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歸祖國15

周年、國家主席胡錦

濤訪港之際，10名

「15齡童」透過香港

《文匯報》與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合辦的

「回歸少年一人一故

事」徵文活動，用或

細膩、或感性、或堅

定、或抒情、或青澀

的筆觸，細述成長路

上經歷過的特別故

事，無論是對時局的

感悟，對社會現況的

憂慮，對國家和香港

未來的期許，或對自

身前途的追求，都展

現了少年人獨特的視

角和情懷。

A2、23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2年6月29日(星期五)

母親的愛
孩子是離

不開母親
的。對於

祖國來說
，香港

就是一個
孩子，一

個正在步
步成長的

親生兒，

需要無微
不至，關

懷備至的
照顧的親

生兒。

從孩子出生開始，母親們就肩負更大的責

任。哺育
，教導，

協助等等
的責任不

可輕

視，每一
個細微的

變化都足
以影響孩

子的

一生。香
港這個孩

子，自小
離開母親

，在

別人的教育下成長⋯⋯當母親強大起來

後，她沒
有忘記自

己的孩子
，在199

7年7月

1日這天
，她帶回

了自己的
孩子，從

此將孩

子保護在
自己的羽

翼下。

祖國也確
實很成功

地保護了
香港。縱

使知道自
己的孩子

已經有了
自立的

能力，她
還是無微

不至的照
顧，想把

所有最好
的東西給

這個分離
甚久的孩

子。當時
香港的各

方面條件
皆比祖國

內地來得
好，祖國

就在旁默
默祝福，

欣慰地微
笑——那

是對自己
孩子成功

的祝福與
驕傲。當

孩子的成
長面對挫

折時，母
親立刻挺

身而出，
給予幫助

。在金融
風暴發生

的時候，
香港作為

一個金融
發達的城

市受到了
不少衝擊

。是祖國
，她沒有

放棄香港
，反而是

與

香港並肩
作戰，成

功渡過危
機。香港

是一個缺
乏天然資

源的城市
，所以

祖國又給
予了不少

幫助，水
、糧食的

供應源源
不絕，這

才讓我們

得以以低
廉的價格

享用新鮮
的食材。

與內地簽
下的眾多

合作

令香港的
企業受益

良多，得
以開拓內

地的市

場，商機
無限⋯⋯

這許許多
多的機遇

，資源都
是一個

疼愛孩子
的母親贈

送給自己
的寶貝

的禮物，
不帶任何

目的，不
求任

何回報。
只是以一

顆母親的
心

來愛自己
的孩子。

祖國對香

港愛護良
多啊！

福建中學（小西灣）

李卓盈

香港真是
一塊寶地

我，於5月份某個炎熱的一天，在廣州的一家醫院裡出生。在我出生後的60多天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成立了。
1997年7月1日那天晚上，母親抱 兩個月大的我，看 中央電視台的直播，親眼目睹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我眯 眼看電視畫面，我媽當時高興地告訴我爸：

「你看，原來孩子對香港也有一份情緣啊！」香港給我的印象有很多：香港乾淨⋯⋯香港人多⋯⋯香港繁忙⋯⋯香港
基本設施完善⋯⋯
儘管香港地少人多，可是人們的生活都比較和諧；雖然香港看似繁華，

但是仍有一部分的人未能跟隨社會的腳步進發，就如每件事都會是一把
「雙刃劍」一樣，任何事物都會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香港還有很多
的社會問題尚未解決：例如困擾香港多年的貧富懸殊問題、通脹、雙非問
題、地產霸權、仇富、普通市民「上車難」等等。如今，香港即將踏進回歸15周年，作為一個在香港讀書的普通學

生來說，雖說香港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真正地解
決，但我在此希望
香港能夠跨過
難 關 ， 愈 戰 愈
勇，既然已經順利地
渡過金融危機，民生問
題又怎麼會難倒香港
呢？

培僑中學
何鈿昊

成長路花季夢家國情奮鬥心
——「回歸少年一人一故事」徵文薈萃

在心中種一棵樹
別人說，1997年前，香港人沒有根，猶如浮萍虛空飄浮。
1997年過後，她不知道自己的「根」有沒有長出來，只知道她一直種
一棵樹。

但是這棵樹已經殘破不堪，枝葉疏落，樹皮剝落，似乎沒有了
生命的氣息。樹的根部，情況更是嚴重，它長得很淺薄，已經被
昆蟲侵蝕。只是，她的家人仍然沒有多作理會。
胡可欣生長於中產家庭，父母整天都忙於工作，賺錢養家。

他們一家對國家社會都顯得漠不關心。她曾要求母親告訴她一
些有關中國的事情，但是母親每次都以「忙」為理由，把她的

疑惑和渴求置之不顧。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胡可欣被選中參加貴州交流團，她就這樣展開了這次認識中國的歷

程，尋根溯源。
這次的交流團帶她來到了一個充滿大自然氣息的鄉村，青草味隨 清風撲鼻而來。他們要拜

訪當地的每一戶人家。主人和附近的居民都很熱情地招待他們，每一個村民的性情都十分敦
厚，會流露出真摯的笑容。胡可欣看到了中國人民的純樸和真摯。
到了晚上，他們一起吃過飯後，胡可欣便獨自到附近的地方散步。她踏 泥黃的土地，一步一

步地觀看 四周的山水。路邊有一條水聲淙淙的川流，水不徐不疾地一直向前流，悠悠無盡，這
就像見證 中國悠久的歷史。她一直向前走，途上看到很多奇形怪狀的山，大概因受多年風化而
成。那些蓊蓊鬱鬱的樹木，彷彿在跟她細訴中國的往事。其中一棵樹最讓她難忘，它的根一條條
地從地底下隆起、又矯若游龍地鑽入泥土中去了，它真的很美，好像延綿無盡，悠悠遠遠⋯⋯
她走上一個小山坡，脫掉了沾滿泥土的鞋子，躺在草地上，一瞬間，她被滿天的繁星所震撼了﹗

天上星星的形狀大小不一，全都在閃閃發光，好像給她注滿了能量。她站起來，抬頭再看一次星
空，天上的星星彷彿拉近了她與祖國的距離，在天地山河間，她就這樣萌生出一種對國家的
情感。
行程繼續，他們到了最後一個目的地，是一個居住在山上的貧窮村落。在這裡居

住的小孩要上學並不容易，由家出發到學校需要步行數小時才能到達，但是
他們沒有抱怨一句，因為他們知道「知識改變命運」。這些小孩就是國家
的希望啊﹗她心中讚嘆 ⋯⋯

從交流團回來後，她更想親近中國多一些；中國的風土人情、歷史、現況
等，她都想知道更多。

她的心中就像種了棵樹，從最初的支離破碎，到現在的萌芽生根，就靠自己
對中國的了解和歸屬感的增加而生長。

她看一看家中的樹，彷彿有所頓悟，並且明瞭根的重要，於是就把水拿
來，細心灌溉，期望樹能變得枝葉茂盛，根能壯健地生長，抓緊泥土，
讓樹踏踏實實地屹立在地上。

舞吧 舞吧
小時候我看到一

部電影，一個住
在貧民窟

的小孩，愛上了
跳舞，最後舞出

一片天地，

我便相信人窮志
不窮。不知道是

因為這部電

影，還是其他原
因，我也愛上了

跳舞。從此

我的人生充滿了
希望、充滿了目

標。

遺憾我家境貧窮
，不能負擔學費

。幸

好，生長在我城，我們是容許有希

望的，只要我們擁有堅毅的意志，

要追求夢想，達
成目標，再不是

天方

夜譚。每一年政
府都會投放資源

在文

化藝術發展上，
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從小得到學
習跳舞的機會，

使我

能為自己的夢想
拚搏。

我愛跳舞，我愛
在舞台上揮灑屬

於自己的熱情，
將人生置於此，

充

滿力量地扭動每
一步。它是我對

世界表達的方式
，也是我連接世

界的

渠道。
由於經常到內地

交流及比賽，我
認識了不少內

地的朋友，踏遍了不少地方，因此，我

也更加認識祖國。相處久了，認識

深了，我們忽然
發覺，雖然大家

在文化上有稍微的差異，但

大家畢竟是中國人，都擁有

堅毅不屈的精神，即使都在舞蹈生

涯上熬了不少的苦頭，還是堅強的撐

下去—磨難只會令我們變得更加強

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陳若意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胡雪兒

追求和諧
特區生活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適逢胡主席來港主

持新一屆特區政府新班子就任監誓。我在這裡向
胡主席問好！
香港自1997年回歸至今已有15年，而

我身為香港居民，實際上生活有很大的
改善，很感謝特區政府給我們香港居民
很多福利。我父親今年已經68歲了。在

醫療方面，他能夠享有特惠的醫療福利，政府定期向長者派發醫療

券，讓長者能減輕醫療開支。在交通方面，長者能享有交通優惠，如每

星期三及假日乘搭港鐵到任何地方，只需付2元，十分便宜。在社會福

利方面，今年長者可享有額外多一個月生果金。令長者生活更有保障。

在經濟方面，放寬內地自由行，吸引不少內地遊客來港觀光及購物，

帶動香港經濟發展。令旅遊業、零售業、酒店業興旺。與此同時，亦令

本港遊人較多的地區，出現租金大幅標升，令很多小商戶因不能承擔

高昂的租金而結業。當然，特區政府施政也有改善空間，很多內地人來港置

業，令本港樓價急升，引致本港市民無法置業，連工廠

大廈也要改為小型房間，俗稱「 房」出租，而租

金也要港幣3,000至4,000元。加上通貨膨脹，百物騰

貴，生活百上加斤。令市民怨聲載道，每逢假期，一些團

體會帶領市民上街遊行，以宣洩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最後，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在房屋、經濟及施政方

面，加以改善，創造一個和諧社會。國家興盛，社

會自然繁榮、安穩，家庭定能和諧！

培僑中學
杜思慧

天天都是好日子「今天是個好日子，心想的事兒都能成，明天

是個好日子，打開家門咱迎春風。」沒錯，今

天，明天，後天，大後天都是好日子。1997年

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在這一年裡，我出生

了，在媽媽的肚子裡呆了10個月，這一年的某

一天，我趕上個好日子出來報到了。在這一年，

比我出生更重要，更喜慶的是——香港回

歸了！
從出生開始，大人們總說我是個有

福氣的孩子，因為我是1997年，香港
回歸的那一年出生的。原本我是不懂

也不明白為什麼的，遇上大人們拍 我的腦袋說這番話，我只會傻

笑。後來，我慢慢長大，開始明白了⋯⋯
原來香港被英國殖民一百多年，直到1997年才正式回歸

中國⋯⋯身為殖民地居民，在自我感覺上已經不是那麼良好

了，何況多多少少也會受過一些苦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

待。日子總不會比在自己祖國保護下來得好。
我開始了解了一段淵源，這才明白自己有多麼的

幸運，祖國給了我們許許多多的便利，給了我們

許許多多的關懷。最重要的是，異鄉作客總

是比不上住在自己家裡來的舒適。回到家裡，總

是會倍感安心的。而且，不可以不提的是，我出生的日子會被載入史

冊，這是多麼榮幸啊。這份榮耀讓我睡 了都會偷

笑。雖然說人們是因為香港回歸而將1997載入史

冊的，但是我也算沾了點光，這已經值得我
高興一輩子了⋯⋯

福建中學（小西灣）熊　恩

傳承科學探險之志「科研人員每一次前往極地考察之前差不

多都會先寫下遺書。」著名的極地探險家

李樂詩博士的說話縈繞在講座的會場內，

同時亦深刻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李博士是香港首位的女性極地科研團人員

⋯⋯博士告訴我們，由於中國現今
正逐步邁向成為可持續發展國家，積
極發展環境方面的保育，故此一大批
科學家憑藉一腔愛國熱情，敢於燃燒
自己的青春，一次又一次地出征極
地，以令中國可掌握更多關於極地的資

料，推動極地保育計劃。突然間，博士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科

研人員每一次的極地旅程都相當危險，根本不知道會不會這一次就

是最後一次的行程。」我的心震撼無比，科學家所執行的任務一定

十分艱鉅，但無論面對任何困難他們都咬緊牙關撐下去。他們所守

護的是甚麼﹖⋯⋯我彷彿知道了科學家們最後對世人訴說的「遺言」。他

們希望我們嘗試從自己出發，盡力保護我們的地

球。還有希望大眾的支持可以令國家投放更多資

源培訓和教育下一代，畢竟這股火焰般熾熱的意志是

需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而且下一代比上一代的意

志要更為堅定、強大。傾聽科學家的「遺言」，亦是傾聽科學家的心

願。我們既然聽見了，又怎麼能不作出回

應？

漢華中學
吳偉儀

對香港社
會的訴求

我是香港
的中學生

。香港社
會在回歸

15年來，

雖然不斷
進步，但

同時也存
在 一些問題

，

例如物價
通脹、樓

價高、貧
富懸殊等

問題。

首先說說
市民的生

活。香港
的商人為

了牟

取更大的
利益，不

斷提升物
價，市民

的開支

增加，低下階層市民甚至連三餐溫飽也成問

題。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困苦，他們只能住房

子而不能
置業，沒

有一個穩
定的居所

⋯⋯

這些都是一連串的問題。如果政府可

以增加對
他們的幫

助，例如
抑制物價

、

推出居屋
讓市民置

業，以紓
緩他們的

生

活壓力。

第二就是
香港人就

業的問題
。拿醫生

這行業做
例子，香

港的醫生
人

手不足，
香港政府

就從外地
找醫生。

相反政府
從沒有增

加每年讀
醫科

的名額。
而且，香

港社會的
職位越來

越少，甚
至有剛畢

業的大學
生都

找不到他們想做的職業⋯⋯政府可以開發其他的職業令他們有工

作，同時
也令香港

的發展不
局限在金

融，而是
多元化。

而且28

元的最低
時薪在香

港物價通
脹的壓力

下明顯不
足⋯⋯

最後就是
政府的問

題，當市
民遇到對

政府不滿
或有

訴求時，
市民利用

遊行示威
等發表意

見，除非
事件

引起極大
的迴響，

否則政府
往往都會

忽略了他
們的聲

音。同時
在議會上

，議員為
了延遲表

決方案，
發起「拉

布」，除
了浪費時

間外，同
時也不斷

浪費公帑
，拉布也

令政府的
公信力下

降，影響
政府的管

治效益⋯
⋯

以上是我
個人認為

香港這社
會所存在

的問題，

我相信如
果把這些

問題解決
後，香港

的發

展會更好
！

互動的藝術先前，我有幸到香港藝術館參觀了

《人間有情—豐子愷的藝術》畫展，他
的畫作內容簡單易明，隨心自然的畫風
更讓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別具一

番風味。其中一幅畫作是描繪一
位小嬰兒獨自坐 ，他的面前擺
放 許多不同的食物，旁邊的空
白位寫 ：似愛的虐。看完後，
不禁讓我會心一笑。

這幅畫正正能反映現今的社會面貌。
一輩人，生活在一個太平盛世、物質豐富的年代。生活質素提

升了，可惜心靈質素並不見得隨之提升，過多花巧的資訊、產品

反而令人容易迷失自己，好比那幅畫，父母總是希望給孩子最好

的、最多的東西，但給得愈多就代表對他們好嗎？我倒覺得不是，

應給的該給，但要懂得適可而止，給得太多反而會造成浪費，更重

要的是他們不會懂得珍惜，認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講求多信任、多包容、多接納，才

能達到一種相輔相成的效果。其實巿民與政府的相

處也該是如此：多溝通、多體諒、多尊重才能令

社會和平發展，變得愈來愈好。這是一種相處的藝

術，巿民若能對政府多點信任定能讓政府更努力、更

積極地為巿民服務⋯⋯在一面倒地抱怨社會上各種不

公時，也要好好檢討自己的問題。青年人！趕快燃

起自己心中那團烈火，擁抱將來！

漢華中學
李　晴

回歸十五載
未來更美好

香港在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困難後，今日
依舊繁榮富庶。這個美麗的「東方之珠」仍

然得到無數的稱讚和喜愛。但是，近
幾年這座繁榮的都市出現了不少社
會矛盾，例如：雙非孕婦的問
題、房屋問題、貧富懸殊日益擴
大的問題等等，這些本地問題和

與內地的矛盾都打破了這裡的和諧與安穩。
近年，市民上街遊行的人士中漸漸看到更多80後90後的面孔。

他們不只是反對政府的施政或表達不滿，也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未
能在社會上獲得一些肯定的聲音以及發展的機會漸漸減少了。
社會上普遍對於現在的青少年抱 一種否定的態度，都認為現
在青少年太過於驕縱並且能力不足，對於他們所付出的努力

都不那麼的肯定。這會削弱青少年的自信心和自身的認
同感。而且，在香港發展的前途有限，向上流的機

會也都較少，以致使青少年感到機會渺茫，對
香港失去信心。

每個人都會有夢想，現在的青少年都希望能夠追
尋自己的夢想，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機會給這些追
夢的少年，讓他們為自己的夢想打拚。

培僑中學

洪兆銘漢華中學

胡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