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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5 年，无论香港遇到任何风
浪，祖国都是坚强后盾。”提起香港回归
后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总召集人陈振彬
激动地说。

初心不改：
扎根香港、奉献祖国

20世纪70年代中期，祖籍广东潮州的
陈振彬中学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做
外贸出口的顾绣厂担任文员，兼职制衣学
徒。“那会儿，我的同学大多去写字楼做文
员，但我看香港制造业发展得很好，就想学
一技傍身。”陈振彬回忆。1979年，陈振彬
以约2000港元的资金，开设了自己的第一
家制衣厂。凭借过硬品质和良好信誉，陈
振彬的制衣厂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

1997年7月1日，陈振彬作为本地实
业家代表受邀参加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看
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陈振
彬感慨万分，“犹如漂泊的游子终于回到
故乡，我在台下止不住地流泪”。

回归后的香港产业结构逐步转型，
陈振彬也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服务社
区、团结乡邻之上，“在港的潮州人士有
100多万，扎根香港、奉献祖国，是我们
从未改变的心愿和使命”。

2001年，由各界潮州知名人士发起的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成立，陈振彬是其中一
员。总会现有团体及个人会员超过 16万
名，作为总会主席，陈振彬多年来致力于凝
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举办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总会还定期举
办交流团，组织香港青年赴内地各省份考
察参观，“亲身走过祖国内地的壮美河山，
近距离感受国家的高速发展，还有什么比
这更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呢？”陈振彬说。

抗击疫情：
中央支援、各界团结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打乱了香港市民的生活，也令陈振彬
焦心不已。

同年2月6日，由陈振彬召集、30多位各界代表
共同发起的“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正式成立，“目的
是汇集地区议会、民间团体、工商界、医护、基层
组织、义工等积极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为市民提
供抗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在陈振彬的组织下，大家聚沙成塔：短短几天
内，“连线”从全球多地采购到近百万只口罩和数十
万份消毒液，另有大批订单在同时赶制；多个社团
旗下超市投放多批大米、罐头等食品，并以成本价

出售；专业医护人员轮流值守，义务为
家有老人或幼童的家庭提供健康支援、
心理咨询及卫生防护等服务……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陈振彬说。两年多来，“连线”不间断地
筹集资金和物资，又联合义工联盟成立

“全港抗疫义工同盟”，与市民携手渡过
难关。

“除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守望相助，我最
想感谢的是国家的无私援手。这份血浓于
水的亲情我们永志难忘。”回顾今年初香港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形势，陈振彬
说，“一批批急需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及时运
抵香港，一个个方舱医院项目快速建成使
用，一队队疫情防控专家和医护人员逆行
驰援香港……”

疫情发生以来，心系社群的陈振彬始
终坚守在抗疫第一线，组织义工为居家隔
离人士派送药品和食物、为接受疫苗注射
的老人提供陪护服务、设立50条电话热线
点对点帮助有需要人士……“粗略估计，

‘连线’及其他关联组织至今已出动义工20
万人次，派发超过 6000 万份物资，覆盖面
逾500万人。”陈振彬说。

青年发展：
以己所长、奉献国家

2021年7月1日，陈振彬获香港特区
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全心全
意推动香港青年发展，为社会福祉不懈
努力。

2003 年获委任为香港青少年暑期活
动委员会主席、2007 年成立香港青少年
发展联会、2009 年获委任为香港青年事
务委员会主席、2015 年创立香港青少年
军总会，陈振彬深耕青年事务已近二十
载。他还兼任“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
秘书长、团结香港基金顾问等，尽心竭
力服务香港。

陈振彬认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搭建了一个潜力
无限的宽广舞台，“以己所长，融入国家发
展所需。香港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密不
可分”。

时至今日，陈振彬仍然保持着每月与
香港大学生见面交流的习惯，即使在疫情期间，以视频
方式交流也从未间断。“我鼓励他们要怀有积极乐观的心
态，把困难当
挑 战 ， 肯 吃
苦、肯尝试，
才能做建设香
港、奉献国家
的生力军！”陈
振彬说。

夏日的金紫荆广场，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巍然矗
立。碑文记述了 25 年前那个“回家”的不眠之夜：

“海内外各国嘉宾观礼者数千人，国旗区旗高扬，欢声
雷动，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山海重辉，诚划时代之
壮举也！”

时光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风雨兼程，香江故事
写下非凡篇章。“我是中国人”，成为越来越多香港同
胞发自内心的认同。

树高千尺终有根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即使在鸦片战争后
被英国占领，仍是中国领土。”“1997 年 7 月 1 日，中
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去
年 9 月 2 日开学伊始，香港汉华中学 30 多名中四学生
怀着期待的心情，开始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第一课。

“这一课加深了我对国家的了解和认同。”汉华中
学学生洪悦自豪地说，“现在我更加愿意说我是中国香
港人，这是一份荣耀。”

树高千尺终有根。明白根在哪里，心就有了归
宿；培根固本，幼苗才能长成栋梁之材。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加快教育领域正本清源步
伐：中国历史列为初中独立必修科；通识教育科改为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重视培养学生正面价值观和国民
身份认同；2022/2023学年起，公立学校新聘教师均须
通过基本法测试……

“推动国民教育，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是理所
应当的，也是民心所向。”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说，
他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2021年，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 《国旗及国徽 （修
订） 条例》。今年起，全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和重要节
日都升挂国旗，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同时奏唱
国歌。

今年 7 月 1 日开始，香港警队将全面转用中式步
操。配枪贴胸、昂首正步的升旗手们使用普通话口
令。目前，金紫荆广场每天的升旗仪式已改用中式步
操，吸引不少市民扶老携幼到场观看。

一名香港网络博主兴奋地发文表示：“看到香港
警队改用中式步操，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感到好
骄傲！”

维多利亚港畔的西九文化区，一座状似方鼎的巨
型建筑面朝大海昂然矗立，金色外墙在阳光下格外醒
目。这就是新落成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914件珍贵文物，于7月初在这
里向公众展出。消息一出，短短几天内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的门票已预售出逾 5万张，香港市民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祖国是源，祖国是根，香港同胞对国情的了解在
不断加深。

去年以来，“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建党百
年伟业主题展、《国家相册》图片展等大型活动相继在港
举办，《长津湖》等主旋律电影走进香江，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深深震撼
了香港观众，引发强烈共鸣。

“ 中 国 路 ， 真 的 不 容 易 。 中 国 梦 ， 请 继 续 坚
持！”一位香港市民参观 《国家相册》 展览后在明信
片上留言。

“历史有一种感召的力量，激发香港同胞尤其是年
轻一代积极参与到国家发展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说。

“家人有事，怎么能不帮手”

“还记得那个地动山摇的日子，是您舍生取义让我
们在死亡的边缘挺起脊梁，是您把我们从死神手中拉
出给予我们重生的机会。”仁青措毛等3名藏族孤儿写
下如泣如诉的话语，缅怀为救援她们而献出生命的香
港志愿者黄福荣。

2010 年 4 月的玉树地震中，黄福荣因抢救被困人
员不幸遇难。“孩子和老师救出来了没？”这是被压在
重重瓦砾中的他，见到救援人员时的第一句也是人生
最后一句话。

黄福荣的故事，诉说着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血脉
相连、骨肉相亲的深情。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不到10小时，香港就组
建了医疗队奔赴灾区。不到24小时，特区政府搜救队
和香港飞行服务队出动。不到 3天，铜锣湾、尖沙咀
等闹市密布各慈善组织的捐款摊点。

去年夏天，“90 后”的香港中学英文教师吴智汇
在新闻中看到河南发生严重水灾后，立即通过香港再
出发大联盟的赈灾专户向灾区捐款。“能为河南受灾同
胞作点实际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回归祖国 25 年来，香港每次遇到困难，都会得
到祖国坚定有力的支持，来自家的温暖感动香港人
心；而内地每次遇到自然灾害，也无不牵动着香港同
胞的心。

“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事，怎么能不帮手？”香
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动情地说。

2021年，一部由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纪录片 《无
穷之路》“圈粉”无数。记者陈贝儿和同事们历时3个
月，走进内地14个曾经深度贫困的地区，用镜头见证
脱贫攻坚的历史成就，将震撼世界的中国减贫故事展
现给观众。纪录片在香港播出后，大获好评。

陈贝儿因此荣获“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但
她却说自己才是被感动的人。说起拍摄中的见闻，陈
贝儿多次落泪。她说，那段时间她看到了国家根除贫
困的决心，看到了不屈不挠的人民，看到了与命运抗

争的精神，“他们感动了我，也激励着我”。
“纪录片非常真实、接地气，国家在扶贫方面取得

的巨大成就，无数人付出的心血汗水，令人敬佩。”香
港特区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谢晓虹说，许许多多香港
人为这部片子感动，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在广东生活久了，觉得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香港长大的梁绰言，自小立下学中医的志向。2016
年，他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深造，学习中医。每逢长
假，他就和朋友到全国各地旅游，饱览秀美山川，体
验民俗文化。

现在，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研的梁绰言成了港澳
新生的“向导”，带他们熟悉学校的教学实践，帮他们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活。

最近几年，许多香港年轻人做出了与梁绰言一样
的选择，赴心仪的内地高校就读已不是新鲜事。统计
显示，今年通过各种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中学毕
业生有13190人。截至去年5月，在广东的港澳青年创
业团队接近600个，从业人员超过4000人。

“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希望
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国
情。”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香港“少年
警讯”成员回信，勉励他们锤炼本领，早日成才，以
实际行动服务香港、报效国家。

山河辽阔，同心同行。当香港青年将目光投向祖
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他们发现人生的舞台
更加宽广。

“请保持一米距离”“请戴好口罩”……今年 1
月，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办事处公务员黄科毅，连
续多日值守在核酸检测点。他于2018年从香港到暨南
大学求学。“经历了疫情，目睹很多内地公务员在一线
抗疫，给我很大触动。恰逢深圳定向招录来自港澳的
公务员，我就报名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研究推进港
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2020
年，深圳市在专项招录公务员考试中首次设置 5个定
向港澳选拔职位，吸引了446名港澳人士报名。

迈步跨过深圳河，此心归处是吾乡。越来越多的
香港青年正在内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对香港人
而言，祖国是遮风挡雨的家园，是力量的源泉，是成
就梦想的广阔舞台。

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与内地守望相助、携手并
进，家国情怀在一代又一代香港人之间传递。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在内
地广为传唱的歌曲，如今时常会在香港街头响起，成
为越来越多香港人熟悉的旋律。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查文晔、刘欢、刘明洋）

根在祖国，同心同行
——香港同胞的家国情怀

海峡两岸记者赴新疆联合采访
本报乌鲁木齐7月4日电（记者吴亚明） 2022 年“魅力新

疆——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3 日在此启动，两岸 27 家媒体
的近 50 位记者，将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进行参观访
问，实地感受新疆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取
得的巨大成就。

“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由国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主办，
这一活动始于1992年，30年来逐渐发展成一年一度的两岸新闻
交流重要项目。

海峡两岸暨港澳书画名家将共绘百米长卷
本报北京电（记者柴逸扉）“海峡两岸暨港澳书画名家百

米长卷共绘祖国河山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活动”近日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两岸和平志愿者联盟联合台湾中华海
峡两岸民间团体交流促进协会发起并组织。活动以中华艺术
文化为纽带，两岸暨港澳百余位书画家将共绘《祖国河山》《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两幅百米长卷。该活动拟于 10 月 9 日在北
京开幕。活动结束后，《祖国河山》《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两幅
百米长卷将分别赠予相关国家级展馆珍藏并展出。

两岸和平小天使厦门探索海洋文化
新华社厦门7月3日电（记者付敏） 2022年厦门海峡两岸和

平小天使交流活动 3日在厦门开幕。15名大陆小学生和 15名台
湾小学生将在为期两天的学习交流中，探索海洋文化。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海洋奇遇，筑梦未来”为主题，两
岸和平小天使们将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在厦门椰风寨海
洋科普乐园、厦门大学海洋科技博物馆、鲸探海洋科普研学基
地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活动设有以海洋为主题的“知
识科普、动手实践、智能探究”三大版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
子们了解浩瀚海洋的科学奥秘，并通过“同是一个梦”开拓类
活动，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加强联系和交流。

就读于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的台湾小学生张继仁是第
二次参加两岸和平小天使活动。

“我一直就对海洋非常好奇，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活动能学习
到更多海洋知识，也期待能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他说。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郑平在开营仪式上视频致
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依托闽台两岸得天独厚的海洋条件，以海
洋为主题，开展海洋文化知识探索，理解一衣带水的闽台两岸
密不可分；希望小天使们能在两天一夜的时光里，收获知识，
探秘海洋，收获友谊。

自1992年以来，在两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海峡两岸和平小
天使交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7届，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直
接参与其中的两岸小天使超过了2300人，涉及2000多个家庭。

本次活动由全国台联、全国少工委、福建省台联、厦门市
台联共同主办，全国台联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交流基地

（集美区海蛎文创基地） 承办，集美区两岸融合发展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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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皖台青年创富交流营活动近日走进安徽省淮南市，两岸青年通过实地探访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淮南子文化
园，感受安徽淮南市独特的地方文化魅力。图为台湾青年参观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台湾青年探寻安徽文化台湾青年探寻安徽文化

据新华社上海7月4日电（记者
潘清） 已连续举办六届的上海海峡
两岸青年创业大赛，4日再度向两岸
及海外创业青年发出“征集令”。今
年大赛新增数字经济赛道，首度关
注当下炙手可热的“元宇宙”概念。

来自“2022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

业大赛”组委会的信息显示，今年大
赛以“登陆创业元宇宙”为主题，聚焦
上海主导产业，发掘具有潜力和创新
力的青创团体和创业企业，促进成果
落地转化，同时吸引优质企业在上海
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

贴近最新产业热点，本届大赛在

光电芯片、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文化
创意四大赛道基础上新增数字经济
赛道，首次引入“元宇宙”概念。

根据赛程安排，8 月 15 日报名
结束后，线上初赛将于8月16日、17
日举行。8月末在上海、台北、广州三
地同步举行的复赛中，80个入围项目
将通过“8分钟项目路演+6分钟现场
答辩”，争夺 20 个决赛名额。总决
赛将于9月末在上海举行。

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再发“征集令”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
闽侯县一家工艺品生产企
业，工人正在生产竹编织
品，厂房内一派繁忙。今
年以来，当地通过落实纾
困帮扶和“六税两费”减
免等减税降费政策，及时
帮扶城乡小微企业渡难
关、复元气。

图为工人在检验竹编
织品。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