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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季。送走毕业生，又迎来“新高三”生，校
长刘亚春的身影不住地在校园里穿梭。

14年过去了，新的北川学校昂然挺立，琅琅书声每天
从全新的校舍传出。在刘亚春看来，学校已经迎来了14年
前所期望的光明的未来。

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中学受灾严重，刘亚春迅速带领
幸存的师生分批次转移到绵阳市。

那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大家情绪都不稳定，要尽快找
到一个安置点尽快复课。

就在刘亚春一筹莫展之际，长虹集团给予大力支持，帮
助建设了北川中学临时安置点，临时学校就在这里开课。

在长虹集团的牵线下，两位香港爱国人士杨宇杰、李剑
荣开始了对北川中学师生的资助，至今仍在持续，被师生们
亲切地称呼为“杨先生”和“李伯伯”。

杨宇杰早年参加反英运动，虽遭英当局迫害，但拳拳爱
国之心丝毫不减。香港回归后，他成为一名爱国商人，现任
香港社会企业研究院名誉副院长。李剑荣是香港金文泰中
学的校友，在他的奔走推动下，香港金文泰中学和圣保禄学
校都与北川中学结为姊妹学校。

“在2009年至2021年的13年里，两位爱国人士共资助
学生200人次、教师百余人次到香港游学。促进川港两地
文化交流，也为香港学生深植爱国主义情怀提供了坚实的

桥梁。”刘亚春告诉记者。
合作之初，当对方问道，学校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刘亚春沉吟片刻说，“我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在山沟里长大的，没看过海。”
于是，从2009年开始，北川中学的师生们到香港看海、游学成为常态。
任小雨曾是北川中学的一名学生。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她自小就腼腆自卑，很

少与同学们交流，学习成绩也一般。年逾古稀的李剑荣决定到任小雨家里去看看。
北川中学原教工处主任陈宇陪同“李伯伯”前往。“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

‘关内’，是老北川城里最偏僻的山坳。路上不时有落石，李伯伯紧张得手一直扒
着车门。”当年的场景仿佛还在陈宇眼前，她给记者讲述时，还捏着一把汗。

这趟家访，让“李伯伯”帮助孩子们的决心更大了。十多年来，他在每个暑假
带着无数个“任小雨”们往返川港两地，让师生们感受香港的广阔天地，新的教育
理念和学习方法，而“杨先生”则承担孩子们落地香港后的一切安排和费用。在
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任小雨越来越开朗自信了，2019年，她顺利考上大学。

交流是双向的。这些年，香港金文泰中学和圣保禄学校也前来北川进行交
流，感受四川的“麻辣”生活。

“香港的孩子到内地来进行交流，进课堂、参加我们的升旗仪式，参观地震博
物馆，感受羌族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变化。”陈宇说，孩子们感受到祖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多难兴邦的要义，深受感动，眼含泪水。

有两个小细节，她一直不能忘记：一开始，香港的孩子喜欢砂糖橘但不敢吃，
因为在香港时，有人说从内地来的橘子甜是因往橘子里注射了糖分，当在四川实
地观察了砂糖橘的成长过程后，他们恍然大悟，这种橘子生来就是甜的；在“麻
辣”四川，第一次吃到美味的辣条，让孩子们念念不忘。

“下次去香港，想要我给你们带什么礼物？”
“辣条！”
孩子们的回答惹得陈宇哈哈大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两年川港两地学子交流按下了暂停键，但十多年间

建立起来的牢固情谊有增无减。“我们坚信，川港两地的血脉亲情不会随时间
的流逝而淡去，只会因宗源的承袭而更加浓烈。”刘亚春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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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建福宫花园内，延春阁
一层，巨幅的“建福榜”静静矗立
在此。

2016年年底，故宫博物院设立
“建福榜”，用来铭记和表彰为故宫博
物院事业发展慷慨捐资的优秀企业和
有识之士。至今，单霁翔仍清楚地记
得当时榜上的每一个机构和个人，

“第一批捐资者中，大多数来自香港
特别行政区”。

“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虽然相隔千
里，但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曾
经的“故宫看门人”单霁翔介绍，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领
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流失
的文物。1951年，周恩来总理特意
指示国家文物局组织特派专家组赴香
港，成功买下了王献之的《中秋帖》
和王珣的《伯远帖》两幅著名的书法
作品，“这两幅作品至今都是故宫博
物院书画藏品中重要的珍品。”

“事实上，很多故宫博物院的文
物藏品都有着香港的烙印。”单霁翔
告诉记者，就在2019年，香港特区

政府还将一批渔护署在早年打击走私
执法行动中缴获的珍贵木材，赠予故
宫博物院用于文物修复和古建筑维修
保护。

此外，还有许多香港人士将自己
的作品或藏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
院。例如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就是故
宫博物院的“故交”。2008年10月，
故宫博物院曾在神武门举办过“陶铸
古今——饶宗颐学术艺术展”。展览
结束后，饶宗颐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
赠了《瘦马图》等10件艺术作品。

“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发展，离不
开香港有识之士的公益支持。”多年
来，令单霁翔十分感佩的是，香港人
士热心公益事业，积极推动文化方面
的进步，在故宫古建筑修缮、文物藏
品保护、社会教育活动、珍贵文物回
归等各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提出建
议，提供切实的帮助。

单霁翔回忆，早在1999年，故
宫博物院启动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
程，香港企业家陈启宗先生创建的香
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建福宫花
园复建工程提供了全额经费的捐款。
2012年11月，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资金捐助的故宫中正殿复建工程
竣工，目前这组古建筑成为故宫研究
院藏传佛教研究所学术研究与收藏展

示的场所。
2015年，故宫博物院启动“养

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这是故宫古
建筑修缮保护工作的一个标志性项
目。单霁翔说，当时故宫博物院想通
过这一项目探索新的实施机制和传承
方式，为国内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做出
表率。但，修缮经费捉襟见肘。

就在这时，陈启宗先生了解到
养心殿维修保护的意义和困难后，
表示愿提供 1 亿元人民币资金，支
持“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中不
可移动文物的修复。“同时在养心殿
维修保护工程前的各项学术研究、
维修方案制定、保护人才培养、室
内文物修复、优质材料征集、规划
施工等前期准备工作的过程中，他
均投入精力予以关注，让我深受感
动。”单霁翔说。

2018年除夕夜，一档介绍国宝
的节目走上春晚舞台，时任故宫博物
院院长的单霁翔和主持人张国立，以
及全国政协常委、世茂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荣茂一起向世界展示了归国宝藏
《丝路山水地图》。在这幅长达30米
的绢本上，描绘的是东起嘉峪关、西
至麦加的万里丝路，记下的是千年丝
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说起这幅国宝的归国路，单霁翔

感慨万千。当时这幅画作的拥有者提出
2000万美元的转让价格。面对如此巨
款，故宫博物院多方筹措均未成功。就
在这时，一年前曾代表世茂集团给“故
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捐资
8000万元人民币的许荣茂先生又一次
慷慨解囊，出资2000万元美元将其收
购并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在古物市
场日益繁荣，鉴古收藏持续增温的今
天，许荣茂先生的行动，更显得弥足珍
贵。”单霁翔说。

“香港是一座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
关爱的城市。”单霁翔感叹。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即将与公众见面。见证
筹建过程的单霁翔坦言，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的建设，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发
展的一件大事，将有利于香港成为国际
文化都会的愿景，也有利于故宫博物院
走向国际、走向大众生活。“数字故
宫”更能让观众实现“身在宫外，心在
宫内”的感觉，在这里还能把故宫文化
创意产品带回家。青年学生更有机会参
与故宫知识课堂活动，学到更多传统文
化知识。“通过教育及推广活动，包括
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实习，以加强对历
史、文化和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入地了
解故宫文化，让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血脉
更加相融。”

让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血脉更加相融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年多时
间里，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也
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感受到了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防融合的迫
切性。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嘉华集团
副主席吕耀东就是其中一位。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吕
耀东就时刻关注抗疫形势。在香港
疫情严重时，内地医疗队支援香
港，医务人员携手战“疫”的精
神，令他深深感动。于是，在以多
种方式出资出力支持抗疫后，吕耀
东萌生了在科研方面为抗击新冠病
毒再出把力的想法。

不过，要战胜新冠病毒，科研
前线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研究程
度如何了？当时，远在香港的他并
不了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是我国医学界的权威研究机
构、教育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的各级专家，多次奔赴抗疫一
线。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教育基金会，吕耀东对国家
的抗疫科研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并
到北京考察。

说起当时的情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杨涛记忆清晰。吕耀东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
士，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
理事长吴沛新及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座谈。吕耀东的
认真和对祖国的关切，给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疫情防控期间，吕耀东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名义，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捐赠3350万港元，用于
支持抗击新冠肺炎医疗研发工作。

杨涛告诉记者，社会捐赠也是抗击疫情中的关键力
量。吕耀东捐赠的善款，主要用于包含临床数据库建立在
内的临床救治相关研究、新冠肺炎诊治产品研发和生物安
全保障体系研究。

大流行病的暴发，往往具有周期性。虽然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但对于病毒的研究仍在继续。吕耀
东的捐赠，为新冠科研注入了重要助力，也为更加深入了
解病毒、构建疫情抗击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与北
京，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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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尊敬——忆起和石家父子结识30
多年间的点滴，梁文炽反复说到这两个词，

“在他们心里，祖国和同胞比自己重要”。
40 多年的时间、捐赠 750 万册图书，香

港汉荣书局创办人石景宜，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汉荣书局董事总经理石汉基及其家族用
一缕书香，架起祖国内地与港台文化交流的
桥梁。

20 世 纪 50 年 代 ， 石 景 宜 从 广 州 到 香
港，从通菜街一个楼梯口的书摊开始，“汉
荣书局”逐渐发展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教科
书书局之一。1978 年，石景宜带着报效祖
国的赤子之心回到阔别 20 多年的故土广东
南海，看到书架上几乎看不到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精华、反映当代人文科技成果的书籍，
而无论男女老少，对知识的追求又是那么迫
切、饥渴，石景宜在痛惜、感慨之余，萌生
了一个念头，而这个决定也从此在他乃至后
代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其一生的事业：向
祖国赠书。

“石景宜先生毕生艰苦创业，赠书报国，
成就斐然，深受各界景仰。”已过杖国之年的
梁文炽曾任广东省佛山市图书馆副馆长，他回
忆，1978年，当时的汉荣书店在广州办了两
次“外国图书展”，展出1万多册海外书籍，
并在展览结束后都捐献给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和
广州科技交流中心。

从送出第一批书籍开始，石汉基跟随着父
亲赠书的脚步，从广州到北京，从大陆到台
湾。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作为第二代“文
化书使”的石汉基秉承父志，奉行“促进两岸
文化交流，致力建立书香社会”的宗旨，为弘
扬中华文化尽心竭力，父亲的“书使精神”在
他身上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赠书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了解情
况、选购、进书、包装、托运直至联系赠书、
交赠、介绍图书，无一不需付出艰辛繁重的劳

动。无论石景宜还是石汉基兄弟几人，对赠书都
十分郑重其事，几乎事必躬亲，不肯轻易假手他
人。在梁文炽脑海中，一个画面总是挥之不去：
在香港土瓜湾喧闹市区中的小书库，穿着文化衫
的石景宜被一堆堆高高摞起的书籍包围，标签
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图书馆的名字。1995 年，
梁文炽曾和石汉基同赴台湾买书，亲眼看到石汉
基兄弟几人从大厦7楼往下运书，“一趟一趟地
往返、一车一车地推，几乎没有休息，他们就那
么干了整整一天。”时至今日，梁文炽忆起那幅
画面依然感慨万千。

石景宜父子为赠书报国可以说是毫不吝
惜、一掷千金，“醉于书，乐于赠”的美名远播
中国各地，却一直没沾过丝毫半点的商业味
道。石家赚来的钱都变成了一批批运往祖国的
图书，但石景宜父子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
信条，那就是“赚钱，也绝不能赚内地的”。几
十年来，尽管他们不断赠书给国家，却从不在
内地卖书做生意。

如今，石家捐赠的图书已经遍布全国700多
个城市和区域、2000个地区图书馆、大学和科
研机构，共逾750余万册，总价值达数亿港元。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图书在海峡两岸早已引发巨
大文化能量，从中获取丰富知识营养的读者数不
胜数。

虽然石家已拥有颇具规模的汉荣书局有限公
司、导师出版社、导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三个大公
司，“汉荣书局”也跨进了香港五大书局的行列，但
是从石景宜到石汉基，简单朴实的日常生活一直
如故。

“再了不起的人，不也是睡半张床、吃两碗
饭？最多我的床硬一点，他的床软一点罢了。所
以我对我的生活很满足了，没有什么遗憾，只想
把书捐给有需要的人。”石景宜曾这样对梁文炽
表述初衷。

“把钱留给后人，不如让知识回报社会，造
福祖国。有国才有家，一个人再有钱，如果国家
不富强，无论走到哪里，他也会抬不起头来，被
人看不起！”石汉基这样对梁文炽说。

40 多年来，每年买一些合适的书捐到内
地，对石汉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石家人
还一直住在几十平方米的公寓里，不买大房子，
也不买私家车。对此，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赚到一点钱还是多为祖国做一点事咯。”

多为祖国做一点事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如果考试通过，就可以到广州读
书，不用交钱……”

21年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正在田里干农
活的韦少标收到了中学校长吴先用托
人捎来的消息。

原来，在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陈
开枝的牵线搭桥下，香港祈福集团针
对百色贫困地区开展教育扶贫活动。
录取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到广
州祈福新邨学校免费就读，则是帮扶
措施之一。

“听到消息，我立马就把手里的锄
头扔在地上，一路跑着去找吴老师。”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韦少标记忆如新。

百色市地处广西大石山区，因山
多地少，“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典
型深度贫困地区。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自小跟着奶奶生活的韦少标，是靠
着爱心资助读完的小学。

2001年，成绩向来优异、刚进入
初三的韦少标却突然退学了。“就算以
后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也不是我的家庭能承受的，自己就做
了决定。”那一年，韦少标只有15岁。

资助项目有了，但名额有限。为了
让孩子们抓住机会，县教育局专门派老
师开车把韦少标一行送到市区参加统

一考试。山路弯弯，近90公里的路程，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坐
轿车，因为晕车，一路都是吐过来的。”

所幸，晕车没有影响到考试，成绩
出来后，韦少标如愿重回课堂。在位于
广州市番禺区的祈福新邨学校，完成了
初三、高一、高二的学业。高三那年，他
返回同是祈福集团捐资创建的百色祈
福高中参加高考，以超出当年一本分数
线19分的成绩，考入广西大学。

因为自己的受助经历，大学期间，
他开始关注并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利
用课余时间参与爱心助学志愿活动，
联系爱心人士一对一资助了上百名贫
困学生；还和同学二人每人每月拿出
200元，持续三年资助一名小学生。

毕业后，韦少标从事的工作一直
没有脱离公益慈善领域。先是以志愿
者的身份继续参与公益组织，后来又
来到北京，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4 年 12 月 9 日，当得知彭磷
基、孟丽红夫妇要来百色参加活动，正
在贵州威宁驻点工作的韦少标坐了十
多个小时的火车，提前一天赶回百色。

见面时，韦少标特意准备了礼物
——两双由韦少标母亲制作的棉布
鞋。此外，他还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
信，向彭磷基、孟丽红夫妇汇报了自己
受助以来的成长经历。

“我是靠社会爱心的帮助一步步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我想把这份爱
的接力棒接过来，不断传递下去，帮助
更多的孩子。”韦少标在信中写道。

2015年3月，韦少标返回家乡百
色，在百色市教育基金会工作至今。如
今，他正继续践行着信中的那个承诺：
从爱心的受助者，变成爱心的传递者。

（注：彭磷基系第十、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孟丽红系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

传递爱的接力棒
见习记者 杨智嘉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回归祖国

2525周年周年

■ 祝福香港：

鉴往知来，北川中学师生不会忘记香港同胞的深情
厚谊。川港交流，更加深了四川北川与香港之间的姊妹
情谊，加强了两地文化的相通相融。我们坚信，在“一国
两制”的基本国策治理下，香港与北川的情谊会更加浓烈
深厚，香港的青年有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香港的明天会更加光明璀璨。

——四川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

■ 祝福香港：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的特
别时刻，我想送上深深的祝福：祝
香港明天越来越灿烂辉煌，也期待
香港和内地联结越来越紧密。

——广西百色市教育基金会工
作人员韦少标

■ 祝福香港：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设，
既可以使故宫博物院得以践行中华
文化传承的长远承诺，又可以提升
香港成为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
文化之都。祝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越办越好！祝福香港繁荣昌盛！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 祝福香港：

雨后彩虹艳紫荊，暖阳高照耀香江。
——广东佛山市图书馆原副馆长梁文炽

■ 祝福香港：

心手相牵，情重于山。香港与
内地的合作必将结出更多硕果。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
会秘书长杨涛

（上接1版）
讲话指出，要重视战略策略问

题。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
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
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
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领导干部
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
看问题、想问题。正确的战略需要正
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
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
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
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
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
细账。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
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

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
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
走样。

讲话指出，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本色。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
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
层的利益。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
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
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
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自我革命关键要有
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
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讲话指出，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这次全会决议，强调全党
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
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
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
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中全会提出的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
实。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
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把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全党
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
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
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上接2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

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前往广西美

术馆观看“同心协力写丹青——中国
美术馆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
作品广西展”。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书画室副主
任刘家强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全
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陈际瓦，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冯远、
范迪安、苏士澍、覃志刚、吴为山、徐
里、杨晓阳、唐勇力、许钦松、王林旭、
陈洪武，全国政协书画室成员牛克
成、骆芃芃、王珂、刘广出席会议并
参与讨论。

全国政协书画工作
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