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展覽開幕
林鄭：從政者典範 王志民：港人深深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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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裘援平，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中聯辦副主

任楊健，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周秉建，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等共同主禮。

林鄭：清正廉潔形象深入民心
林鄭月娥致辭指出，周恩來總理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主要奠基
者之一，為香港回歸祖國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她說：
「對我來說，紀念周恩來總理更有特別意義：周總理畢生為人民
服務，是公僕典範，是我們作為公職人員的學習榜樣。」
她表示，周總理那種「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的奉獻
精神，以及嚴以律己的處世之道是歷久常新的，也是我們每一個
從政者必須牢記和力行的。
林鄭說，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周恩來擔任總理長
達26年，對國家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他勤政愛民、清正廉潔的
形象深入民心，深受人民愛戴敬重，因此有「人民總理」的美
譽，是中國人民心目中溫暖的、自豪的領袖。
她憶述，周總理在1976年去世時，她還是一個在香港土生土
長的中學生，可以說沒有在學校學習中認識周總理。「我首次最
深刻接觸有關周總理的生平，是1979年我參加香港大學學生會
交流團，到北京與清華大學交流，有一天跑到在天安門東側的中
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即今天的國家博物館）參觀。」
「由於當時是周總理去世3年多，我記得有一個詳細介紹周總

理生平的專題展覽，講解員是一個年紀比我大一點的女孩，她介
紹到了總理身患重病還日理萬機，操勞國事，就不斷地哭了起
來，我也被這位『人民總理』的事跡深深感動。」
林鄭說：「其後我就多看了有關周總理的書，對他的勤奮為
公、外交風采、待人之道等特質，深深敬仰；對他和鄧穎超女
士——也是總理口中的『小超』——的恩愛情意，我深被打
動。」

王志民：重大惠港項目決策人
王志民在致辭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今年3月1日在紀念周恩

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周恩來
同志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
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深深銘
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銘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與正義的
人們心中。」周總理在青少年時就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
書」、「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的遠大志向，將個人的發展
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將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和社會主義事業。周總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傑出楷模，是所有中
華兒女的光輝榜樣，是中國人民衷心愛戴、我們永遠懷念的好總
理！他身上所展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是歷史的，也是
時代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王志民深情回憶了周總理與香港深厚的歷史情緣和戰鬥情誼，
從他青年時代因革命需要三度來港，到1941年香港淪陷後親自
部署「秘密大營救」，解放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前夕又籌劃接送香
港的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共商國家大計。

把香港和祖國緊緊聯繫在一起
他指出，周總理始終堅持祖國統一，對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
題，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基礎性和開拓性的謀劃工作，
他關於香港問題的深刻論述，很好地體現和堅持了毛澤東港澳戰
略思想，並對鄧小平後來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提供了重要思想
基礎。王志民表示，周總理始終牽掛香港同胞、關心香港社會民
生，他親自決定的「三趟快車」和「東江供水」這兩個造福香港
民生的重大項目是「中南海直通香港同胞」的生動寫照，把香港
和祖國內地緊緊聯繫在一起，為香港同胞的生活安定和香港社會
的繁榮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強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周恩
來同志生前念茲在茲的中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一定能夠在不遠
的將來完全實現。」值此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之際，在他曾
經戰鬥工作、始終牽掛關懷的香港舉辦大型紀念展覽活動很有意
義，表達了香港同胞對周總理這位歷史偉人的深深懷念。周總理
的崇高信念、高尚人格和堅強品質，必將鼓舞我們凝心聚力，共
同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心同
行、攜手奮鬥！
活動由紫荊雜誌社、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江蘇淮安市委宣傳
部、淮安周恩來紀念地管理局聯合主辦，現場展出500餘張珍貴
歷史圖片和100餘件實物，聚焦周恩來一生經典歷史時刻，真實
再現周恩來總理的卓越功勳與不平凡的一生，以及他和夫人鄧穎
超在革命、建國、外交、和平事業上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近800人出席開幕式。
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陳永棋，全國政
協常委傅育寧、譚錦球、吳良好，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王敏剛，
全國政協委員姜在忠、盧紹傑、高佩璇、龍子明，中聯辦宣文部部
長朱文、協調部部長沈沖、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青年部副部長楊
成偉等出席。
展覽將展至本周五（5月1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是已故國家

領導人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人民總理周恩

來——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香港)大型展覽」昨

日在會展中心開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席開幕禮並致辭。林鄭表

示，紀念周恩來總理更有特別意義，「周總理畢生

為人民服務，是公僕典範，是我們作為公職人員的

學習榜樣。」王志民則指出，值此周恩來總理誕辰

120周年之際，在他曾經戰鬥工作、始終牽掛關懷

的香港舉辦大型紀念展覽活動很有意義，表達了香

港同胞對周總理這位歷史偉人的深深懷念。

（林鄭月娥、王志民致辭全文刊A12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人民總理周恩來——紀念
周恩來誕辰120周年(香港)大型展
覽」於5月8日至11日期間一連4
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進
行，場內會展出超過500張珍貴
的歷史圖片以及 119 件相關實
物，務求為觀眾真實再現周恩來
總理的卓越功勳與不平凡的一
生，以及他和夫人鄧穎超在革
命、建國、外交、和平事業上所
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

從求學立志到晚年歲月
是次展覽展示面積廣逾2,000

平方米，會場劃分為5大部分，
包括求學立志、革命歷程、建設
偉業、晚年歲月及風範永存。各
個區域都會配上相關的歷史圖片
及解說詞，以上均由周恩來專業
研究權威機構——淮安周恩來紀
念館提供和審定。場內同時展示
了67套共119件珍貴實物，包括
周恩來總理寫過的書信、穿過的
衣服等，讓觀眾可從中窺見老一
輩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與他們在革命年代的生活細節。
此外，展覽現場將播放《海棠

花開》《入京西苑機場閱兵》
《十里長街送總理》《大江歌》
《心繫水利建設》《大無大有周
恩來》等珍貴歷史影片，向參觀
市民多方位展示周恩來總理最具
風采的生命歷程和真實故事。主
辦方並在場內放置了周恩來總理
的雕像及部分相關畫像供市民近
距離觀賞及合影留念。

140多港中學生任導賞員
特別一提，展覽導賞員是由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遴選
的 140 餘位優秀香港中學生擔
任，他們均接受過周恩來專業
研究機構提供的專業培訓，將
在場內用粵語向香港觀眾進行
整個展覽的解說，介紹當年鮮
為人知的國家決策背後的故
事、周總理豐富多彩的外交實
踐，以及與夫人鄧穎超感人的
生活點滴，以加深市民對這位
偉大已故國家領導人的進一步
了解。

500圖片逾百實物展卓越功勳

香港文匯報訊 是次展覽
中的「情繫港澳台僑」分
區，展示出在 1960 年 4 月全
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期間，
周恩來總理與時任香港《文
匯報》社長李子誦、《大公
報》社長費彝民的合照，勾
起人們對周恩來關心關懷
《文匯報》、《大公報》的
美好回憶。

在大公報刊信駁斥日寇謠言
周恩來與兩報淵源深厚。

1941年5月21日，日寇進犯中
條山，《大公報》重慶版發表
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
籲》，周恩來見到報道連夜寫
了一封信，次日一早派人送到
李子壩大公報館，在信中駁斥
敵寇謠言，表述八路軍的抗戰
業績和中共團結抗戰的誠意。
5月23日，《大公報》全文發
表了周恩來的來信，同時配發
了評論《讀周恩來先生的
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

結抗戰。

大公文匯是中國人民的報紙
1952 年 3 月 1 日，《大公

報》在震驚中外的「三．一事
件」中，因堅定不移站在國家
和香港同胞立場，被港英政府
以「刊載煽動性文字」罪下令
停刊6個月，也是在周總理的
直接關心下，中央政府向英國
提出外交交涉。其間，周恩來
對英國駐華代表嚴正說：「如
果中國人民不能在香港辦報，
那麼，中國人民將會重新考慮
對香港的政策。」最終《大公
報》獲勝，僅停刊12日。
香港《文匯報》也是和港

英直接交過手的，那是 1952
年的事。就在當時，周恩來
總理已經明告英國帝國主
義：香港《文匯報》和《大
公報》是中國人民的報紙。
這一聲喝，迫使英帝國主義
撤消了對《文匯報》和《大
公報》的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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