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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嘹亮，
承载港人真挚情怀

香港湾仔。记者参加本地一个团体的春茗聚会，席
开20多桌，参加者大都是食品行业从业者，有供货商、
检测员，有卖肉的摊主，也有立法会议员。主持人宣布
全体起立奏国歌，不知何故，酒楼的喇叭久久出不了声
音，有人大声提议：我们清唱吧！于是大家唱起来，唱
得十分投入、整齐。旁边一位中年人说：“我系 （是）
第一次唱国歌，可以全部唱下来！”

心中有情怀，歌声才嘹亮。香港社团多、聚会
多，很多场合都会奏国歌，但唱出声来的不太多，尤
其清唱，对许多普通话还不太灵光的港人来说，挺不
简单的。

半年多前，一位台湾女作家在香港大学作“一首
歌，一个时代”的演讲，现场有上千人。在互动环节
她问听众：“你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坐在前排的
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回答：“是进大学的时候，很多
师兄带我们唱的 《我的祖国》。” 女作家问：“真的？
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周伟立刚开口唱“一条大河
波浪宽”，马上许多人接唱“风吹稻花香两岸……”加
入的人越来越多，变成了大合唱，不相识的歌者相视
而笑。是的，在这里，大河不仅是大河，稻花也不只
是稻花，歌者抒发的，是对祖国的真挚情感。

回归祖国，对香港来说是历史性的变迁。徜徉在这个
大都市，你会不时看见国旗，在诸多场合听到《义勇军进行
曲》。

据报载，为庆祝回归祖国 20年，新界乡议局挂起
10万面国旗，让整个新界旗海翻腾。

春风化雨，
学子找到“回家的感觉”

历史的线头，一旦疏松就要重新系紧。
港英时期搞文化疏离，甚至割裂香港与内地的关

系。说起当年的教育状况，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孙立
川博士向记者分析：港英时期学校不教中国历史，博
物馆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本权威的出版物，开

头就写着“香港历史开始于 1841年英国人来港以后”。
香港过去多少代人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改变不容易，
需要恒久之功。

既然香港回归祖国了，增强国民归属感天经地
义。特区政府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在修订的 《学校公
民教育指引》 中增加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提出了“祖
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等课题。同时，相关
活动长期在港开展，例如，新的一年政府资助学生与
内地交流，参与者增加到约10万人。

如今，香港人会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20年来有十几
万人参加国家级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这是语言的回归。教
育方面，香港原来采用“三二二三”的英式学制，2009年
9月开始实施“三三四”学制，与内地接轨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3年 10月，当神舟五号升
空时，全港举办学生国民教育作文比赛，超过400所学
校参赛。2008年奥运会前夕，香港 78％的受访青年表
示，愿意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义工。最近香港青年联会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超过八成的大学生愿意到
内地工作。

根连中华，
关键时刻发出光芒

“狮子山触得到长城，血脉里感应。”
最近一年多，记者在港采访遇到几次新闻事件，

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植根于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同胞心中。它有时或许深藏不
露，但在一定时空下热情奔涌。

5月28日，外交部驻港公署再次举办开放日，3000
多名市民进场。回归以来，特区护照获158个国家或地
区免签待遇，公署累计处理有关港人的领事保护案件
1.2万多宗。

作为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驻港部队从进驻那天
起，就受到市民的欢迎和关注。每年的军营开放日，
港人扶老携幼前往参观。2016年6月，6处军营派发2.6
万张参观券，市民排队领券，半天全部派完。

连续5届，中国奥运代表团获得优秀成绩后，立即
访港进行示范表演，与市民亲密互动，给香江满城留
下美好记忆。每一次，几千张门票都被抢购一空。

香港同胞表达家国的情感，并非总是抒情的。在事
关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还勇于斗争，敢于

“亮剑”。
去年 10月，在立法会宣誓就职的庄严场合，有人

公然侮辱国家和民族，鼓吹“港独”，激起正义市民的
愤慨。逾百万人在网上联署谴责分裂言行。10 月 26
日，“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在立法会外发起大型集
会，逾万人参加。记者挤进现场，亲耳听到许多人痛
斥“港独”。

用心浇灌，
“大手牵小手”认识祖国

意识到责任，认准了方向，有志之士砥砺前行。
“国民教育一定要教！”香港鲜鱼行学校前校长梁

纪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自行编写通识教材，为
了释除疑虑，特意开放课室，邀请家长、老师、教育
团体前来观课。”该校的国民教育课程实践至今。

梁纪昌认为，老师最重要，要担责。“教育学生认
识自己的国家，犹如父母教育子女认识家族及亲戚朋
友一般。”

2015年,黄埔后人、香港大中华会主席胡葆琳创办
“爱我中华寻访历史”大课堂，请抗战老战士讲故事。
近 1000名听课的师生，被老战士当年赴汤蹈火、万死
不辞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感动。其中 50余人获得机
会到北京参观。

几天后，该团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座谈会，孩子们没
有思想准备，一开始有些紧张，很快有一名女同学主动要
求发言，她说：“当我站在天安门看到国旗在国歌声中渐渐
升起的那一刻，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
到自己就是中国人。”

全国政协常委伍淑清，是国情教育的一位开创者。
从1998年起，持续举办100多场活动，成功组织1万多
名香港青少年进行“了解国情，认知祖国”的交流活
动。人数最多的赴内地交流团达900多人，在人民大会
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曾一次次带团赴内地的中学副校长苏锐鸿激情满怀
地说：“香港广大青年有梦想、有抱负，他们一定会好
好装备自己，以宽阔的视野，背靠祖国，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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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接受记者采访。

香港回归祖国，当米字旗降落、五星红旗升起，另一方面的重要工程——“人心回归”也开始了新的阶段。
20年来，内地有关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一大批爱国爱港人士与机构锲而不舍，辛勤耕耘，营造“人

心回归”的有利环境。尤其带领青少年走进内地，触摸历史，了解中国文化，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实践证明，“一国
两制”实行以来，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连结更密切，社会主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在增强。

办事处遍布香港

“民建联现在有 117 个区议
员，12 个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办
事处在香港拥有超过 200 个点。
现在会员人数大概是 3.4 万人，
也 是 香 港 政 团 里 面 较 多 的 一
个。”李慧琼说。

在人口超过 700 万的香港，
民建联各类办事处如“便利店”一
样密集分布在各区，每天收集市
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向香港特区政府或有关方面反映。

李慧琼介绍道，总体来说，我们在立法会、在地区发
挥作用。第一是团结爱国爱港的人士，鼓励通过他们的
参与，去支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第二
是支持特区政府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进步的
措施，支持两地加强融合的安排。第三是发挥监督作用，
也向特区政府提意见，定期在立法会有提问，在区议会
也有提案。此外，在向中央反映港人心声、表达港人诉求
方面，民建联回归20年间也扮演着“桥梁”角色。

身兼民建联主席和香港立法会议员等职，李慧琼平
均每天收到市民提出的问题数以百计。对于香港事务，
民建联会将相关问题向特区政府反映；对于与内地有关
的问题，则通过民建联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与内地相关部门沟通。

善于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近20年来，民建联积极参与“一国两制”实践，致力
于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李慧琼认为，“一国两制”是一
个伟大的创新设计，香港回归以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功。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保持了繁荣稳定，
香港市民生活在最民主的时代，市民生活模式没有改变。

李慧琼说，回归前有些人有疑虑，但我们看到，过去
20年，香港仍然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我们有最自
由的资金、资讯和人才的流通。正因为这些，我认为香港
在全国依然是最国际化的城市。

关于香港如今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李慧琼认
为，香港要善于发挥优势，也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
长”。“香港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国际化城市，也是最自由
的城市之一。在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推动大湾区发展
上，香港的专业服务业、法律制度也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

解决年轻人“上楼”问题

1999 年，年仅 25 岁的李慧琼参与香港特区回归后
的首次区议会选举便当选，成为当时香港最年轻的女性
区议员。现为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李慧琼，对香港政
治制度的发展有着切身体会。她说，香港回归前港督由
英国女王委任，现在的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后再由中央
政府任命；过去立法会议员基本上是委任的，现在立法
会议员也是由选举产生。

李慧琼留意到，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曾有一些对“一
国两制”持怀疑态度的人选择移民海外。香港回归后，港
人继续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繁荣稳定，一些移
民海外的人士又回到香港。

在李慧琼看来，香港在政治、经济、民生、环
保、文化、体育、安老等方面，跟内地不同省份应该
有更紧密的接触。希望香港年轻人多接触内地，了解
两地的不同，找出自己发展的定位。

对于如何更好地帮助香港年轻人发展，李慧琼认
为，要增加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解决年轻人“上楼”
难的问题。香港市民应立足香港，发挥背靠祖国的优势，
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如果现
在的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愿意把我们的目光放到
跟国家发展一块，就可以搭上发展的快车，找到自己的
位置，向上流动的问题就可以慢慢得到解决。”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也是民主建港协
进 联 盟 （ 简 称 “ 民 建
联”） 成立25周年。民建
联主席李慧琼日前在香港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民建联是香港爱国爱港的
重要旗帜。“25年来，民建
联择善有为，团结爱国爱
港人士。特别是香港回归
以来，爱国爱港力量一步
一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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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大的长征火箭展示板前，开心
地摆好队形和姿势。6 月 29 日，香港圣保
禄中学学生郑芷清和几名同学一起来到
香港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重点活动“创科
驱动 成就梦想”科技展，包括火箭、卫星
等在内的航天科技成果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前在学校的展览室里看过，这次看到了实
物，好有趣。”郑芷清说。

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重头戏”，
旨在展示国家科技成就和香港新一代创新精神的科
技展6月28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开幕。国家科技创新
的巨大成就和年轻一代的创意热情，正在为这座城
市种下科技创新的种苗。

“科技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动力，特区政府支持中
小学开展信息科技教育，我们现在就有多个科技兴
趣小组在开展互动。”出席科技展的香港中华基金中
学教师钟礼邦说。

和不远处陈列的长征火箭实物相比，中华基金
中学带来的展品要“小”很多——手机APP和一台
小显微镜，用于蚊虫跟踪和科技防疫计划；巴掌大
小的机械臂，从3D打印零件到组装和编写程序，全

部由同学们自己完成。
如今，在5名老师的带领下，这所中

学的机器人小组常年有 50 多名同学参
与，保持了很高的活跃度。“我对商业感
兴趣，但是也对科技感兴趣，以后更想

当一名电脑工程师。”该中学学生何昱羲说。
在本届科技展上，从插入锁孔后不拔就会鸣叫

的钥匙，到灵巧飞行的无人机，由香港中小学生组
成的创意队伍展现了诸多成果。展览主办方、香港
各界庆典委员会执行主席郑耀棠表示，期望通过这
次科技展进一步唤起市民特别是学生对创新科技的
关注，启发年轻人的科技梦，以活力和创新精神迎
接未来。（新华社记者 王 攀 李豫川 叶 前）

为香港种下科技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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