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長樂聯誼會昨日舉行盛大的敬老聯歡活動，長者鄉
親、義工會員及各界人士逾千人歡聚一堂。會長高小文、執

行會長陳學干與全體理事共同獻上一份尊老敬老的關愛之情，並呼籲鄉親在11．24區議會選舉投票日踴躍
投票，將愛國愛港候選人送入區議會。圖為百歲老人石依珠（103歲）接受眾人祝福。 ■香港文匯報

敬 老 聯 歡

《共和國之戀》訴說70載家國情
港歸僑講述對祖國深情和無私的愛 冀弘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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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的太子花墟

太子花墟歷史悠長，於1940年代末開始逐步形
成，初期主要集中在今天九龍界限街以北花墟公園
一帶，有二百多個蔬菜花卉批發攤檔，佔地甚廣，
興盛非常。1950年代時，由於攤檔密集，阻塞交
通，政府銳意將花墟遷移。自1957年起，攤檔陸續
遷至今天太子花墟道、園藝街、太子道西一帶，形
成今天的新花墟市集，現時花墟集中過百間專賣鮮
花、盆栽及園藝用品等商店，是香港最大的鮮花批
發零售集中地。而毗鄰花墟的園圃街雀鳥公園，富
有傳統中國建築美的園內有數十檔售賣畫眉、百
靈、彩鳳及金剛鸚鵡等雀鳥的小店，市民還沒步入
園口，已聞鳥聲啁啾起落，聲勢非凡，使花墟成為
一個鳥語花香的地方。

花墟批發零售的鮮花品種繁多，從世界各地新鮮
空運而來，如荷蘭鬱金香、以色列香竹石、泰國蘭
花、日本香碗花等各式各樣花種，店主彬彬有禮，

價格公道，每逢周末更是人山人海，喜歡
花藝的市民都會前來

花墟逛一逛，遊走在姹紫嫣紅的花海中，頓然心曠
神怡。不少家長會帶子女同行，教導子女認識不同
品種的花卉。而有些遠道而來的外國遊客興致勃勃
拿着相機為優雅芬芳的蘭花、蒼古矯健的羅漢松等
拍照留念，並細心聽店主講解每種花的種植方法。
每逢農曆新年、情人節、母親節都是鮮花需求殷切
的日子，人流熙來攘往，特別是農曆新年花店更是
通宵營業，沿街擺放了林林總總好意頭的花卉植
物，如桃花、桔仔、水仙花、富貴竹、串串金等，
整個花墟猶如花卉博覽會，目不暇給，百花爭艶，
喜慶熱鬧。

花墟除了能欣賞色彩繽紛的鮮花和觀賞各種各樣
雀鳥外，也現存着香港市區最長相連的戰前「騎
樓」式唐樓群（位於太子道西190號至220號）。
據市區重建局介紹，該唐樓群建於1930年代，由比
利時及法國合資的義品地產公司建造，樓高四層，
一梯兩伙，採用當時西方流行的「裝飾藝術」建築
風格，是香港第一代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昔日被稱
為「摩登」住宅，吸引不少中產家庭入住。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這些建築物由不同人擁有，業權分
散。在1960年代後期，部分唐樓被拆卸重建，目前
只剩下十幢。2008年，經市區重建局保育活化後煥

然一新，有關單位延續和豐富花墟地方特色，

地下舖位主要售賣鮮花及園藝用品，樓上單位則用
作社企和文化用途，如舉辦茶藝鑒賞、陶藝工作
坊、青少年藝術工作坊、長者興趣班等，既保留了
當區社區特色和歷史文化風貌，做到新舊共融，亦
為唐樓群注入新活力，共創和諧社區。

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國際大都會，在繁華鬧市內
保留這極富有本土特色的主題小區，讓市民在都
市的喧囂外感受另一番靜謐，特別難能可貴。歲
月靜好，現實不穩，在過去五個多月，社會暴力
活動繁密，一些暴力違法分子在全港各區破壞地
鐵站、損毀交通燈、阻塞道路、投擲汽油彈、
「裝修」舖頭及「私了」不同政見人士，情況令
人髮指，社會失去昔日和諧安寧，市民人心惶
惶，安全感蕩然無存。為了安全起見，市民每日
返工放工、約見朋友、周末家庭樂等正常社交活
動，都要時刻盯實手機留意新聞報道、網絡信
息，關注暴力分子會在哪裡出現，哪裡交通不會
堵塞，哪個商場是安全，哪間餐廳就餐不會有
事，日常生活處處受制，沒有往日自由自在。從
事餐飲、零售業的商家更是受到嚴重影響，面對
市民減少出外消費意慾和外來遊客卻步，店舖生
意一落千丈，店主只能苦苦支撐，連昔日熱鬧的
花墟也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面對這經濟

「寒冬」，眾多店主及員工深感無奈。
香港是我們的家，現在這個家正被暴力分子不斷

破壞而變得黯然失色，為了讓這個家回復法治和恢
復秩序，沉默大多數的香港市民應當醒悟，站出來
勇敢發聲向暴力說不，堅決與暴力割席，齊心協力
發揮獅子山下精神，讓香港重新出發，讓我們及下
一代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安居樂業，讓這朵美麗的
紫荊花繼續璀璨盛放。

社會工作部 林宗賢

■色彩繽紛的太子花墟。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
祖國更好。作為親歷改革

開放和香港回歸歷程的僑胞，我們
對此深有體會。」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僑聯副主席、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首席主席余國春在序中寫道。
作為香港著名實業家，余國春的
奮鬥故事被收錄在全書第一篇。被
譽為「國貨大王」的他，在零售業
成就超卓，深受各界敬重，同時還
在多個政府諮詢組織擔任要職，尤
其在扶助本地中小企業發展方面貢
獻殊深。余國春因積極推動青年發
展，9日獲香港特區授勳及嘉獎制度
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一代僑領莊世平為祖國、為家鄉
貢獻畢生精力，每一步歷程都和國
家民族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投身
抗日救亡運動、組建南洋商業銀
行、引領南商發展進入快車道、為
特區經濟建設作出貢獻……他一生
不懈奮鬥，實現了奉獻國家和人民
的理想，被譽為「香港的陳嘉
庚」。
像這樣的人物還有很多：大慈善家
田家炳、著名實業家曾憲梓、愛國商
人梁思謀……書中收錄了多位歸國華

僑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
通過120篇文章、600張新老照片，
記錄他們與新中國同行70年的寶貴經
歷，凝聚每一位僑友的愛國愛港之
心。
此書由香港華僑華人中心策劃、

香港歸僑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輯、生活文化基金會出版，是《歸
國華僑史料叢書》香港篇之六，前
五篇包括《香港歸僑 赤子情懷》
《愛國歸僑的一生—房延凌傳
略》《韶華紀事》等。
「香港僑胞用手中的筆寫出對祖

國的一片深情和無私的愛。」在昨
日舉行的新書發佈會上，香港歸僑
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召集人許丕新
表示，編委會用史料、數據、實踐
說話，編撰了一本體現香港僑胞70
年來無怨無悔奉獻新中國的史冊。
生活文化基金會主席梁俊祥說：

「我們的愛國情懷出於本真，出於
天性，我們的愛國初心，至死不
渝。」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黃楚基表

示，香港僑界將進一步發揮聯通海
內外的優勢，凝聚共識，與各界同
心同行，為維護香港「一國兩制」

和繼續繁榮穩定，為「一帶一路」
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實現
「中國夢」貢獻新力量。

張強盼以新書出版為區選獻力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則指，

香港正在經歷回歸以來最大的困
難，希望以新書出版為契機，發揚
正能量，在將要到來的區議會選舉
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據介紹，編委會今年 2月發起

「我與新中國」國慶徵文編撰活
動，得到廣大僑胞的積極響應，在
全港僑界齊心合力下，歷經9個月
策劃、籌備、編輯工作，完成了這
本深具史料價值的《共和國之
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馬蕊報道，為慶祝

新中國成立70周年，香港歸僑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將廣大香

港僑胞70年來無怨無悔奉獻新中國的奮鬥歷程凝結成冊，出

版《共和國之戀—香港僑界與新中國誕辰70周年專輯》一

書，作為香港百萬歸僑僑眷的國慶獻禮。專輯發佈會昨日在

港舉行，該書講述香港僑胞對祖國的一片深情和無私的愛，

冀以此為契機，在港發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主席李啟
元日前率領香港建築界「古建保護
與修復」考察團一行18人，赴陝西
開展為期兩日的古建文物保護與修
復考察交流活動。此次考察團旨在
提高會員專業技術水平，發展香港
建築業和學習古建築文物保護修
復。
其間，考察團來到陝西省文物

保護研究院，參觀文保院三十周
年成果展覽和科學檢測實驗室、
文物修復室，並了解古建修復工
程項目，以及對蒙古、尼泊爾、
緬甸等國家文物保護工程的援建

項目。
陝西省文物交流協會會長張自鳴

表示，陝西擁有各類文物點49,058
處，歷來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同時
文物保護科技水平不但在內地領
先，也是世界一流。
他指出，保護好文化遺產也就是

保護和傳承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的
根脈，這也是所有炎黃子孫共同的
責任，希望各位團員將這次考察活
動所見所聞傳播給更多的香港同
行。

冀拓兩地文物保護合作
考察團團長李啟元表示，通過此

次交流，加深了各位團員對陝西文
化遺產保護的了解，希望今後與陝
西的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加強交流，
並期待促成陝港兩地在文物保護方
面達成更多的合作成果。
陝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周

萍亦提到，此前連續多年接收香
港大學生來院進行實習活動。此
次與香港同行的交流進一步增加
了相互了解的機會，相信通過此
次活動定會讓雙方攜手實現優勢
互補和資源共享，築牢文化交流
的橋樑，助力中華文化的傳承與
弘揚，為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作出新的貢獻。

建築界赴陝考察古建修復

■《共和國之戀—香港僑界與新中國誕辰70周年專輯》新書發佈會昨日在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長 樂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