已经开启“十四五”新征程，这将不断为台湾

青年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大陆方面立足台

湾青年实际需求，陆续出台政策举措，搭建服务平台，为台

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创业不断提供新的便利、拓

展新的空间。此次海峡青年节发布面向台湾青年的 1200
余个优质工作岗位，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

了更多机遇。

两岸一家亲，未来在青年。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

生力军，广大台湾青年把握时代机遇，发挥青春力量，定能

在逐梦路上显身手，在发展征途中谱新篇，不断书写人生精

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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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窄窄的深圳河，让香港和深圳南北相望。河的北岸，深

圳特区高楼林立，河的南岸是香港……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

略》的推出，让人格外振奋。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显示，北部都会区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包括元朗区和北区两个地方行政区，并覆盖由西至东

的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的腹地。这里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营造“城市与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独特都会景

观，媲美以国际金融中心为标志的维港都会区。整个都会区发

展完成后，将可容纳约 250 万人居住、提供 65 万个职位，其中包

括 15 万个创科产业相关职位，可谓宜居、宜业、宜游。

北部都会区拥有多达 7 个跨境陆路口岸，形成了“双城三

圈”的空间格局。可以预见，这里将尽享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

展的红利，形成一个“超级都市圈”，不但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香港

的空间布局，更有望成为香港未来 20 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

活跃的地区。

“北部都会区是一个长远的愿景，可以说是为了年轻一代而

建设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每一代青年都

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北部都会区的打造，给香港年轻人带来了

无限机遇。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

终成就一番事业。期待香港青年抓住机遇，在这个广阔的舞台

上奋斗出彩，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

大荣光。

香港北部都会区

青年人奋斗出彩的舞台
张张 烁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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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香港侨界社团联

会 青 年 委 员 会 组 织 侨 界 青

年来到香港乌蛟腾烈士纪念

园，向抗日烈士献上花篮，致

敬先烈。 资料图片

图②：矗立在香港西贡

斩竹湾烈士碑园的抗日英烈

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图③：香港沙头角罗家

大屋旧貌。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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