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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回 歸
15 周年時，
我的歌聲在紅
磡體育館響
起。當時演唱
會現場，雲集

了香港演藝界的曾志偉、林子
祥、Twins等巨星，星光熠熠
不說，情到濃時，大家更是攜
手一起為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
共同祈福。如今，轉眼就到香
港回歸20周年的美好日子，
我對於香港的情誼，就如一曲
《香江謠》，一晃唱了 20
年。其中歌詞「根同一脈心相
繫，月共一輪花競芳」足以表
達我想對香港的千言萬語。

憑歌寄濃情
同根心相繫

全國政協委員、青年歌唱家
陳思思：

三月的北京，在「兩會藍」的加

持下，代表委員們參政議政，如沐

春風，建言獻策，豪情滿懷。由於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因而關於香港的話題很自然地成為

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重

要內容。而每當代表委員接受採

訪，看到本報記者佩戴的「港澳記

者證」時，都會不約而同地說上幾

句對香港回歸20周年表達祝賀、

祝福的話。其言也誠，其情也真，

聲切切，意殷殷，言語間流露着對

香港濃濃的愛。畢竟同宗同胞血濃

於水，萬語千言盡可匯成一句話：

因為愛你，願你更好！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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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特 別
行政區回歸
20 周 年 以
來，粵港兩地
金融合作逐步
深化，居民跨

境往來更加方便，開創了互利
共贏、融合發展的新局面。下
一步，希望兩地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契機，進一步發揮好
廣東自貿區的平台作用，實現
自貿區和大灣區聯動發展；推
動粵港合作建設要素交易平
台，促進兩地金融市場對接，
增強區域輻射帶動能力，為粵
港構建優質生活圈帶來專業、
金融的自信保障。

增粵港合作
促金融對接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
行廣州分行行長王景武：

香 港 回 歸
20 周 年 之
際，人心的回
歸依然是最重
要的。大家要
從心底把自己

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
民，是祖國的一分子。要對自
己的身份有認同感。此外，香
港的年輕人一定要主動多了解
中國的歷史，了解一個民族從
困難中堅韌走過來，到今天日
新月異的發展有多麼不容易。

多了解祖國
人心定回歸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星光集團有
限公司創辦人及總裁林光如：

這 幾 年 當
中，無論是從
民生還是從大
政方針來講，
中央政府對香
港都是厚愛有

加的。縱觀香港回歸的20周
年， 目前香港經濟發展仍然
面臨諸多困難，包括香港社會
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瓶
頸是可以突破的，關鍵是要找
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內地對於
香港而言是突破瓶頸的主要出
路，首先內地有廣闊的市場和
機會，又為香港釋放出巨大的
制度紅利，香港應積極和內地
加強合作，共同進步。

拓兩地合作
助港破瓶頸

全國政協委員、華南城執
行董事梁滿林：

帶 着 在 香
港學習到的公
益慈善理念，
投入內地的光
明事業中，給
社會創造福

利。香港回歸以來，我有緣連
續15年，給予近萬名內地弱
視兒童一個光明的未來。而參
政議政的5年，我持續關注的
兩個提案是：「港人治港」和
醫療保障。香港回歸20周年
了，希望中央完善對港機制，
創新在港工作，探索打破香港
封閉、壟斷的司法隊伍現狀，
期待制定《國歌法》及在港實
行。

港慈善理念
照亮弱視童

全國政協委員、光彩明天兒
童眼科醫院董事長馮丹藜：

無 論 是 內
地高校的學生
還是香港在校
的年輕人，不
管未來是打工
還是自己創業

做老闆，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賺錢雖然很重要，但是一個人
在社會上的責任感，可以先思
考「我的工作怎樣可以令社會
受益」這樣一個問題。香港轉
眼回歸20周年，早年留學海
外的我，也是後來擔任理工大
學校長後才開始學習普通話，
在這方面我希望和更多年輕人
一起努力，說好普通話。

青年多自省
令社會受益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理工
大學校長唐偉章：

香 港 回 歸
20 周年，除
了一些慶祝活
動之外，最重
要的還有兩件
事情。第一就

是總結過往20年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的正反經
驗。制度創新一般來講，有
95%的失敗，但我們不但沒
有失敗反而一路昂揚走來，這
其中肯定蘊含着許多問題和思
路。其次，「一國兩制」有新
的發展空間，比如「一帶一
路」很多創新的發展空間，我
們更加需要從理論上去探討，
去思考到底怎樣創新發展。

探制度得失
拓創新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田家炳基
金會副主席戴希立：

「十三五」
規劃把香港推
上「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這
個地位，也促
進了香港在這

方面的發展。所以沒有內地的
推動和支持，香港的國際地位
也不會如此矚目。更祝願香港
的年輕一代多關注內地，了解
祖國對我們的愛護與支持，尤
其是一些有專業優勢的年輕
人，多往內地發展，把香港的
專業優勢獻給內地，共同成
長。最後，也希望在回歸20
年的日子裡，「港獨」不再出
現，大家同心同德一起歡騰。

籲港青北闖
盼「港獨」消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容永祺：

香 港 富 有
中西交融的文
化色彩，特別
是回歸後，富
有傳統特色的
香港本土文化

得到了空前關注與保護。過去
20年，香港在對傳統文化的
傳播與創意方面作出了許多卓
有成效的探索工作，給內地文
保工作的傳播和發展帶來借鑒
方法。未來，傳統文化在走出
去的過程中，結合內地新媒體
傳播模式及香港的創意思維，
能夠更加展現文化新面貌。

港文化傳播
具借鑒意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文
聯主席許欽松：

香 港 的 回
歸讓粵港兩地
文化交流和合
作更加密切，
內地演員的表
演和整體創作

水平都能在香港覓得知音。近
兩年，以羅家英為代表的香港
粵劇界主動和內地開展跨界合
作，把傳統文化藝術傳播到更
多元觀眾群體。這樣的創新嘗
試讓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得到
了更為活潑的傳播形式，前景
讓從業人員更加有信心。未
來，希望與香港合作碰撞更多
的火花，同時呼籲更多的年輕
戲迷多回內地看看。

兩地齊跨界
戲台擦火花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粵劇
演員倪惠英：

香 港 回 歸
20 周年，祝
香港明天會更
好，保持輝
煌。當前，內
地跟香港在新

形勢下形成新的合作模式，以
前是「前店後廠」，現在是更
多可以利用彼此的平台，香港
有很好的國際經驗，還有國際
品牌，內地企業可以借助香港
的國際經驗走向世界。相信隨
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能夠
為三地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
祝福香港。

粵港澳發力
建設大灣區

全國人大代表、鴻達興業
集團董事長周奕豐：

香 港 回 歸
20 周年，我
對香港的發展
充滿信心。香
港這幾年跟內
地交流，尤其

是與廣東的交流有很多機會。
我們對香港今後的社會經濟發
展充滿信心。尤其在教育方
面，我們跟香港多個高校建立
合作機制，聯合招收研究生，
開展各方面的研究。我們跟香
港大學商議，基本確定在南科
大建立聯合研究所。我覺得隨
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部署，
粵港之間教育、科技交流會越
來越多，發展空間非常大。

教育與科技
合作空間大

全國人大代表、南方科技
大學校長陳十一：

香 港 與 澳
門的對接，每
15 分鐘就有
一艘船的往
來。港澳對
接，也是除了

與內地對接後的第二大體量。
回歸以後，港澳民眾往來頻
繁，交流更加密切。港澳兩地
新舊並存的城市特色以及東西
方文化的彼此交融，迸發出的
美感，吸引世界目光。香港擁
有眾多無可比擬的優勢地位和
資源，也希望未來可以與力謀
發展的澳門攜手，一起抓住
「一帶一路」等機遇，更好地
走出去、引進來。

「帶路」機遇多
倡港澳攜手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歸僑
總會會長劉藝良：

我 兩 歲 從
廣州來到香
港，在香港長
大，香港是我
的家，我在香
港讀書，在香

港發展自己的事業，我對香港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一直以來
從沒想過離開香港。香港回歸
20年了，我希望接下來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經濟繼續
保持發展，民生得到改善，祝
願香港越來越好。

與港感情深
從未想移民

全國人大代表
劉健儀：

我 上 世 紀
80 年代到香
港，到了香港
才學英文，並
且開始了自己
事業的奮鬥，

沒有香港，我就沒有今天的成
就，我經常說，是祖國培育
我，香港成就我，是香港這個
國際化大都市讓我有奮鬥的激
情，有自強不息的精神信念，
感恩祖國的培養，感恩香港給
予我奮鬥的機會。今年是香港
回歸 20 周年，我祝願香港
「人和政通」，希望香港經濟
發展繼續保持優勢，民生得到
改善，市民幸福安康。

香港成就我
盼人和政通

全國人大代表
顏寶鈴：

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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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