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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人物

傳媒：多元發展說好中國故事
詹洪良表示，香港從2019年6月份爆發的修例事件，揭示了回歸23

年來仍有很多問題不容忽視，其中，媒體及青少年教育問題最應被首
先關注。香港是一個相對自由且包容度很強的地方，然而卻被一些心
懷不軌的人利用這一點鑽了空子，誤導了不了解國家歷史的年輕人，
加上香港的一些老師也沒有與時俱進地了解內地的發展，以為國家還
停留在80年代：街上還是藍灰色的海洋，內地民眾生活也乏善可陳。
「然而，改革開放42年來中國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指
出，過去一年的許多港媒的偏頗報道就印證了當前問題的存在。
在香港註冊的報章有70多家，對同一事件的報道亦有各種各樣的

聲音，而這種多元性更像把雙刃劍，對的一面體現在：傳媒本身就
應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的聲音。但同時，傳媒更應具備共存的
力量，既不能過於偏頗，也不能一家獨大。「好的方面也要提出
來，不能夠全部是負面的，或是不正確的，很容易誤導大衆。傳媒
可以對時事發表評論，但不能夠每時每刻都在說政府不好，假設沒
有警察，我們的人身安全會怎樣呢？每天都罵警察又有什麽道理
呢？我們應該公平一點。」面對過去一年的風波動盪，詹洪良認
為，市民不應只聽信一面之詞。經過漫長的歷史見證，黨和國家在
不斷發展進步的同時，也在自我反思、自我優化。「我們不能只看
到令人畏懼的某些歷史事件，例如，貪污腐敗雖尚未完全消滅，但
那只是一小部分，並不能代表全部，試想一下，如果都是貪污，還
會有現在的繁榮富強的中國嗎？」他表示，香港的一些傳媒有失偏
頗，沒有說好中國故事，希望能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為其發聲，讓香
港同胞可以多多了解國家的政策變化及未來發展方向，但過程中難
免因一些無法避免的現實原因，如國土遼闊、人口眾多而無法面面
俱到，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體諒。他相信，「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定能再創輝煌。

疫情：配合政府齊心抗疫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詹洪良提出，無論是疫情大規模爆

發前還是疫情爆發的當下，香港政府都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但香港
市民有部分不理解，要脅特區政府「封關」及支持醫護人員罷工，沒
有很好的配合政府，令全港人心惶惶。反觀內地，無論是嚴格落實到
各省市每個社區間的封閉式管理，或是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六點倡議：
早報告、戴口罩、勤洗手、拒熱鬧、少串門以及不趕集等各項措施的
落地執行中，2月底3月初後內地的抗疫形勢已發生根本性好轉，從
中可以看出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配合相對較好。「大家要共克時艱，相
信國家，相信政府。」他提議，在當下疫情發展依舊不容樂觀的時
刻，還是應該減少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繼續居家辦公並避免社交聚
會。事實上，特區政府也已經做了許多細緻的工作，如所有從外地返
港的人士都要接受14日強制檢疫或醫學監察、密切關注檢疫中心的設
施情況等。「整體來說我們的醫護人員還是很有擔當的，大家一定要
齊心共渡難關，我有信心，香港一定會戰勝疫情。希望不論是內地還
是其他國家能夠對香港恢復信心，希望大家放下歧見，共同為香港的
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政協：兼容並蓄融入發展大局
詹洪良說，要發揮港澳政協委員「雙重積極作用」，既要堅守「一
國」之本，又要善用「兩制」之利，推動香港、澳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他相信，在駱惠寧帶領下的中聯辦，定會與特區政府共同努力，
貫徹落實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助港走出目前困局。「香港是一個大
熔爐，除華人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各種族的後代，如菲律賓人、印尼
人、尼泊爾人和巴基斯坦人等等，要讓大家知道，中國是兼容並蓄的，
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同呼吸，共命運，沒有依據顏色而劃分的派
別，必須求同存異，共同為香港美好的明天貢獻力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他表
示，要實現這個目標，當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疫情，政協委員也
要貢獻力量。「各行各業都面臨困境，我的工廠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疫情過去以後再重新啓動，全力以赴，我有信心，我們中國人會齊心
協力克服難關。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40年前中國改革
開放開始了減貧進程，令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窮。我相信，2020年
定會消除絕對貧困。不僅僅是內地，香港也是，希望香港的樓價能夠
有所回穩，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身為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義工
團團長，詹洪良亦致力於慈善活動，幫助老年人及兒童，為弱勢群體
發聲，他強調，浙聯會今年很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團結鄉親，共同發
聲，為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奮鬥。

「香港永遠是我們的家，年輕人永遠是我們
的年輕人，即使是犯了錯誤的年輕人，也要給
他們機會，你們始終是我們的未來。」詹洪良
自2005年起，每年都會帶領香港青少年到浙
江交流，並關心青少年的成長軌跡，努力為其
提供切實所需的幫助。
談及與青少年活動結緣，他說，2003年自

己列席浙江省政協會議後，第二年結識了也是
委員的漢華教育機構主席李潔儀。了解到在香
港有五所傳統的愛國學校，分別是漢華中學、
培僑中學、勞工子弟學校、香島中學、福建中
學，即使是在英國統治的時期都掛着五星紅
旗。但在當時，很多從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
沒辦法去到他們理想的企業機構工作，他們缺
少能夠展示自己的平台，於是，在與李潔儀一
拍即合下，開啟了帶領青年學生探訪內地、體
驗交流的旅程。「從2004年開始，每年這五
所學校都會各自挑選10個從這五所學校畢業

且目前在讀大學的同學加入到我們的交流團，
於我而言，此事意義重大。每年陪這些同學們
行走於內地各個省份，如內蒙、四川、浙江、
雲南、湖北等地，可以幫助許多有志青年了解
國家的人文歷史、科技發展，也讓我遊遍祖國
河山。甚至有同學已經重回母校並任職校長，
再將其所見所聞分享給其他學生，深感意義重
大。」
詹洪良指出，有國才有家，他相信當代大學
生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亦希望他們有一顆愛
國的心。他續指，香港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是多
方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在回歸時沒有處理好的
方面，例如教育方面，許多香港的青年缺乏對
國家歷史的了解，中國是怎樣發展變化的？香
港在其中又發揮着怎樣的作用？港澳政協委員
要肩負起歷史重任，以身作則，不斷把國家的
發展變化、時事政策甚至有趣的生活點滴都說
給年輕人聽。

詹洪良久居香港，直到80年代才第一次回到內地，當
時80年代香港正蓬勃發展，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內
地則剛剛開始改革開放，被問及他為何選擇在當時回內
地投資建廠，他直言，哥哥79年就回到內地發展，了解
到當時生活水平相對落後，便希望能夠回去做一些實
事，幫助家鄉發展，同時，也可以解決當時香港勞動力
短缺且成本高的問題。
三十多年前已踏足內地做生意的他，一直以來也見證着

內地的巨大發展變化。每當提及家鄉的發展變化，詹洪良
絲毫不吝嗇讚美之詞，他說：「我老家在浙江台州，以前
做生意時從杭州趕回老家要坐16個小時的車，耗時長，路
也不好走。到了2000年以後回家就變得很方便了，現在高
鐵3個多小時就可以直達台州。」相較之下，1996年去孟
加拉建工廠，至今也已有將近20年，其發展變化卻遠不如
中國內地。一方面，從工資水平來看，1987年到東莞建工
廠時，工人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塊，生活水平也較低，到現
在歷經三十多年的時間，工資翻了將近十倍，已可以達到
四五千左右。但同樣在孟加拉國建廠後，這幾十年間工資

水平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還是維持在人均100美金不
到，約合港幣六七百塊一個月。「可以感受到，四十年來
的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生活
的質素，感受到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從一開始在家
鄉建立工廠，現也涉及如地產、酒店、商場等服務行業，
詹洪良表示，當初回到家鄉投資是正確的抉擇，看到美麗
的浙江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發展得如此迅速，無論是對家
鄉還是對自己都是一個共贏的局面。
提及當下新的發展機遇，他表示，香港本身具有很多優
勢，如法律，金融等多方面都具有完備的體系，又有很多知
名高校可以帶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但許多科研計劃都被去年
的政治活動所影響，他希望，老師、同學能夠放下歧見，大
學可以專注於科研，但不能閉門造車。「中央為我們創造了
很好的條件，隨着交通網絡的打通，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
間可以便捷的互通往來，很多機遇也在其中萌生。」他寄語
年輕人，未來應多了解大灣區每個城市的發展定位，為美好
的未來多做一些切實可行的事情，借鑒4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
功經驗，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才能提高生活幸福指數。

新 的 歷 史 機 遇
從 改 革 開 放 到 大 灣 區 建 設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聯會常務副會長詹洪良近日就當前香港面臨

的嚴峻挑戰，以及早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各級政協委

員要堅持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發揮港澳政協委員雙重作

用，助力香港恢復秩序」為話題，表達了他對改革開放42年來的歷

史見證及對香港未來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期望，並暢談了

個人對香港青年工作的支持和齊心抗疫的決心。

■2019年12月13日，詹洪良參與浙聯會義工團四周年韶關行。■2020年1月4日，詹洪良出席浙聯會傑出義工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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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洪良於 2009年帶領香港大專學生到浙江考察交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兼義工團團長詹洪良。

疫情當下萬眾一心
傳媒說好中國故事詹洪良：

■詹洪良於2019年參加「守護香港」大集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