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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何
厚铧接受了中央媒体的集体采访。20年前，44岁的
何厚铧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成为

“一国两制”在澳实践的首位执行者。20 年后回首
往事，何厚铧毫不犹豫地说，“一国两制”实践拥
有强大生命力，其在澳门的实践毫无疑问取得了巨
大成功。

让澳门民众安居乐业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何厚铧站在国旗和区旗
下宣誓就任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澳门经历了漫
长的“游子”岁月后回到祖国怀抱，开启了“一国
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纪元。

“回归前夕的澳门经济凋敝，失业率高，治安混
乱。上任的时候我给自己两个任务，一是不折不扣
地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地实
践；二是我向澳门人承诺，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还
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澳门。”何厚铧欣慰地表示，通
过自己和行政团队的努力，回归后的几年内，澳门
经济社会发展便有了起色。

从 2000 年起，澳门经济连年稳步增长，失业率
开始降低。同时，澳门的治安状况得到了很大改
善，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减少。经过 20年的发展，澳
门本地生产总值 （GDP） 从回归之初的519亿元 （澳
门元，下同） 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元；人均GDP
达 64 万元，是回归之初的 6 倍。特区政府财政储
备、外汇储备保持充盈，本地居民充分就业，社会
福利水平不断提高。

“回归初期，澳门特区政府没有多少财政储备。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民生方面的改善。”何厚铧说，从
医疗到教育，从养老到弱势群体关怀，20年来特区
政府一直坚持经济发展成果为澳门居民共享，致力
提升澳门居民的幸福感。

爱国爱澳薪火相传

回归 20 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人
士，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
观，促进澳门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社会
稳定和谐，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早在澳门回归之前即参与澳门基本
法起草和咨询工作的何厚铧对此感受深切。

“澳门的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有了今天这个局
面。我们的居民都清楚地知道，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做后盾，有十多亿内地同胞对澳门的帮助。大家都
怀着感恩的心情，这是澳门社会整体爱国情怀不断
加深的原因。”他说。

何厚铧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能够行稳致
远，一些经验值得继续坚持。首先，爱国爱澳是澳
门的核心价值。“澳门无论是哪一代人，都能够对基
本法、对国家的宪法有一个充分、正确的理解。这
让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能够相对顺利地落
实。”他说。

其次，无论是学校、青少年团体，还是政府部门，
都将爱国主义的情怀深深根植于教育工作中，这让澳
门原来已经具有良好基础的爱国传统得以薪火相传。

第三是澳门居民自觉将澳门的命运跟祖国的命
运结合在一起，故而能够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倡
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紧跟国家发展的大局
去寻求特区和个人发展的机会。

“坦白地说，居民不可能永远赞同政府的意见，
社会总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对政府有这
样那样的意见。但是澳门人从来都没有动摇对‘一
国两制’的信任，对祖国的感情一直都那么深厚，
这一点我觉得澳门真了不起！”何厚铧说。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009 年，何厚铧在卸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后担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此，他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国
家发展大计上，并为推动澳门与内地全方位、多层
次交流与合作而努力。

“20 年来，澳门的发展离不开善用‘一国两制’
的制度优势，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谈
及澳门的发展，何厚铧告诉记者，澳门的发展只有
与国家命运相结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国
家所需、澳门所长”，才能实现更好更大的发展。

何厚铧说，澳门是“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世界
各地的商品可以免征关税进出澳门，同时澳门也可以
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澳
门自由港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尤其是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扮演积极角色。

“澳门地方狭小，几乎没有土地用于企业的生产、加
工、制造。如果和珠海横琴的合作融合进一步深化，把‘一
国两制’的优势延伸到横琴，将有助于拓展澳门发展空
间，也有助于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先行先试。”他说。

“澳门未来会面对一些压力，也会面对一些挑战
和竞争。但我对澳门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过去的
20 年，澳门从一个困难的局面走到了一个有成绩、
有基础的局面，说明了‘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
力。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绝对有理由相
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祖国好，澳门的
前景也必定越来越好。”何厚铧说。

祖国好，澳门必定会更好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著名爱国人士、香港大紫荆勋贤曾宪
梓先生 9 月 20 日在家乡梅州逝世后，告别
式已在当地举行。12 月 9 日，在他奋斗半
个多世纪的香港，举行了一场追思会。冬
日怀殇，遥寄哀思，约 1000位各界人士从
港九新界，从内地、海外赶来，缅怀这位
善长仁翁不平凡的一生，尤其他对国家的
挚爱、对公益的倾心投入，以及做人处事
的风范。

活动由著名香港艺人曾志伟主持。现场
没有音乐，只有花馥，一面阔大的花墙簇拥
着先生的遗像，背景是星光点点的星河。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曾宪梓先生逝
世后，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分
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悼念，充分体现了
中央对他的高度肯定；而雪片般飞到的唁
电和慰问信，传达着四面八方各界人士的
敬仰之情。

追思会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
任谭铁牛赞誉曾宪梓一生“兼济天下的爱
国情怀、爱港爱乡的使命担当、敢为人先
的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时刻
激励着我们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他是香港一面鲜红的爱国旗帜！”

曾宪梓4岁丧父，少年辍学，自小在梅县
家乡砍柴、放牛、种地。他上大学，是靠国家
助学金完成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

长、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在回顾时形
容，先生在早年岁月中“锐意进取、艰苦奋
斗”，磨炼了他无畏无惧的坚强意志。

1968年曾宪梓举家移居香港，凭着一卷
皮尺、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创业，逐渐创立
了享誉商界的“金利来”品牌。事业发展了，
他不停地回报祖国，捐助内地文化教育、体
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几十年先后捐资
1400多项次，累计超过12亿港元。

对己，他克勤克俭；为国，他慷慨解
囊。“人们常说的顶天立地，曾老做到
了。”香港客属总会主席吴惠权动情地表
示，先生做慈善公益从地上做到天上，包
括捐赠1亿港元设立载人航天基金。

1984 年 《中英联合声明》 签订，香港
进入过渡期。曾宪梓曾任香港事务顾问、
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等，无比坚定地拥护
回归，同时他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投资内
地。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曾宪梓与太太

获邀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会场他忍
不住振臂高呼“祖国万岁”。香港中华总商
会会长蔡冠深忆述说：“回归后，曾老迅速
带领我们为‘中总’换上新会徽、新会
旗，并在大楼外挂满庆祝灯饰，去驻港部
队慰问。每一个举动，尽显对香港、对国
家的深切情意。”

“曾老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敢言无畏。”谭铁牛举例，曾宪梓曾慷
慨激昂地表示，“在大是大非面前，只要是
爱国爱港人士，就应该理直气壮站出来。
爱自己的祖国有什么错？”晚年他在家乡梅
州休养，即使处于生命最后时刻，仍情牵
香港，与7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一道联署呼
吁“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梅州社团总
会主席梁亮胜回忆道，每次去见曾先生，
看他即使很累了仍拉着来客的手，说起很
多事情，讲起小时候很穷，是国家培养了

他，这个恩情永远报答不完。“香港回归
前，他是第一个包下酒楼升国旗、唱国歌
来庆祝国庆的；当他听到有人诬蔑祖国、
唱衰香港时，必会拍案而起，力斥其非。
他是香港一面鲜红的爱国旗帜！”

“我的捐献不会停止”

曾先生晚年身体不好，与死神顽强搏
斗。本报记者有一次看他精神稍好，就唱
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带领大
家一起唱。而他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我活着，我的事业不倒，我的捐献就
不会停止！”他的实际行动，证明这句话是
多么铿锵有力。

来自梅州家乡的代表忆述道，改革开
放后，曾宪梓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年按实
际能力为家乡解决各种难题。从一百万、
三百万，到一千万、三千万，曾宪梓心系

桑梓，越捐越多。如今，金利来大桥、宪
梓大桥、宪梓大道、宪梓中学、宪梓中心
小学、曾宪梓体育场……林立于梅江两岸。

吴惠权讲述道，犹记得 2008 年时，广
东省河源市申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海内
外各地竞争激烈。曾老答应帮忙，说到做
到，在多个场合尽力推介河源，有时在会
议期间坐着轮椅，逐一拜访来自各国的侨
亲。2011 年 11 月恳亲大会如期举行，“我
们陪着他一大早在香港做了两个多小时的
血液透析，再驱车几小时赶到河源，当大
家看到轮椅上这位可敬的长者，现场 6000
多人都感动不已。”

林广兆先生也回忆起担任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时去各地考察，曾博士因行动不便
不能同行，就请代表团每到一省市代他捐
20万港元给贫困地区，令团员们十分感动。

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的儿子曾智
明代表家属向来宾致谢。他哽咽着表示，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爱国爱港爱乡，他自己
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要为国家贡献
力量。父亲是家人的明灯，我们一定会按
照他的遗愿不断延续下去。

广袤的天空，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
“曾宪梓星”，这是他报效祖国的荣誉。“等
我离开人世，我就住到小行星上去。”曾宪
梓晚年曾经说。

然而，人间不舍。
（本报香港12月9日电）

大 雁 飞 过 香 江 留 声
——千人追思爱国贤达曾宪梓先生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广州探索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新机制
本报电（黄于穗、郑振群）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近日推出《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推进粤港澳知
识产权互认互通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粤港澳知识产
权互认10条”），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新机制，
探索在互通互认上先行一步，以互通促互认，实现三地知识
产权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
级知识产权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
把深入推进中新广州知识城国家知识产权综改试验作为工
作要点。“粤港澳知识产权互认10条”是该区全面落实《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有力举措，将推动粤港澳三
地实现知识产权互通互认的落地对策，在机构落户、从业
鼓励、仲裁调解、维权保护、金融支持、行业互动等方面
加以政策引导。

相关内容包括：对由港澳籍居民设立、开展知识产权
服务工作满一年的服务机构，给予 20 万元启动资金奖励；
在港澳开展知识产权仲裁、调解、诉讼等维权行为的企
业，可获仲裁费用 50%补贴及最高 100 万元的律师费用资
助；设立知识产权金融超市，企业通过港澳知识产权进行
资产证券化融资，可按实际融资金额 3%的年利率给予补
贴；在区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评定等区级政策奖励补贴
或项目评审认定中，港澳知识产权享有等同内地知识产权
的待遇等。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在韶关举行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徐弘毅）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8届台湾民情学术
研讨会近日在广东韶关举行，来自大陆相关研究机构、团
体、院校的约120位专家学者与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致辞时指出，今
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我们立足新时代、在
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
要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这一主线，深
入做好对台研究工作，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积极建言
献策，贡献力量。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自 1992年开始举办，以研究台湾
民情民意为特色，顺应两岸关系发展潮流，聚焦汇聚民心
工作，是大陆研究台湾社情民意的品牌学术活动。

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王丰） 第三届海峡两岸学生棒
球联赛总决赛 12月 7日在广东深圳开幕，比赛由深圳市人
民政府、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办，逾千名
来自海峡两岸的大中小学棒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
齐聚鹏城，展开此项大规模的两岸体育交流赛事。

本届总决赛延续前两届“棒棒的城市、棒棒的运动”
口号，共分为 U10、U12、U15、U18、大学组 5 个组别，
将在8个场地进行100场棒球比赛，决出5个组总冠军。

据了解，经过前期一年的资格赛、分站赛，两岸近 200多
所大中小学激烈竞争，最终决出 42 支队伍，共计 899 人进入
总决赛。其中，大陆地区代表队为分别来自北京、辽宁、四川、
山东、福建和广东等 6个省市的 21支大中小学棒球队，共计
444人；台湾地区代表队为分别来自台北市、台中市、新北市、
台南市、新竹市、桃园县、嘉义县、台东县等 8个县市的 21支
大中小学棒球队，共计455人。

据了解，本届总决赛还将举办“海峡两岸青年体育高
峰论坛”“选手之夜”晚会以及开展相关参访活动，以增进
两岸学生情谊，促进两岸经济社会文化融合发展。

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深圳开幕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深圳开幕

北方工业大学队球员陈泳廷在比赛中投球。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12 月 8 日，庆
祝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二十周年“2019 澳
门 国 际 幻 彩 大 巡
游”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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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