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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夢 兩地情

中國人的夢是緊緊相連、息息相通的，誠如習近
平主席所言：「中國夢是追求幸福的夢。中國夢是
中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2018年，
我的家鄉湖南隆回與香港都實現了高鐵夢，也讓兩
地在追夢路上更好地連接到一起，路相通、心相
連、情相依。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正式通車，這條26
公里長的鐵路，連接長度超過25,000公里的國家高
鐵鐵路網，帶領香港進入了「高鐵時代」。同年12
月26日，懷邵衡鐵路正式通車，該條鐵路自懷化南
站引出，經懷化、邵陽、衡陽三市，在隆回縣境內

全長43.44公里，結束了隆回不通鐵路的
歷史，並進入「高鐵

進隆回、發展新速度」的新時代。
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火車一響、黃

金萬両」。鐵路尤其是高鐵不僅節約人們的出行時
間成本，更加快了地區之間的溝通速度，是名副其
實的希望路、幸福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開通，
拉近了香港與內地的時空距離，使香港更順暢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新時代「中國故事」的參與
者、受益者，香港的旅遊、貿易、零售等行業直接
受益。據統計，西九龍站自開通以來，平均每天出
入境人次約5.2萬，其中春節7天假期，運送過港旅
客40萬人次。香港2018年出入境總人次突破3億，
創下歷史新高。

栽下梧桐樹、引來金鳳凰。隆回高鐵的開通，則
使隆回魏源故居、虎形山等美麗風景，灘頭年畫、
花瑤挑花等本地文化，有了更多的升值、開拓空
間，同時也讓天下隆回人回家的路更近、更便捷，
更激發了許多在外成功創業的隆回有識之士「回故
鄉」「建家鄉」發展的激情、熱情，共同在扶貧路

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隆回奇跡」。隆回高

新區一個投資3億元的項目，從簽約到徵地、建
廠、投產，僅用92天。「隆回奇跡」感動了隆商，
也折服了外商，引來了香港的「金鳳凰」。香港銅
鑼灣控股集團就計劃在隆回縣城北新區投資50億元
建設銅鑼灣商業綜合體項目，打造邵陽市下轄八縣
一市第一高樓、縣城唯一TWO MALL中心。

隨着香港進入「高鐵時代」，在追夢路上又踏上
了新的征程。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
等跨境基礎設施的相繼開通、投入使用，有利於香
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
設，更加鞏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和
加快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步伐。而我的家鄉隆回，
則迎來了脫貧攻堅工作的決勝階段。全縣1,300多
名幹部在2019年春節上班後第一個休息日，就馬上
舉行脫貧摘帽誓師大會，正式吹響隆回脫貧摘帽
「衝鋒號」，儘管還有未脫貧的貧困人口46,990
人、65個貧困村要全部退出，壓力仍然很大，但全
縣上下有不勝不休的堅定決心和意志，有對美好生
活的強烈渴望。

風正帆滿，夢已起航。相信未來兩地一定可以憑
藉高鐵這一撬動發展全局的戰略槓桿，共同搭上快
速前進的「中華號」列車，實現華麗蝶
變，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新界工作部 袁名別

■高鐵拉近香港與內地時空距離。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已就全港逾17萬名公務員
2019/20年度加薪幅度作出決定，低層及
中層公務員加薪幅度一律為5.26%，高層
及首長級公務員加薪4.75%，加幅較早前
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的建議高出近
0.2個百分點，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
日。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昨日說，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在作出加薪幅度決定時，已
充分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
及既定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
相關因素，包括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經
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及
公務員士氣。
發言人指，政府會盡快將今年度的公務

員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
慮。
發言人並指，高層及首長級公務員加薪
幅度的個別薪點的金額須予訂明，有關薪
點及金額是總薪級表第三十四點為74,515
元；總薪級表第三十五點為75,265元；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二十點
和警務人員薪級表第三十六點為74,390
元；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二
十一點和警務人員薪級表第三十七點為
75,135元。

公僕高層加薪4.75% 中低層一律5.26% 澳葡簽移交協定
涉1年或以上刑期

一星期前，63歲的冼玉翎透過紅十字會
尋親，並接受傳媒採訪。該報道獲四

哥陳景雄留意，「當時覺得冼女士的年齡
與失散的妹妹相近，而且報道指其生父叫
陳喜盛，與我父親陳喜成只有一字之差，
八成相信她就是我妹妹（原名陳美
莊）。」
他於是致電香港紅十字會核實，「對晒

資料，確認她就是妹妹時真係腦海一片空
白，覺得不可思議。」

「哥哥姐姐都掛住我，多咗好多幸福」
另邊廂的冼玉翎也一直沒有放棄尋親，

上周五接獲紅十字會的來電報喜，「見到
不可能終變成可能，我頓時覺得非常感
動、高興。」昨日，失散逾半世紀的兄弟
姊妹首次相見，眾人不禁相擁而泣，為能
一家團聚感到欣喜。
冼玉翎感恩地說：「多咗好多幸福，感

覺是神賜予的恩典。」

同時，她感謝生父母把她帶到世上，給
予她一個不一樣的人生及經歷；亦感謝養
父母的養育之恩。「好開心，哥哥姐姐都
好掛住我，一家整齊。」
她表示一定會珍惜與家人相聚的每刻，

來日方長，一定會有更多相聚機會，彌補
63年來的時光。
陳景雄表示理解父母當年希望妹妹能過

更好的生活，才選擇送養。還笑言：「她
長得像年輕時的媽媽及大姊，看到報道上
的照片非常有親切感。」
失散時，他們年紀小，但一切歷歷在

目，當年僅4歲的五哥陳雄輝慨嘆：「一封
利是，就送走個妹。」

他親眼看到妹妹的養父母上門放下一封
利是就接走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當年
曾嘗試找妹妹，但其養父母刻意搬得遠
遠，兩家人完全沒有聯繫，他甚至不知道
妹妹新的名字，一度以為成功團聚的機會
渺茫，打消尋親念頭。

二姊：我無掛住你，信你過得好
二姊陳詠莊表示自妹妹出生就照顧她，

更因為她容易曬黑而叫她「黑妹」。當時
看到妹妹被抱走頓時大哭，之後自我安慰
妹妹生活會安好，她說：「我無掛住你
的，因為相信你過得好好。」她對着冼玉
翎說。

「一封利是，就送走

個妹！」當年一封利

是，令仍在襁褓的冼玉

翎離開生父母，給冼家收養；63年後

的昨日，她與失散的六兄弟姊妹，透

過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首次相認。

闊別逾半個世紀，就是為這一天，「找

到妹妹下落後感到非常激動，徹夜難

眠，終於等到今天見面。」熱淚盈眶

的五哥激動地說。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楊曉瑩

四哥陳景
雄表示能找
回妹妹確實
是萬幸，他
透露當年家

家戶戶都有六七名子女，
無力撫養便送人，情況十
分普遍，因此其父母把妹
妹送養時表現得十分平
淡。「現在一定會被人唾
罵，點會畀人，痴咗
呀？」
當時他們一家住在西

環，大姊及四哥跟外婆
住，五哥跟其餘三姐弟則
跟父母同住在不足80呎的
板間房。該單位住了15
伙，他們一家需要擠睡在
3層的「碌架床」。
父親是行船的廚師，

很少時間見面；母親則
是做膠花的女工，日薪
僅3元，家庭並不富裕，
所有兄弟姐妹都吃沒有
營養的煉奶長大。現在
回想那些年，兄妹們苦
笑說：「都唔知點解我
們長得大，完全天生天
養。」所以他們一致認
為把妹妹送走雖是痛
苦，卻是最好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楊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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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翎(背鏡頭者)與姐姐陳詠儀擁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冼玉翎童年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詠莊（左一）、陳景雄（左二）、陳雄
輝（右一）向冼玉翎（右二）展示舊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冼玉翎童年與家人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與葡萄牙簽定移交逃
犯協定。澳門特區公報昨日刊登協定的正式
文本內容，按照協定，雙方可提出移交涉及
可被判處1年或以上刑期罪行的在逃者。
協定內設有多項規定，包括葡萄牙有權

拒絕移交其國民；澳門有權拒絕移交中國
國民及澳門特區永久居民，但不包括澳門

永久居民中的葡萄牙國民；政治犯不得移
交；若移交違反人道主義精神、屬輕微犯
罪，又或在缺席審訊下被判刑的在逃者
等，被請求方亦有權拒絕移交。
協定亦設定雙方各自負責提出和接收移

交請求的部門，葡萄牙為總檢察長公署，
澳門則為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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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詠儀（左一）為重遇妹妹感觸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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