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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周以后，我在五星红旗与紫荆区旗飘扬
下的香港特区出生了。香港媒体也为我们这群1997年出生的青年起了一个俏皮的名字
——回归宝宝。

作为香港回归的同龄人，我感觉与这块所生活的土地有着莫名的缘分。就连名字
都能沾上一些联系。香港回归 10周年时，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区赠送了第二对大熊猫，
在特区政府面向全香港市民征集大熊猫名字后，其中一只取名为“盈盈”。那时候身边
同学都笑称，这只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的熊猫跟你同名呢。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走到了2017年。忽然才发现，香港回归已是20周年，自己也
将迎来第20个生日。常言道，十年人事几番新。回望这20年，香港的改变可谓天翻地
覆。可以说，我的人生伴随着特区的发展而成长，也见证或经历过香港在这20年来所
发生的大小事情。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当时的我刚出生不久，所以只是长大后听父母
说起中央政府如何支持香港打赢“货币保卫战”。2003年3月及2009年5月，香港分别
爆发非典和猪流感。当时全香港严阵以待防疫情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通过电视、
报纸，我看到了许多关于内地支援香港防控疫情的新闻，比如在了解香港缺少药品、
口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份迅速筹集物资，将它们运至深港之间的口岸。
在我看来，内地人民与香港人民手足情深，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对于我个人来说，两地的人文交流也带给我开阔视野的机会。记得中学的时候，
学校会组织内地国情考察团。那个时候我并未了解考察团的意义，只是抱著去玩的心
情参加。但在客观上也更了解了内地，结交了许多朋友。两年前，我参加了内地高校
举办的免试招生计划，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系。在北京读书期间，我听过多位中
国著名法学专家的课，结交了许多内地朋友。这些老师学识渊博、待人谦和，同学们
都积极上进，愿意与我一起分享学习经验、参与社会活动。

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自回归以来，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的签署、广东自贸区成立到沪港通、深港通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内地与
香港的经贸交流日益紧密。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希望将来能熟悉内地与香港的
法律，为两地在法律方面的沟通、衔接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今天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日，不久后我也将迎来20岁生日。作为“回归宝
宝”，我很幸运能够让自己的成长与香港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香港，生日快乐！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系大二学生）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当天，第一列
健康快车从香港发车，开往安徽阜阳。这辆
由香港企业家和市民捐款建造的列车，配备
先进的医疗设施和优秀的眼科医生。每到一
地，火车就停留 3 个月，做 1000 例眼科手术。
20 年间，健康快车增加到了 4 列，奔驰在祖国
大地上，救治患者超过 18 万例，一路播撒爱
与光明。

亲情何曾改
健康快车凝聚了香港对祖国的一份真

情。20 年来，香港和内地之间有太多的故
事，讲述的都是两地间血浓于水的亲情。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香港特区政府向
中央反映缺医少药，列了一份清单。中央主
要领导马上批示，要求保质保量无偿支持香
港。8 天后，在深圳皇岗口岸附近，中央政
府将满满三卡车支持物资移交给特区政府。

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陈佐洱最近受
访时说到其中的一个细节：“香港需要N95口
罩，我们动用外汇去日本等多个国家购买。
香港需要的防护眼罩，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
一家工厂生产，一个月才能生产 1 万个。我
们与特区政府商量减到5000个，也是用外汇
进行全球采购。”

1998年，内地发生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洪
灾，造成逾两亿人受灾。当时亚洲金融危机
正肆虐香港，但香港各界捐款仍达 6.8 亿港
元，位居所有捐款地区首位。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
级地震，灾害之重，举世震惊。震灾发生几
分钟后，消息传到香港，正在享受佛诞假日
的香港社会伤痛不已，立即行动起来。半小
时内，香港紧急调拨50万元人民币救灾；不
到24小时，来自香港的第一支赈灾队抵达四
川；不到48小时，赈灾人员已在北川协助救
援……至地震发生一年后，香港立法会共拨
捐款 90 亿港元，民间捐款达 130 亿港元。民
建联一项民调显示，95%的港人曾为四川地
震捐款。

非常时刻，更见人间真情。其实就算在
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亲情又何曾变改？内地
供港的东江水，满载供港鲜活食品的“三趟
快车”，逸夫楼和英东馆，香港慈善家、慈善
基金会在各地捐建的道路桥梁，行走于两地
间的香港义工，都是我们易忽略而又富有说
服力的例子。

人间有大爱
两地间的深情大爱，有时体现在小人物

的悲欢离合中。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

震。在当地做义工的香港货车司机黄福荣，

地震时带着孤儿院的学生们逃至安全处，又
折返抢救被困师生。阿福先救出一名老师，
随后又找到三名被困的孩子。然而，正在他
拼命推孩子出去的时候，三层高的房子轰然
坍塌，将他埋在瓦砾之中。

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
人，每当同胞有难，总是义无反顾倾力相助：
1991 年华东水灾，阿福放下工作为灾区筹
款；2002年为给中华骨髓库募捐，他从香港
步行到北京沿途宣传；2008 年汶川大地震，
他带病赶到灾区帮助抢运赈灾物资；玉树地
震，他舍身救人……阿福后来获封为“香港之
子”，其事迹被广为传颂，更被写入内地的小
学教学参考书中。

两地间的关怀眷顾，也可以反映在政策
方针的制定实施中。

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的连
环冲击之后，香港经济一片萧条，失业率
一度高达 8.6%。

百废待兴之际，中央政府 2003 年向香
港送去两份厚礼──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的 安 排》（CEPA） 和

“个人游”，犹如一场及时雨，令香港经济
快速全面复苏。CEPA 协议的签署，逐渐消
去香港与内地的市场壁垒，13 亿人口的内
地市场成了港商和专业界人士大显身手的
舞台。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香港方面共
计 签 发 15 万 份 香 港 CEPA 优 惠 原 产 地 证
书，零关税出口内地货物累计达 750.4 亿
元。

曾经，非典让香港成了“空城”。“个
人游”实施后，内地访港游客从 2002 年的
638 万人次暴涨到 2014 年 4725 万人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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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时尚购物中心美誉。

同舟当共济
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是窗户和桥梁。香

港转型腾飞，内地是腹地和后盾。两地之间
不仅血脉相连，更是命运相系，又有什么理
由不彼此善待彼此珍惜？

港资是最早进入内地的外来投资，给内
地带来的不仅是财富和就业机会，还有人才、
技术、经验和视野。

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
研究会会长王振民说：“没有香港，中国的现
代化可能要摸索更长的时间。香港为国家的改
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办法取代
的。”

反过来，香港也因内地的改革开放而获
得了腾飞契机。香港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
移到了珠三角地区，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贸
易中枢和旅游型城市。王振民认为，香港经济
的腾飞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因为内地
开放，香港才可以扮演内地跟世界之间的“联
系人”，“香港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
益者。”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中央支持香港成为
人民币离岸中心，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更加稳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
是国际投机者的攻击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
风暴时，香港却成为国际资本避风港。其后
沪港通、深港通的开启，让香港金融市场有
机会把蛋糕做得更大。

中央每一次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从来
不 曾 遗 忘 香 港 。 在“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中 ，
香 港 将 化 身 为 功 能 更 强 的“ 超 级 联 系
人”；在粤港澳大湾区计划中，香港同样
是 不 可 替 代 的“领 衔 主 演 ”。 香 港 媒 体 形
容 ， 国 家 发 展 的 高 速 列 车 ， 香 港 一 向 是

“免票搭乘”。
“交织了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

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团聚。一家亲亲到
有时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
携手走过崎岖……”这首 《同舟之情》，说
的是香港人的团结精神。其实，这首歌若
用来形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情感联系，一
样若合符节。

两地之间，“一家亲亲到有时矛盾”，
但岁月抹不去亲情，一家人当然要和衷共
济。

不知不觉，香港回归已经过去20年。回忆起当年在香港采访的
日日夜夜，我不仅为能亲自见证这一百年盛事而骄傲，而且眼前时
常浮现出那些我曾经采访过的面孔。这一切让我感动，让我思念。

199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赴港采访团乘坐由北京飞往深圳的航
班，准备赴港进行回归报道。在人民日报社历史上，派出32人的报道
团赴境外采访，这是第一次。

能够参与香港回归采访，深感责任重大。临行前我已接受任
务，执笔撰写香港回归的民间庆祝活动特稿——《不夜的香港》。我
深知压力重大：香港不比内地，回归庆祝活动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
里，港英政府不积极，特区政府尚未成立，而我之前仅去过一次香
港，人生地不熟，一切只能在探索中完成。

然而，开始采访后，当面对面接触了香港同胞后，每天的我，
都快乐并感动着。

到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采访，接待我的是庆委会宣传主任
戚芷筠小姐。

接过名片，我首先注意到名片右上角的那个庆回归图案——一只
可爱的中华白海豚在浪花上嬉戏，中间印有紫荆花标志。仔细看看电
话号码，嗬，也有一番寓意——办公室及传呼电话的后4位数字都是

“1997”，而传真号码的后4位数字是“1999”。香港、澳门回归的年份
都有了。一张小小的名片，浸透着庆委会同仁们的一片深情。

戚小姐是在庆委会成立不久被招聘来的，那时已近一年。她
说，她们上班就是不停地听电话，下了班才能做事，经常加班到深
夜，如果不是楼内规定 12 点钟要关灯，她们会做得更晚。她笑着
说，现在，她们是一个星期 7天工作制，为了香港回归祖国，辛苦
一点也要把工作做好。

6月30日夜至7月1日，是香港庆回归活动的高潮。据庆委会初
步统计，那两天的大型庆祝活动有70多项。

香港市民将如何度过那永载史册的一夜？回归日前夕，我向香港朋友和被采访
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6月30日夜，您在哪里？

18岁的李欣亭小姐说：“那天晚上，我先到维多利亚公园观看庆回归表演，然后
回家看回归庆典的电视实况转播，还要同家人一起去海边看焰火。”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恒兴基立有限公司董事长施祥鹏先生则在那一晚出席香港
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那一夜，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会长马志民先生先参加香港旅游界的庆回归联欢
会，然后同施先生一样，参加那两场重要活动，“去当历史的见证人”。

民汉公司的杜先生说：“我太太的老板是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那天晚上的活动
多，要开联欢会，还要搞花车巡游，特别忙。我想，那天晚上，街上的人肯定很多，
我怕拥挤，打算就呆在家里，请几个朋友来一起看电视，共同举杯庆祝香港回归。”

华富村妇联主席黄柳霞女士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她准定在维多利亚公园，香
港妇协几十个团体都在那里，有文艺表演，还有游艺活动，非常热闹，红线女还要
来演唱。

华富中心的郑成林先生说，那天晚上，他要去欢迎驻港部队。
……
他们的诉说，是那般真诚，感受到的也是“为了那份投入感”。
7月1日凌晨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

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有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我，此
时热泪盈眶。这隆重、庄严、神圣的时刻，不正是多少代中国人“投入”地奋斗的
结果吗？！

那一夜，无人入眠。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记者，亲历香港回归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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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是“回归宝宝”
林倪盈

我骄傲，我是“回归宝宝”
林倪盈

香港与内地

同心协力 无惧风雨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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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寄语

莲子：同心朝前路，掌握新机遇。有中央的坚强领导，“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行稳致远。

赵梦：回归祖国二十年，香港明天更美好！

赵云龙：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
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要记得二十年前那一

天，我们降下了屈辱，升起了尊严！

琦玉：香港回归的前一天，我还是个刚出世的婴儿，所
以说我的生日非常有纪念意义。如果可以，这个暑假我要去
一回香港，感受香港20年来的变化。

杜晓：透过视频再次回顾香港回归祖国的场面，一时间
泪流满面。东方之珠，回归20年，更加美好更加繁荣。爱祖
国，爱香港。

图为香港同胞捐赠的健康快车。多年来，这趟列车奔驰于祖国大地，为内地患者送
去健康。 （照片由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提供）

图为香港同胞捐赠的健康快车。多年来，这趟列车奔驰于祖国大地，为内地患者送
去健康。 （照片由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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