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叻

藝人陳百祥在香港家喻戶
曉，被暱稱為「阿叻」。被問
到對國家的祝福，他表示︰
「今年是國家70周年，我願
望很簡單，就是國泰民安，穩
定繁榮。如果沒有穩定繁榮，
我們的生活不會開心。」

自由要在法律下行使
陳百祥說，自己1978年從
外地回香港發展，同時見證着
國家在改革開放中一日千里地
進步，也看到了實質的成果。
他說，國家過往百年這麼多戰
亂，被欺壓多時，新中國成立
後也經歷許多曲折才走上改革

開放之路，此後的發展步伐是
其他國家的10倍以上。
對於部分年輕人覺得香港

「不民主自由」，陳百祥以過
來人、見證人身份表示，在
「一國兩制」下，國家放手讓
香港去做，「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自由度、民主都比港
英時期進步。他強調，當然，
自由不是無限，要在法律框架
下行使，而不能以自己的自由
去凌駕他人的自由。
他又指現時香港很多東西已

被內地超越，強調大家要面對
現實，並建議香港年輕人要努
力追上、去拚搏、去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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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國慶禮物──香港變得更好
新中國70歲生日，什麼是給國家最好的

禮物？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顧問
霍啟剛說︰「令香港變得更好，我認為這
就是給國家最好的生日禮物。」
他憶述，自己從小在香港成長，感覺香
港是非常有活力的城市，至12歲到英國升
學，一開始有很大衝擊，雖然慢慢習慣當
地的生活和文化，但心底依然認為自己是
中國人、了解中國文化。

在香港回歸祖國那年，18歲的霍啟剛更
向學校申請提早放假，回香港見證歷史一
幕，在電視機前看着英國國旗和中國國旗
一降一升，自己非常感動。

抓灣區機遇踩出生活圈
談到其家族致力於體育發展，身為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的霍啟剛解
釋，這是因為爺爺霍英東想藉體育的強大，

向國際展示中國的國力，故爺爺在國際體壇
中也努力爭取中國的席位，最為人所稱道
的，就是中國重回奧林匹克大家庭。霍啟剛
說，自己也希望參與到體育界裡，貢獻自己
的力量。
他又寄語年輕人，要像香港的上一代抓住改

革開放機遇般，抓住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機
遇，並勉勵大家勇敢地踩出生活圈，了解國家
和內地文化，「也許你會有新的收穫。」

霍啟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隆重日

子，香港各界不同人士都有不少說話，想對

香港市民、內地同胞，以至祖國訴說。香港

大公文匯全媒體近日就採訪了政界、教育

界、傳媒界、體育界、演藝界、前紀律部隊

的代表人物，他們從不同角度講述自己所見

證的國家發展，也談到香港可以從中學習的

經驗，如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至國家發展

等。他們除了祝福國家生日快樂，也希望繼

續國泰民安，盡早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穆家駿

作為90年出生、名副其實的
90後教師穆家駿，在成長過程
中深深感受到國家的強大發展。
他記憶猶新的是，在中學時站在
校門迎接來港交流的「神舟五
號」航天員楊利偉，為中國成為
世界上第三個成功載人上太空的
國家感到自豪。至今時今日，他
說每次到內地交流，都感到內地
有些地方不同了、改變了，不斷
地進步。

冀青年多交流消誤解
在國慶70周年的大日子，穆

家駿除了到北京長安街觀禮
外，其任教的培僑中學亦舉辦
了國慶壁報比賽，還有大型升
旗儀式，校內有濃厚的國慶氣

氛。
作為教師的他，認為年輕人應

該「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冀在帶隊學生到內地交流時，讓
他們認識國情，並與當地學生交
朋友，透過交流將誤解和隔膜消
除。
至於香港現時所處的困局，

穆家駿引用自己大學時的中大
新亞書院校訓說︰「艱苦我奮
進，困乏我多情。」他亦引述
自己早前收到的一張來自上海
的明信片，上面寫着「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認為這是中
國人的社會責任感，冀在現
時香港面對的時勢和風波中
好好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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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竟成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如
此多困難，短短70年間的發
展令全體中國人都感到驕
傲。」香港警務處前處長鄧
竟成談到70周年國慶時，表
達出如此的感歎。
他說，自己作為港英時期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年輕時
的國家觀念相對薄弱，但慢
慢長大，對國家的歷史、對
香港為何成為「殖民地」開
始有理解，更感到回歸之
後，香港人名正言順地做回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可貴。

盼國家發展中發揮特色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程

中，鄧竟成更是當中的參與
者，負責當年回歸典禮儀式
的保安工作。他憶及，當時
與內地公安部門在緊密時間
表下互相交流，也開始對國
家有深入的認識。他說，回
歸工作史無前例，冇得綵
排，只有一次機會，「很多
東西邊做邊學，是非常重要
的工作。」
至今時今日看到國家急速

的發展，他亦希望香港可以
加以配合，利用香港特色，
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他並說︰「祝願我們國
家繼續富強，全國人民繼續
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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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談起國家70年的歷程、談
起自己見證祖國的變化時，感
慨地說：「由『站起來』，到
『富起來』，再到『強起
來』，好像說起來很簡單，但
要做的話真不知要克服多少困
難，要多少人同心合力，不問
個人得失、不計艱苦，勇往直
前才有今日成績。」

30年百姓生活大幅改善
她說，自己小時候回家鄉廣
州時，還會帶着很多東西給
內地親戚，當時覺得內地很
窮，到現時內地已有翻天覆
地的改變。作為從政者，她認
為一切的施政都是為了改善民
生，「很明顯過去30年，普

通老百姓生活是大幅改善。」
她並說，這樣的成就不能靠空
喊口號達成，而是要實在地解
決每一個問題。
對比內地的一日千里，李
慧琼指出香港反而因政治爭拗
而發展步伐慢了下來，很多街
坊都很擔心。她提出，在大家
慶祝國家70歲的生日同時，
也鼓勵大家回顧國家70年來
走過的路，到今日的建設成
就，這個歷程值得每個中國人
去細味和思考，「因為接下來
的路，不論香港、『一國兩
制』，以至國家發展道路都會
充滿挑戰。」
她表示與所有同胞互勉，

「我們一起推動國家進步，一
起早日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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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芸生

在國慶70周年之際，網媒
《HKG報》總編輯林芸生有
另一番感受，他說：「國慶70
周年，我會繼續守在新聞前
線，寫文章，做好我的節目，
只要所有中國人都做好自己分
內的事情，我們的國家就會越
來越好。」

為愛國愛港市民發聲
談到創辦《HKG報》的本
身，林芸生提到其老闆周融當
時是希望在反對派的網絡文宣
攻勢中，為愛國愛港的市民發
聲，即使不能超越其攻勢，最

起碼也作一個平衡。
林芸生認為，其實早在回歸

以前，直到今時今日，香港與
內地的經濟已經自然地融合在
一起。作為媒體人，他最希望
可以成為兩地溝通橋樑，向兩
方講好彼此的故事。
他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是

偉大的構想。他說，香港人
一直有優越感，但只要大家
去大灣區看看，就知道大灣
區以往一些地方還是「爛
地」，但現時已發展成香港
的中環一般，故香港應反過
來向內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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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藍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
大日子，希望我們的祖國國
泰民安，相信這是每一個市
民的願望。」藝人王祖藍在
談到國慶時這樣說道。
接受港英時期教育的王祖

藍，在回歸前對國家的印
象，是中文科裡的魯迅文
章、是書本中讀到的四合院
和竹林，還有單車道上兩旁
的樹木，在這些點滴中感受
到自己的文化與祖國。

內地遊玩受熱情導賞
不過，在回歸時香港曾出現
的不安，也曾為他及他家人帶
來內心的矛盾，直至香港回歸
後的首個國慶日，他作為學生

到首都北京看升旗儀式，才將
現實替代過往印象和想像。他
直言，自己當年對內地印象十
分好，也覺得當時接待他們的
學生導遊很熱情，自己還登上
長城做了回好漢。
對於現時兩地出現了不必

要的仇視，王祖藍對此感到
心痛。他坦言，現時香港的
形象或會嚇怕一些有意來港
的人，雖然自己不能控制大
環境，但若有朋友來港，自
己必定會好好招待，冀透過
一個笑容、一聲歡迎，為大
家留下美好的印象，而他亦
希望市民可以用以禮相待和
尊重的態度，重塑香港「好
客之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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