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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國家邁向富強 重建民族自信 實現偉大復興

新中國的成立，一掃中華民族近百

年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陰霾，

一步一腳印走出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回顧近百年的

屈辱史，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

會長吳秋北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慨嘆，百年前，國家積貧積弱，軍

閥紛爭，外敵環伺，有迷失的人選擇

了違背和出賣國家利益；而中國共產

黨建黨後，帶領國人推翻壓在人民頭

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隨着國

家開啟邁向富強的征程，國人正重建

民族自信，終將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浩賢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水荒是香港老一輩
人難以磨滅的記憶，當時百年一遇的大
旱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和工業運作。為解
燃眉之急，時任工聯會會長陳耀材聯同
香港中華總商會向廣東省政府發出求援
信號，廣東省立即施予援手，並將情況
上報中央。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聲
令下，中央撥出專款人民幣 3,800 萬
元，開啟了這項跨流域引水的東深供水
工程。

1965年2月27日，慶祝東江──深圳
供水工程落成大會在塘頭廈舉行。吳秋
北近日在專訪中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
陳耀材當日參與落成儀式的合照，感歎
港人今日擰開水龍頭就有的自來水得來
不易，要將淡水從內地引到香港必須跨
越高山、逆流而上。
「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的工程

談何容易？吳秋北說，當時內地的經濟
環境也很困難，調動大量人力會影響他

們自己的生產工作，加上機械不足，很
多工序只能憑工人手挖肩扛，東深供水
工程最終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
實在有賴眾多人員的無私付出，令人深
深體會到內地對香港同胞的關顧。
憶苦思甜，飲水思源。他說，上世紀

六十代香港的缺水情況嚴重至每4天才
供水一次，很多家庭為節省用水不敢洗
澡，最多也只會用一小碗清水加醋擦
身，而流水停歇亦令建築、漂染、飲食

等行業停工減產，嚴重打擊工人生計以
至香港經濟。隨着東江之水越山來，香
港才從此結束了長期缺水的歷史。
昔日景象今日再難想像，但東江水仍

然滋潤着700多萬港人的生活，從未間
斷地支持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吳秋北
希望青年銘記「飲水不忘掘井人」，珍
惜和保護好國家的水資源，並了解昔日
各人為了爭取東江水供港所付出的巨大
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3800萬元援港水荒 東江之水越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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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的起點始於一百年
前，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專訪中
表示，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海員大
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都是伴隨中國
共產黨的發展而產生，透過工運
對抗外國侵略和華人勞工被剝削
的屈辱，充滿着強烈的愛國和民
族色彩。
1922年香港發生的海員大罷工

持續了56天，吳秋北指當時香港
的英資公司嚴重剝削華人海員，
他們的薪酬僅得洋人海員的五分
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這種不平等
的待遇令人聯想起國家被欺侮、
國人被欺負的慘況。雖然香港當
時的工運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面
對港英政府的高壓管治，該次罷
工獲得強烈反響，而1925年的省
港大罷工更帶起全國反抗外國在
華勢力的運動，當時香港的工會
響應全國總工會的號召，決議罷
工，以捍衛民族尊嚴和反對帝國
主義侵略。
他認為，這兩次罷工反映香港

工運的起點很高，中國共產黨一
百年來的發展與香港每個時期的
工運也息息相關，香港的工會除
了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參與了兩次
震驚世界的罷工，還參與了三四
十年代的抗日及營救滯港文化人
士的行動。香港的工人階級亦始
終旗幟鮮明地支持新中國建設、
支持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
工聯會由一代又一代愛國工人

組成，吳秋北說，成立工聯會的
工會都曾參與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所以愛國的基因和傳統貫穿着整個工聯會
的發展，而香港的工人階級亦會繼續秉承
這種愛國愛民族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浩賢

無論是2014年香港的「佔中」還是2019年
的黑暴，人們見到，有人搖着龍獅旗為

昔日的港英殖民統治吶喊，一些年輕港人甚至
對自己的民族血脈產生疑惑。吳秋北表示，部
分媒體以及西方國家在港培植的勢力，長期將
國家的體制和執政黨妖魔化，導致回歸後出生
的新一代未能真正了解內地和中國共產黨，這
種不了解並非一兩代人的事，而是要追溯到晚
清時期西方列強極力磨滅國人的民族自尊。

崇洋媚外因缺乏民族自信認知
崇洋媚外的心態源於缺乏對自己民族的自
信和認知。吳秋北指出，西方國家為實現自
身現代化崛起，約500年前於世界各地開展
殖民掠奪，中國最後也成為了被侵略的目
標，縱然這段艱苦的時間不長，卻深深震
撼人民的心靈，「數千年來我們一直以為
自己是天朝大國，直至被列強侵略才
察覺國家的落後，這不止事關領土和
國家利益，亦深深打擊我們的民族自
尊和精神，一些喪失民族自尊心的人
成為出賣國家的漢奸。」
而中國共產黨人有抵抗外敵的腰
骨，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
致力尋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國
家獻身，為人民服務。」這是吳秋北對
中國共產黨人的整體印象。
他提到，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剛佔領香
港時，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致
力營救被日軍四處搜捕的滯港文化人士，過程
艱巨亦伴隨很多犧牲。他深信這種為國獻身的
精神，一代一代傳承至今，「最令人深刻的是
疫情期間，內地媒體報道黨員往往都走在抗
疫最前線，哪裏有困難，黨員都會先站出
來。」

港人須正確認識被外敵侵略歷史
港人對新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普遍
認識不深，道聽途說多於親身感受。吳秋北
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帶領國家擺脫西方國家
的殖民掠奪，而西方敵對勢力為了其不可告人
的目的，不斷抹黑和醜化中國，致使一些不了
解中國歷史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對國家和民族的
信心。港人必須正確認識近代中國被列強侵略
的歷史，才能正確看待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發
展。他相信，在共產黨帶領下，國家將愈趨富
強，中國人會重新建立民族的自尊自信，徹底
擺脫過去的落後和屈辱。
他坦言，國家能發展至今實在不易，而共產

黨的領導最為關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年，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
奮鬥目標；接下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要於
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也即2049年，成為
世上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令中華民族始終
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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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深供水工程旁邊的山坡展示着「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的字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拍

哪裏有困難
黨員都會先站出來

▶工聯
會 前 會
長陳耀材
（最前排
右四）當
年曾參與

東深供水工程
落成大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翻拍

●●吳秋北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吳秋北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隨着國家開隨着國家開
啟邁向富強的征程啟邁向富強的征程，，中國人必定能重建民族自信中國人必定能重建民族自信，，
擺脫過去的落後和屈辱擺脫過去的落後和屈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工聯會會徽上的星代表國家，星下
的山是太平山，徽章外圍的齒輪代表
工人，象徵祖國與香港緊緊相連，香
港的工運也與祖國發展息息相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工程師
學會（HKIE）將於本月12日至13日舉辦以
「工程闖未來」為主題的創科博覽，展品包
括全世界游泳最快的機械魚「SNAPP」，並
會展示建築技術，向公眾揭曉4個月內建
成、全球首家全部以「組裝合成」（MiC）
建築技術興建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的箇中奧秘。
創科博覽籌備委員會主席蔡少聰表示，是
次博覽會包含講座、展覽攤位、創科方案和
作品展，及HKIE工程師創業家比賽（The
HKIE Enginpreneurs Award）等活動，除邀
請逾30間大灣區創科企業，包括13間本地

企業參展外，亦有全港大中小學生的參賽作
品。由於疫情關係，博覽會將以網上虛擬平
台的方式向公眾開放，展期由本月12日至8
月31日，實體活動及講座將於本月12日及
13日舉行。

秒速2.18米 游畢50米
至於博覽會的重點展品，蔡少聰介紹香港

大學工程學院團隊發明的「SNAPP」機械魚
（The Search and Rescue robotic fish）。這
條魚曾以每秒2.18米的速度，游畢50米，創
機械魚游泳速度最快的世界紀錄，可謂是
「真飛魚」。團隊擬將機械魚用於海洋巡邏

及拯溺救援，也可執行監察水質等環保任
務。
醫管局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項

目亦有參展，該中心僅用4個月建成，設有6
座樓高兩層的病房大樓，共有816張隔離病
床，是全球首家全部以「組裝合成」
（MiC）建築技術興建的負壓隔離病房醫
院。此外啟德至彩虹隧道的巨型隧道鑽挖
機、3D針灸銅人等創意獎獲獎作品亦會展
出。
工程師學會會長源栢樑表示，學會希望透

過展會加強香港以至大灣區的工程及創科界
人士交流，創建人才庫，為年輕工程師提供

機會，實現他們的無限創意。
他說，現時人人都在談論創科，但在香港

實際投入創科的人，卻遠不及鄰近地區，反
映公眾認為創科之路難行，但其實政府和不
少初創支援機構均為有志創科的人士提供協
助，「工程師具備專業知識及解難能力，相
當適合進行創科活動，能協助推動業界蛻變
及社會發展。我們相信透過成功案例和經驗
分享，能有效提升工程人才
對創科的意欲及信心，提升
香港創科氛圍。」
有興趣觀賞有關博覽的人

士可掃描二維碼作登記。

「工程闖未來」月中舉辦 全球最快機械魚現身

●香港工程師學會將於本月12日至
13日舉辦以「工程闖未來」為主題的
創科博覽。左起：源栢樑、蔡少聰介
紹博覽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及南方日報對供
水工程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