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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三問

幾天前，我受邀參加香港天津聯誼會聚會，慶祝新
中國成立70周年和聯誼會成立25周年。會場內歡聲
笑語，載歌載舞，滿滿的正能量。

我與天津結緣，是因為我的母校南開大學。「文
革」後內地恢復高考，我有幸成為首批大學生，在南
開度過了美好的4年時光。今年是新中國70華誕，也
恰是南開大學建校百年，剛剛過去的10月17日，母
校舉行了隆重的慶典。

沒能返津為母校慶生，頗覺遺憾，但有關母校的記
憶，這些日子始終縈繞腦海。最最銘記不忘的，當是
創校校長張伯苓先生那著名的「愛國三問」。

「你是中國人嗎？」
「你愛中國嗎？」
「你願意中國好嗎？」
這振聾發聵的三問，在舊中國苦難深重的年代裡，

深深撞擊着掙扎求索的仁人志士的心，激發起一茬又
一茬南開人的報國之志、愛國之情，鑄就了南開大學
綿延不息的愛國傳統。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轟炸南
開校園，試圖摧毀南開人的抗日意志。但南開人是嚇
不倒的！一大批南開學子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
張伯苓校長的第三個兒子就是這其中的一員，他加入
空軍，搏擊長空，最終捐軀沙場，為祖國付出了年輕
的生命。

而今，「愛國三問」被大大的鐫寫在南開校園內。
新學年開學時，台上，校長一句一句大聲發

問，台下，師生們鏗鏘

有力報以肯定的回答，此情此景，令人激動不已，熱
血沸騰。

默頌着「愛國三問」，環顧眼下之香港，我陷入了
沉思。

習近平主席說，「一個不記得來路的民族，是沒有
出路的民族。」不少香港青年，不知道近代以來祖國
遭受列強欺辱的歷史，不熟悉新中國成立後翻天覆地
的深刻變革，也不了解香港與國家榮辱與共、不可分
割的緊密聯繫，缺乏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滅人
之國，必先去其史」，這是英國殖民統治的苦果，也
是回歸後香港教育的嚴重缺失。

香港今日之亂，除卻社會民生問題的積怨外，集中暴
露了部分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對國情認知的偏頗，以至於
有人借着「反修例」發洩對國家的仇恨，散播分離和「港
獨」理念，竟然可以毫無忌憚、毫不掩飾，足見香港社
會國家意識的扭曲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痛心之餘，禁不住也生「三問」，想問問香港的青
年朋友。

一問一問，，你了解今天的中國嗎你了解今天的中國嗎？？
新中國70年，由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變成

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與歐盟之和的世界第二，人均壽命
從30多歲提高到70多歲。這個14億人口的大國有着
完整的工業體系，卓越的創新能力和強大的國防力
量，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改革開放創造了持續40
年的高速增長，平均每3秒鐘就有1個人跨過貧困
線，被聯合國歎為奇跡。北斗、蛟龍、嫦娥、5G，還
有橫跨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橋，驚人的科技發展和基礎
建設，令這個國家日新月異。近20年全球新增森林覆
蓋率相當於多出一個亞馬遜雨林，其中四分之一來自
中國的貢獻。

你或許不否認中國的經濟成就，但對中國的政治制

度嗤之以鼻。的確，如果拿美國式民主做標準，中國
恐怕永遠不合格，因為中國不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
中國也有選舉，但更注重協商，「有事好商量，眾人
的事眾人商量」，更能體現民主的真諦。行政、立
法、司法、監督，這些現代國家管理的制度模塊中國
都有，而政協卻是中國所特有。一黨執政、多黨合
作、政治協商，這種政治制度兼顧公平與效率，能夠
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扯皮，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和快
速發展的需要，成為新中國經濟騰飛的制度保障。
「經濟很強，政治很糟」，這是西方社會強加於中國
的標籤，是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卻騙了太多的
香港人。

二問二問，，你能脫離中國嗎你能脫離中國嗎？？
香港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回歸後是中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說什麼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這是荒唐
無知加邏輯混亂，你可以離開香港，移民他國，但黑
頭髮黃皮膚是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無論你是否喜
歡，只要你住在香港，你喝的水、用的電、吃的肉類
和蔬菜，大部分都來自北方那片大陸。無論你走到哪
裡，只要你拿着特區護照，當你在異國他鄉遇到麻煩
的時候，能夠幫你的還是中國使館。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主權，香港與國家不可分割。那
些舉着美國旗、英國旗遊行示威的人，大概是想讓外
國政府來保護他們，想讓外國主宰香港。可惜現在早
已不是近代史上任人宰割的舊中國了，中國政府和14
億國人不會由着你們喪權辱國的！

三問三問，，你看到中國的未來嗎你看到中國的未來嗎？？
過去70年，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正在走

向強起來。中國的發展藍圖已經繪就，到本世紀中葉
將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這也恰恰是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節點，

「兩制」相得益彰，香港和祖國共享榮光。中國的發
展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已
是指日可待。這不是妄想，制度優勢和經驗積累，以
及14億人的戮力同心，終究會讓中國夢變為現實。

有些人看不到這個前景也不奇怪，時至今日，「歷
史終結論」「中國崩潰論」依然不絕於耳。我們已經
不挨打了，也已經不挨餓了，但還在挨罵，因為人家
控制着話語權和輿論場。中國被西方罵，是因為我們
走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國家治理道路。惟其如此，無
論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也為國際社會辦了多少好
事，還要被罵，被視為另類。中國並不想輸出制度，
我們只是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而且要堅
定的走下去。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
核心是制度的競爭，而中國真的不懼怕制度競爭！70
年的滄桑巨變給了我們底氣，令我們對未來充
滿自信！

副主任 楊建平

■習近平總書記在南開大學考察調研時，高度讚揚了
張伯苓老校長著名的「愛國三問」，指出：「這既是
歷史之問，也是時代之問、未來之問。」 網上圖片

港破天荒一年建19間安老院
提供3355宿位應對老齡化 羅致光：仍要面對人地不足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曉瑩）葛量
洪號滅火輪自1953年服役，2002年5月
退役，它是第一艘香港製造的滅火輪，
身經百戰，曾參與多次香港水域及沿岸
火災救援，退役後成為香港第一艘列作
歷史文物保存的船隻，政府為它成立展
覽館。為讓市民認識海上救援工作，展
覽館昨日舉辦同樂日，並準備一連串活
動，吸引大批市民參加。有退役海上消
防員分享與葛量洪號一起經歷悲歡離
合、熱血雄心的故事。
昨日一早，展覽館內已經人山人
海，有家長陪同子女試玩各個攤位遊
戲、在「精英號」充氣彈床跳彈，以
及在拍攝區留影。小朋友手執小獎品
展露笑容，亦不斷向在場的消防員提
問和要求拍照，消防員們亦樂意解答

和教導。有家長指：「兒子從小立志
當消防員，因此今天(昨日)特地帶他來
見識一下。」
已退役9年的海上消防員何文特意穿

上上世紀60年代時的白藍色制服，為
參觀者講解葛量洪號的結構及消防員生
涯。他自學堂畢業後便在葛量洪號執行
職務，一做便三十多年直至退休。
他解釋，葛量洪號於上世紀50年代

在黃埔船廠製造，材料從英國進口，
是首艘香港製造的滅火輪，做工仔
細，細至一口釘都是人手釘上去，當
時的造價500萬元。
何文特意帶參觀者到甲板上講解銅鐘

的用處，「每當船隻在大霧時拋錨，船
員需要每隔一分鐘敲響銅鐘，通知海上
其他船隻注意，避免相撞。」

他用12字形容葛量洪號的所見所
聞，包括「悲歡離合」，他在船上見
過遇難者有幸與家人重逢，也有陰陽
相隔；「盡忠職守」，因為他曾目擊
一名同僚殉職；「發憤圖強」，他親
睹一名同袍每天晚上挑燈夜讀，最終
成功大學畢業。
除了身邊同僚的故事，葛量洪號亦

教曉何文一些處世之道。他憶述，當
年他僅22歲，晚上聽到銅鐘響起便
立刻抱着救生衣衝上防火甲板報到，
雖然被讚賞反應快，但也被前輩斥
罵。原因是他的資歷最低，不應該比
前輩排得更前。於是第二次，他亦同
樣抱着救生衣衝上去，但他站在一旁
等其他前輩先排隊，看準時機才加入
隊伍。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
表一篇題為「全面支援少數
族裔」的網誌，指政府一直
致力建立關愛共融社會，為
少數族裔人士全面提供支

援，讓他們享有平等機會，融入社會。相關措
施當中，不少更是吸納了他們的構思及建議，
是不折不扣由下而上，與民共議「貼地」的政
策，展現施政新風的好例子。他強調，香港要持
續發展，需要全港市民一起籌謀，並與少數族裔
人士同心協力，建構和諧共融關愛的香港。

張建宗：政策納少族意見
張建宗指出，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於過去10

年間上升70%，現時撇除逾39萬外籍家庭傭工
後約有26.3萬人，當中約30%為南亞裔人士，
而很多少數族裔人士與香港人一樣，幾代人在
港扎根，土生土長，以香港為家，他們的勞動
參與率較高，是本港一股重要的人力資源，其
潛力絕對不容忽視。
他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建立關愛共融社

會，為少數族裔人士全面提供支援，他亦於過
去數月與不同少數族裔群組會面，訪問少數族
裔中心，聽取他們的意見，「政府推出支援少
數族裔人士的一系列措施當中，不少是吸納了
他們的構思及建議，是不折不扣由下而上，與
民共議。」
新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支援少數族裔人士

的措施，包括為協助學校實施「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及建構共融校園；推行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及鼓勵少數
族裔人士加入紀律部隊等。
張建宗指出，政府去年動用了逾5億元推行

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措施，涵蓋教育、就
業、社會福利和社會共融等範疇，多項相關措
施已經推出或逐步落實。
張建宗指出，理性、共融、包容、多元、自

由、開放是香港社會的質素，港人引以為傲的
核心價值，「這些重要元素是經過幾代港人努
力建立，要好好珍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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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愈趨

老齡化，安老服務供不應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2019/20年度的安老

服務預算，已較上屆政府於2016/17年度的相關

開支增加45%，預計下年度的安老服務開支仍會

以雙位百分比的數字增加。他表示，政府於本年

度會啟動工程興建19間安老院，是香港有史以來

興建數量最多的一年，總共可提供3,355個宿

位。不過，他重申要增加安老服務以滿足新增的

服務需求及應對服務短缺，仍要面對土地與人手

不足的兩大難題。
■香港人口愈趨老齡化，安老服務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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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朋友到充氣精英號滑滑有小朋友到充氣精英號滑滑
梯梯。。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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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指出，今年的施政報告與
以往不同，只聚焦最重要的部

分，其他施政措施都列在一份圖文
並茂的施政報告附篇，更在各個政
策範疇摘要分享當中的「理念」和
「面臨挑戰」。然而，由於施政報
告變得聚焦，以致有人批評政策不
夠周全，例如沒有交代安老服務的
未來發展，他指其實當中不少均有
在施政報告附篇內交代。
羅致光首先指出，2017年中公佈

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已詳細列
出未來安老服務發展的短、中及長
期發展綱領，施政報告毋須每年重
提未來發展方向，安老事務委員會

亦會定時檢視有關進展。
他續說，去年的施政報告已列出在

2019/20年度改善的多項安老服務，
今年初公佈的預算案亦宣佈於未來兩
年增加逾500個安老宿位；及建議撥
款200億元用作購買營辦福利服務的
處所，預計未來兩年可合共新增約
1,200個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
額，較現有名額增加逾三分之一。

社區服務體現「居家養老」
今次的施政報告亦提出，在「長

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下增
加1,000張服務券至總數8,000張；
及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

案）」下增加3,000個服務名額，增
幅近3倍。羅致光表示，綜合上述的
資料，反映政府在這兩年間重點在
增加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體現以
「居家養老」為主的政策原則。
羅致光續說，2019/20年度將啟動

興建19間安老院，以年度計是香港
史上最多的一年，亦超過2012/13至
2016/17、5個年度的總和。
不過，他亦指出，香港人口高齡
化，安老院的需求不斷增加，「這
個興建速度亦只能稍為追上一部分
現時的服務短缺，且項目最快都要
待四五年後才能完成及提供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