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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改革風采書寫改革風采 講好香江故事講好香江故事
4040社團領袖細訴社團領袖細訴4040載家國深情載家國深情 呼籲港青積極獻力祖國呼籲港青積極獻力祖國

《家國情匯香江 復興夢耀中
華》一書透過各大社團領袖

故事，向讀者展現改革開放40年來
國家發展進步和「一國兩制」在香
港成功實踐的歷史畫卷，亦藉此機
會表達香港同胞濃濃的愛國愛港愛
鄉情懷，體現國家不斷深化的改革
開放政策為香港帶來的歷史性發展
機遇。

林鄭月娥王志民作序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為此書作序。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中
聯辦社聯部部長李文，全國政協常
委吳良好、譚錦球、周安達源，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
任施榮懷，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紫
荊雜誌社社長總編輯楊勇等出席新
書發佈儀式並主禮。

譚錦球：助力民族復興
譚錦球表示，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對國家及香港意義重大，40年

來，香港和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未來將積極響應中央改革開放再出
發的號召，在「一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積極參與，務
實作為，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
偉大榮光。

吳良好：呼籲年輕一代
吳良好分享指，該書介紹了香港社

團領袖投身祖國改革開放經歷，讓他
回想起自己在參加改革開放歷程中的
點點滴滴。他續說，該書的出版旨在
呼籲廣大香港市民、年輕一代更加積
極主動助力國家新一輪的全面開放，
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的治理，更
加積極主動實現國際的人文交流，創
造美好生活。

梁亮勝：青年寶貴借鑒
梁亮勝表示，該書記載了一個又一

個的成功香港故事，並為該段歷史作

出了總結，也是給青年後輩的寶貴借
鑒，年輕人應該學習這些品質，在新
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在大灣區的建設
發展中，尋找定位，抓住機遇，放飛
夢想和才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展
現自己的價值。
發佈會上還舉行了贈書儀式，嘉

賓將該書贈予各愛國愛港同鄉社團
的年輕人；象徵新一代的年輕人，
也正準備接過老一輩的「接力
棒」，成為建設國家、建設香港的
中堅力量。
青年代表、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副會

長陳志豪分享指，書中有很多地方值
得青年學習，並分享四點精神體會：
勿忘初心、家國情懷；信靠國家、敢
為人先；艱苦奮鬥、抓緊機遇；兼善
天下、我為人人。香港青年面對新時
代的挑戰和機遇，有責任把前輩優良
的作風傳承下去，牢記使命、敢於擔
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

為紀念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各

大愛國愛港同鄉社團聯合紫荊雜

誌社推出《家國情匯香江 復興

夢耀中華——香港愛國同鄉社團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一書，並

於昨日假香港南洋酒店舉辦新書

發佈儀式。該書特別邀請了40位

香港愛國愛港同鄉社團領袖，講

述他們40年來親身經歷過的動人

故事，一展改革開放風采。

星聚長春賞「紅旗」見識國產車傳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為促進
文化共融，浸會大學為少數族裔本科生提
供獎學金，以表揚他們在學業、課外活動
的傑出表現。得獎者可獲得全年學費資
助，若每年成績平均累積績點不低於2.8
分，便可繼續獲發獎學金直到畢業；也可
優先參與海外交流計劃，並獲相關津貼1
萬元。本年度有6人得獎，他們均希望能
以自身經歷，向社會傳達和平共融的訊
息。
浸大學生事務處助理處長陳文軒表示，

這是該校第二年設立「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傑出學生入學獎學
金」，申請者可循聯招或非聯招入學，只
要同學為香港永久居民，父或母來自南亞
或東南亞國家，即可遞交申請。得獎者要
擔任文化大使，在校內外進行不同義務工
作，回饋社會。

得獎者：會做義工服務社群
今年浸大收到接近40個獎學金申請，

最終6人得獎，包括就讀英國語言文學系
三年級的洛思茵。她祖籍菲律賓，但在香
港成長，她坦言與本地學生溝通的機會不
多，「無論在香港或菲律賓，總覺得自己
是異鄉人，但我會珍惜這個機會，作為本
地生及外籍學生的溝通橋樑，向同學傳遞
和平共融的訊息。」
她現在是教導小學生的兼職英語導師，

未來或向教育方面發展，而目前她最想做
到的是前往發展中國家，協助當地建房。
同樣是菲律賓裔的Joshua，就讀工商管理
會計專修一年級，他指會繼續學習粵語，
在香港做更多義務工作，服務社群。
另一名得獎者，巴基斯坦裔的Bi Safia是

英文系三年級生，日常生活均需以輪椅代步，上學較其
他同學多用一倍時間，縱使因為行動不便而受到歧視，
但她樂觀面對身體的缺陷，「自己經常遇到不禮貌對
待，路人以為我不懂粵語，會指指點點，故我希望自己
能向社會傳達互相尊重、諒解的訊息」，她認為膚色、
語言不應成為障礙，最重要是「我是香港人，我愛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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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匯香江復興夢耀中華》新書發佈會，主禮嘉賓於贈書儀式上與青年代表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初次腳踏冰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同學深入了解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成就。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港生聽取新中國汽車研發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未來之星了解一汽發展歷史、紅旗車的發展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Bi Safia認為膚色、
語言並非障礙，希望自
己能傳達和平共融的訊
息。 浸大供圖

■洛思茵（右）及Joshua
（左）盼能作為不同族裔
學生間溝通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家國情匯香江 復興夢耀中
華》一書記載了40個有關改革開
放的動人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栢曜 攝

■■港生走訪汽車製造業企業和展館港生走訪汽車製造業企業和展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攝

日 前 ，
「2018 未
來之星．
從香港出
發—冬聚

吉林」冰雪文化行活動在長春市開展參觀訪
問交流活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等11所香港高校的50名
大學生先後訪問了一汽紅旗文化展館、一
汽——大眾長春基地車輛總裝車間等機構，
深入了解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成就。
一汽紅旗文化展館是本次「未來之星·冬

聚吉林」活動中學子們參觀的首家企業。
一汽集團是中國汽車工業的「長子」，是東
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一汽紅旗文化展館則真實地展現了一汽發展
歷史、「紅旗」品牌的發展歷程。
12月26日，50名香港學子來到一汽紅旗
文化展館，觀看展陳中的新中國第一輛國
產東風牌小轎車以及不同時代的紅旗系列
轎車，感受中國一代代「汽車人」艱苦奮
鬥的創業精神和中國民族汽車工業的時代
創新精神。
紅旗文化展館始建於2006年，總面積
3,000多平方米，分為三個展區，講述了
「紅旗」品牌從誕生到停產，再到實施復興
等，在展館內，未來之星們詳細聽取展館講
解員介紹紅旗車的故事，「中國第一輛國產
高級轎車，僅僅用了33天就試製成功，並
命名為『紅旗』，創造了中國汽車工業歷史
的奇跡。」

民族品牌令港生自豪
香港理工大學三年級社會工作專業學生香港理工大學三年級社會工作專業學生
嚴永卿說嚴永卿說：「：「一路走來一路走來，，看到紅旗車的發看到紅旗車的發
展歷程展歷程，，也是國家的發展歷程也是國家的發展歷程。。我覺得我覺得
『『紅旗紅旗』』兩個字兩個字，，已不是簡單的汽車品已不是簡單的汽車品
牌牌。。看到如今紅旗品牌的核心技術已經能看到如今紅旗品牌的核心技術已經能
和德國和德國、、美國等國家美國等國家『『叫板兒叫板兒』，』，我深深我深深
的感到自豪的感到自豪。」。」
從展陳中從展陳中，，同學們看到一汽同學們看到一汽

人的大膽創新以及追人的大膽創新以及追

趕時代進步的精神趕時代進步的精神，，還了解到目前新還了解到目前新紅旗正
在積極推進實施一汽「紅旗小鎮計劃」，以
紅旗品牌悠久文化復興為戰略支點，搭建民
族品牌創新創業發展平台。
香港城市大學二年級學生鄺子聰所學專

業與汽車製造息息相關，他表示，自己時
刻關注中國在高科技製造領域的發展：
「例如前段時間我們終於製造出了圓珠筆
頭，告別了只能進口的尷尬，相信未來在
汽車領域也一樣，依託吉林省厚重的汽車
行業經驗，打造出走在潮流尖端的品
牌。」

港生讚歎生產規模大
了解過汽車工業和紅旗品牌發展歷史了解過汽車工業和紅旗品牌發展歷史，，未未

來之星們又來到一汽—大眾長春基地一廠三來之星們又來到一汽—大眾長春基地一廠三
總裝車間總裝車間，，到生產線上實地參觀到生產線上實地參觀

一輛轎車如何從一輛轎車如何從「「零零 件件」」組裝成整車組裝成整車。。
長春市有中國長春市有中國「「汽車城汽車城」」美譽美譽，，新中國成新中國成

立以立以來，這裡駛出過新中國第一輛轎車，並
以卡車生產聞名於世界。隨着新一輪東北老
工業基地振興發展，吉林省汽車工業勇於創
新，已成為各種車型的生產、科研基地。
在一汽—大眾車輛總裝車間，同學們看到

車輛框架從進入裝配軌道開始，經過流水裝
配的方式，不長時間就變成嶄新的整車。這
些裝配好的車輛經過檢測調試就成為一輛新
出廠的汽車。

如此龐大的造車規模，但在整裝車間裡
面，卻看不到太多產業工人，這令同學們感
慨現代工業的威力和磅礡氣勢。

製造業發達 可與港互補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二年級學生許作

浩說：「從參觀中可以看出，車間大、工人
很少，已經基本實現了自動化。吉林省汽車
生產鏈條完整，不僅規模大，技術也很先
進，在這一方面，香港可以學習經驗，補齊
短板，而同時香港在人才方面具有一定優

勢，兩地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鑒融合之處，轉
換成更有競爭力的產品。」
香港中文大學二年級學生蘇朗遙說：「今

天我們參觀了一汽的『數字工廠』，見證了
汽車如何從一堆零部件變成一部整車的鳳凰
涅盤，看到了汽車城的實力和工業化核
心。」他不禁感歎內地發展之迅速，「如果
將來有機會的話，我會考慮到這裡來學習或
是就業，『見賢思齊』，再將學到的東西帶
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 長春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