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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澳门是成功的案
例。

——网友“少春”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
——网友“Hygge”

栉风沐雨，“莲花”盛开！祝
福澳门，祝福祖国！

——网友“阿武妈妈”
一张张笑脸，就是澳门最美的

表情。
——网友“节奏”

历史已经证明，“一国两制”
已深入人心。澳门的发展就是最好
的回答。

——网友“烨烨”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根。根

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网友“迎春”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
制”之利，找准位置很重要。

——网友“橘子辉煌”
澳门莲花向阳开，澳门更繁

荣，祖国更富强！
——网友“吴振石”

一个生机勃勃的澳门以崭新的
姿态屹立在南海之滨。

——网友“20码”
澳门回归祖国后实现繁荣昌

盛，就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
有力证明。

——网友“花苗仔”
过去 20 年，祖国怀抱里的澳

门，用“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让中
华民族的光彩更加夺目。

——网友“文国云”
国家的强大，给澳门提供了无

限机遇。
——网友“高梅”

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培养优
秀爱国爱澳人才。

——网友“黄军”
一起感受家国深情，濠江赤子

情！澳门明天更美好！
——网友“衣袂飘飘”

澳门青少年必将成为有为的一
代、值得骄傲的一代。

——网友“柳安琴”
家国情深，一脉相“莲”。

——网友“海浪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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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寄语

一只白鹭
解开春的密码
三月的湖面
潋滟着鸭子游弋的弧度
城市的家庭
来到校园草坡野餐
天空的风筝
拴不住孩子们的梦想

树荫与笑声
是五月的光合作用
凤尾蕉掩饰水中游鱼的窃语
粉蝶和蜜蜂
在缤纷的繁花中撰写夏天的注脚
湖边的铜像
静静凝视
瞬变的晨昏

图书馆的阅读室
鸟瞰窗外秋景
在校园湖光山色的版图
看到历史的阡陌
澳门的记忆
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因
仰视苍穹
追踪雄鹰翱翔的姿势
在这珠江的尽头
飞向太平洋

冬季的节日
暖意洋溢的天才表演
多元文化足迹
黄、黑、白肤色
红色的血脉
书院是地球村
守护和平的生命树
澳门大学是伊甸园

晨曦和夕阳
霞辉流动的时光
半月湖的白鹭
在水草间梳理倒影
在沙洲漫步
在湖心岛的杉树林中
衔来徐志摩的诗笔
雕刻
满天的云彩

四季光影
冯倾城

“你可知 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
太久了，母亲……”12 月 18 日，在颇具澳门
风情的官也街，9岁的卢梓懿面带微笑、手持
绢制莲花，和学校合唱团十多位同学共同唱起
了《七子之歌·澳门》。

卢梓懿是培正中学小学部四年级学生。
“一开始听到 《七子之歌·澳门》，就觉得旋律
优美、歌曲动听。回归祖国以后，澳门变得越
来越好，我感到很开心。现在唱这首歌，就是
想把内心的开心与更多人分享。”他说。

《七子之歌·澳门》是爱国诗人闻一多创作
的组诗《七子之歌》中的一首，饱含着澳门渴
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深情。1999年，澳门小姑娘
容韵琳用稚嫩童音领唱这首歌曲，打动了海内
外无数观众。其后，《七子之歌·澳门》风靡全
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

事实上，在澳门回归祖国前，许多澳门民
众就心系祖国，并用歌声表达着爱国之情。知
名音乐家冼星海出生于澳门一个渔民家庭。在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他的代表作《黄河大

合唱》传唱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的抗战士气和爱国之情。

回归祖国后，澳门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
更是一同努力，不断弘扬光大爱国爱澳这一
传统。目前，澳门的大、中、小学实现升挂
国旗全覆盖，并开展经常性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特区政府设立的“认识祖国、爱我中
华”项目，自 2004/2005 学年至今已有超过 6
万名师生参与；2016 年特区政府进一步推出

“千人计划”，至今已组织超过 3000 名青少年
到内地学习交流。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此前受
访时表示，爱国爱澳已成为澳门的核心价值，
社会各界高度认同爱国爱澳，一致认为今后要
继续坚持爱国爱澳传统和家国情怀。

今年适逢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广大澳门
同胞再一次通过唱歌等形式，抒发着喜悦之
情。此前，10月初，300多位澳区政协委员和
学生代表共同演唱 《我的祖国》《我的中国
心》《我和你》 等曲目，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献上诚挚的祝福。
11月底，澳门“冼星海纪念馆”正式向公

众开放，展出冼星海的珍贵手稿和遗物。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表示，
澳门有冼星海纪念馆、林则徐纪念馆、郑家大
屋、叶挺故居等名人纪念馆，希望更多澳门市
民可以通过参观纪念馆，体会英雄事迹、感悟
民族精神。

12 月 18 日，同样是在官也街，澳门歌手
陈慧敏牵着 9 岁的沈静柔，一起深情地唱起

《我和我的祖国》。
出生于1989年的陈慧敏，见证了澳门回归

祖国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我亲眼看到
澳门一天天变得更繁荣美好，心里十分自豪。
很感激祖国对澳门的支持，让我们可以生活得
如此幸福。”她说。

“ 《我和我的祖国》 歌词太美了，充满
了诗情画意，说出了我心里对祖国的感情。
我以后会继续学习更多这样好听的歌，希望
祖国今后越来越好。”沈静柔说。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暨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
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全国青联副主席、澳门
青联会长莫志伟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讲话
总结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秘诀，
为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澳门青联
的工作提供了遵循。

莫志伟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努
力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国家意识和爱
国精神已在澳门青年中深深扎根，人们在爱
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团结，成为“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的保证。“爱国爱澳是澳门人
代代相传的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努
力为祖国、澳门和自己的未来不懈奋斗。爱
国爱澳始终是澳门发展的关键所在，直接关
系澳门以及青年自身的长远发展。”

在他看来，澳门浓厚的社团文化，凝聚
了澳门社会共识，让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
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让爱国爱澳精神薪
火相传、协助青年成长成才，正是包括澳门
青联在内众多青年社团的工作重心。

澳门青年联合会成立于2006年9月，秉持
“思青年所思，想青年所想”理念，引导澳门
青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青年联合
会是青年的平台，是澳门青年与社会、与特

区政府之间的一座桥。”莫志伟说。
莫志伟认为，对祖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青年未来的发展方向。了解祖国，
有助于激发青年对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激
励他们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

为此，澳门青联以多样的方式，让青年
多角度了解祖国。“中国心·粤澳情”系列活
动，组织澳门青年走访广东各城市，加深他
们对广东各领域的了解；澳门青年中华文化

大使培训计划，带领澳门青年到内地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每年澳门青
联都会带领不同主题的交流团前往祖国内地
不同城市，与当地青年代表交流，感受各地
的发展现状。

2019年，澳门青年联合会主办了约25个交
流团，让超过 800 名澳门青年到内地或海外交
流。莫志伟说：“祖国对澳门非常关心，我们希
望让更多澳门青年学生朋友了解，现在澳门拥
有的一切都是在祖国支持下创造的。”

莫志伟说，澳门青年应深入了解祖国和
澳门的历史，培养家国情怀，明白今天所取
得的成就来之不易；准确领会“一国两制”，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热爱、关心
澳门和祖国，用好特区政府和国家提供的优质
资源，积极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让自己在更大
的舞台上发光。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只要有梦
想、有才干，传承澳门居民勤劳向上、谦厚
务实的精神，澳门青年必定能充分发挥所
长，在祖国广阔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
置。”莫志伟说，下一个20年，澳门青年面对
的机会将越来越多，挑战也将越来越大。“澳
门青年要把握机会，学会主动争取，创造属
于自己的机会。”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区域合作提升至新
高度。”莫志伟说，澳门明确“一个中心、一
个平台、一个基地”的发展定位，将在大湾
区建设中大有作为，这也将为澳门广大青年
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难得的发展机遇。

莫志伟说，澳门青联是社会各界青年的
共同平台，通过座谈会等各类活动，收集青
年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以此推动大湾
区建设。他们还会举办交流团、研讨会、培
训班等多种类型的活动，让澳门青年从多个
角度了解大湾区的发展状况。“我相信，澳门
青年明定志向、努力奋斗，一定能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澳门青联将努力不负习近平主席的期
望，继续利用自身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各
界和内地广大青联的友好关系，团结广大青
年，为传承爱国爱澳精神和青年未来发展献
力。”莫志伟对未来充满希望。

（本报澳门12月20日电）

让爱国爱澳精神薪火相传
——访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莫志伟

本报记者 张 盼 程 龙

让爱国爱澳精神薪火相传
——访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莫志伟

本报记者 张 盼 程 龙

乘着歌声的翅膀
周文其 郭 鑫

莲花盛开·人物专访

莫志伟

程志宏书

12 月 17 日，游客在澳门渔人码头拍照留影。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澳门街头掠影澳门街头掠影

澳门基本法纪念馆设在澳门综艺馆内，分为“一国两制”的方针、宪法与澳门
基本法等展区。2013年开馆以来，超过24万人次参观了纪念馆。图为澳门大学附属
应用学校师生在澳门基本法纪念馆合影。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