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中心龔因心李扁等出席
出席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華懋集團代表龔中心、

龔因心，青愛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李扁，中聯辦社工部
副處長王志林，大公報總經理盛一平，活動承辦方黃
慧芳和西崎崇子夫婦等。

關懷愛滋病 許嘉璐題字
許嘉璐介紹青愛工程（全名是中國青少年艾滋病防

治教育工程）時指出，愛滋病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命，

要傾注所有的愛去救助愛滋病患者固然重要，但更根
本的是向青少年做好愛滋病的防護工作，故他特別為
青愛工程慈善晚宴題字：「防艾滋就是防災難，愛孩
子就是愛未來。」他說，做慈善最可貴的是日常化，
讓越來越多人和家庭把慈善列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環
節是中華慈善總會、青愛工程和社會不懈努力的目
標。

鄧銅山介紹，中華慈善總會自1994年成立以來，恪
守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強調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傳統
美德，幫助社會不幸的個人和困難群體，展開了數十

個慈善項目，逐步形成了遍布全國、規模巨大的慈善
體系。

西崎崇子表示，擔任中華慈善愛心大使乃很大的榮
譽和責任，承諾致力宣揚中華慈善總會、青愛工程的
工作，還不忘呼籲社會要用愛心善待和幫助愛滋病患
者而不該歧視他們。

圖片展回顧青愛心聯工作
嘉賓繼而觀看「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教育學會青愛

工程、1＋1心聯行動項目專題圖片展」，約展出百幅圖
片，圖文並茂回顧了青愛工程、1＋1心聯行動2006年
成立以來的工作，並特別關注「貴州——援建青愛小
屋計劃」的慈善項目。「青愛工程」目的是促進學校
愛滋病防治教育、性健康教育及公益慈善理念的培
育，並通過在學校援建「青愛小屋」以達目標。

此次活動由大公報主辦，獲中華慈善總會、中國青
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和華懋集團協辦，並由
Prosper Exhibition Limited承辦，並於今晚假如心海景
酒店宴會廳舉行青愛工程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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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高省長會見龔仁心

青愛工程愛在香港活動開幕
許嘉璐鄧銅山張鐵夫主禮 西崎崇子任愛心大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巧顏) 「2011青愛工程愛在香港慈善活動」昨日假如心海景酒店開

幕。會上委任國際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為青愛工程、1＋1心聯行動中華慈善愛心大使，

同場舉行「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教育學會青愛工程、1＋1心聯行動項目專題圖片展」。第10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慈善總會名譽會長、青愛工程總顧問許嘉璐，中華慈善

總會副會長、青愛工程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鄧銅山，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張鐵夫

蒞臨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為紀念澳新戰爭96周年，
逾300名在香港的澳洲和新西蘭僑民昨日於中環和平紀念碑
舉辦紀念儀式。澳洲、新西蘭、土耳其與英國4國總領事，
在碑前獻上花圈紀念陣亡的軍人。

黎士德：反思戰爭帶來犧牲
逾300名澳洲新西蘭僑民，佩戴象徵紀念的迷迭香，聚集

在中環和平紀念碑，與世界各地的澳洲人和新西蘭人一起
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同胞。澳洲總領事黎士德表示，澳新
戰爭紀念日是全國的紀念日，對於兩國有 深厚民族意
義，亦藉此反思軍人參與戰爭、軍事衝突與維持和平任務
時所作出的犧牲。

黎士德說：「澳新戰爭紀念日不止於紀念加里波底戰
爭，更是澳洲人國民身份的核心。澳新軍團展示出優秀的
情操，包括勇氣、犧牲、同胞情誼、憐憫及人性的光輝，
這些素質是澳洲人珍而重之的，並為我國的核心價值，對
我國的歷史與未來有 重大的影響。」

香港警察樂隊號手Angelo Parungao演奏了《最後站崗》，
象徵陣亡軍人責任已完結，他們可以安息。

逾60地舉行紀念日
澳新戰爭紀念日是紀念1915年4月25日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澳洲及新西蘭軍團(ANZAC) 登陸土耳其加里波底
（Gallipoli）半島。接 的8個月戰事中，導致超過8,000名澳
洲軍人和2,000多名的新西蘭軍人陣亡。全球逾60個國家和
地區，包括澳洲各城鎮，均有舉行澳新戰爭紀念日的活
動。在港出席澳新戰爭紀念日傳統清晨紀念儀式的人數，
尤其是年輕一代，近年屢創新高。

出席此次悼念儀式的團體還包括香港澳洲協會、香港新
西蘭社會、澳洲國際學校及香港退伍軍人協會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香港四邑會所理事長張偉，
副理事長劉祥來、何深權、陳朗雲，監事長陳中偉日前率領
40多人的回鄉訪問團，到開平參觀訪問，受到開平市政府、
市人大、市政協和開平市外事僑務局、僑聯的熱情接待。

今年是四邑會所成立40年，該會進一步團結四邑同鄉，
加強溝通聯繫，組織會員回鄉觀光，了解家鄉日新月異的
變化。這次組團回鄉觀光，在開平市外僑局、僑聯幹部的
陪同下，參觀了開平市馬降龍碉樓群、赤坎鎮歐陸風情
街、開平一中、龍岡古廟等。訪問團成員對該村至今保存
完好的碉樓群和西式別墅饒有興致，他們穿行在古林修竹
間，置身鳥語花香中，恍如來到桃源仙境，流連忘返。

張星傑讚會所貢獻多
開平市人大常務副主任張星傑在宴會上致歡迎辭，熱情

讚揚四邑會所為家鄉的建設和公益事業作出的貢獻。他希
望香港四邑會所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參與該市招商引
資工作和社會各項事業建設，更加廣泛地團結海內外鄉
親，繼續為推介開平的投資環境、支持家鄉的各項事業發
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四邑會所的首長感謝領導多年來對該會的關心和支持，
大家竭盡所能為家鄉貢獻綿力，令會務發展再上新台階。

■主禮嘉賓為「2011青愛工程愛在香港活動」開幕剪綵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4國總領事在碑前向澳新戰爭中陣亡的軍人致敬。

遼寧省省長陳
政高(右四)，昨日
在灣仔君悅酒店
與華懋集團執行
董 事 龔 仁 心 ( 左
四)，及龔 (左
二 ) 、 龔 皓 ( 右
一)、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長胡
國京(左三)等會
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政祁 攝

陳政高和龔
仁心握手問
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300港僑民悼念澳新戰爭

四邑會所40人訪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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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8。在日曬雨淋下，經歷了一百多年，然

而並沒有多少人知悉碑下所葬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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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廈門市杏林區委員會的文史資料所記
載，碑下所葬為楊衢雲，其祖籍福建

海澄（今廈門市杏林區）霞陽村，是一位富
有愛國思想、傾心民主革命的馬來西亞華
僑。楊衢雲在廣東虎門出生，幼年隨父到香
港定居。1892年，楊衢雲與澳洲歸國青年謝

纘泰等，創立「輔仁文社」於香港百子里，
以開通民智、盡心愛國為宗旨，討論中國的
發展及改革路向。這是辛亥革命前夕的第一
個革命組織。

於1895年，經輔仁文社成員尤列撮合，把
輔仁文社與孫中山在檀香山設立之興中會合

併，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由楊衢雲出任
會長，進行反清革命。先後策動了兩次武
裝起義，分別是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

立牌悼念反清義士
關於楊衢雲的事跡在近代史上略有記

載，楊衢雲的堂侄楊興安和楊氏宗親的成
員，為楊衢雲獻身革命，死後孤墳斷碑，
寂寂無聞，像被人遺棄一樣而不值。多次
向香港政府各有關部門遞交請願，為民主
革命先驅楊衢雲之墓立一說明牌；為「輔
仁文社」和香港作為民主革命發源地在歷
史里程碑裡，填補上一段被遺忘的事跡。

在訪問悼念楊衢雲逝世110周年的
籌備召集人楊丕漢時，他感慨而激
動的說，回顧十年前，大家在一起
參與民主革命先驅楊衢雲逝世100周
年的悼念活動，並向特區政府爭取
為6348無名碑立說明牌。至今才有
點眉目，已收到特區政府康文署古
物古蹟辦事處的通知，將為立牌安
排工程，估計於年中完成。這是在
成功爭取歷程上的一大進步，對當
年還在世時積極參與爭取的熱心人

士楊清意、楊錦樹、楊樹華和楊麗芳，也算
是心願可了。時至今日，為何楊衢雲並沒想

到被定為烈士，他的墳墓還是
無名斷碑？當年同楊衢雲一起
的反清義士尤列，就曾感慨的
寫下：「公身其永別耶，公靈
其不滅耶，紀公者，赤道之陽
光，而北極之冰雪也。」

■2011年1月11日，楊衢雲逝世110周年悼祭現場。
■編號6348無名碑

■革命先驅楊衢雲

■楊衢雲家傳，是合楊興安的
先父楊拔凡生前寫於1955年
的《楊衢雲家傳—摘錄》和楊
興安撰寫的《家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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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民主革命先驅—

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
■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昔日輔仁文社會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