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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岁，正值
人生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这几位
出生于1997年的
香港青年，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一
起，在庆典中问
世 ， 在 爱 中 成
长，一起走过 25
年的精彩时光。

岁 月 如 歌 ，
点滴都是收获。
25岁的“回归宝
宝”长大了！

我
们

岁
啦

25岁的香港青年施仲乐从小就知
道，自己比家里其他的孩子多了一个别
称“回归宝宝”——因为他出生的
1997年金秋时节，正是香港回归祖国
庆典的钟声还在回响之时。“我很荣
幸，是回归后第一代中国香港人！”仲
乐说。

“回归宝宝”的身份，再加上爱国爱港
家庭的熏陶，让年轻的仲乐对内地有更深
的认识。他也愿意把自己从小到大赴内地
探亲、旅行和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分享
给香港的同龄人，以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了
解和融合。他说，这是使命。

仲乐清楚地记得，他五六岁时第一
次跟随家人去内地，去的是爷爷的老家
福建晋江。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爷爷
施老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赴香港，与狮
子山下成千上万的香江儿女一起辛勤打
拼，赤手空拳创出一番事业。虽然多次
听长辈们说起故乡，但回到福建，仲乐
开始还是有些失望，比起香港，这里落

后不少。但战胜失落的，是骨子里根深蒂
固的血脉亲情。“一想到这是爷爷小时候
生活过的地方，我会感觉很亲切。也很敬
佩爷爷的毅力。”这种亲切，让仲乐眼里
的老家，甚至整个内地都可爱起来。

而2008年去北京看奥运会，印象就
更为深刻了。那一年，刚过10岁的仲乐
第一次来到北京，跟随父母专程来看奥运
会。至今，仲乐依然能清晰地罗列出他看
过的每场比赛。“乒乓球、女排，都很精
彩。另外，我看了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的足
球决赛！而且现场看到了我的偶像梅西！”
作为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首都看到盛大
的奥运会，看到世界级的球星和赛事，这
让仲乐兴奋了很久。

2020年，结束在美国7年的留学生
活后，仲乐想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回到
内地找一份工作，尽快了解国家。这一
次，他选择了上海。他说，相比于祖籍地
福建、首都北京，上海带给他的印象，是
更为多元和包容。

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仲乐，时常行走
在上海的街头、弄堂，感受到最上海的生
活。他的邻居是一位 70 多岁的上海老
人，友善而亲和；同事、朋友来自全国不
同的省区，大家彼此之间都非常友好。

“我这个香港人，在上海与其他省的人没
什么差别。”仲乐笑着说，“上海的多元、
包容、时尚甚至远胜于香港。”

更让仲乐喜欢上海的是，这里年轻
人有很多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
论艺术、科技、金融，还是其他的行
业，上海都有很大的市场，青年人也有
足够的空间。

“这段经历说明，只要走出固有的圈
子，总会遇到惊喜。”仲乐说，眼下，粤
港澳大湾区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投身于
此，香港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一定不再局限
于某几个行业。“相信许多同龄人都可以
在大湾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机会，实现
人生梦想，也为家庭、国家作出贡献。”

当记者问仲乐，爱香港和爱国家分别
意味着什么，仲乐娓娓道来他出生前家族
遇到的一场往事。“回归前夕，香港社会
曾经出现过一阵移民潮。我爷爷对我爸爸
他们兄弟四人说，如果谁想移民，可以
走，但爷爷自己不会走。结果是，全家都
坚定地留下来，并积极融入国家的发
展。”仲乐自豪地说，“全家人对香港和国
家都有坚定的信心。”

如今，香港回归祖国25年了，仲乐
坦言，再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也一定会
如此选择。“香港和国家是不能分开的。
爱港，是爱自己；爱国，就是爱我们的
根。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才能，把握机会为
社会建立价值；更要爱惜我们的根，服务
香港、服务国家。我很有信心，香港和国
家的未来一定更美好。”

施仲乐：“回归宝宝”烙印一生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拨通电话时，王心怡正在深圳的酒
店隔离。25岁的她刚刚从美国康奈尔
大学研究生毕业。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是她6年前出发前和父亲达成的一致。
9月，她将入职香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

其实，在王心怡心里，深圳和香港
都是家。甚至，由于父亲在深圳创办企
业，她在深圳读书，她对深圳的了解更
多于香港。“小时候我家在罗湖区，那
时那里已经算是深圳最为繁荣的区域
了。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深圳的
经济重心也一路西移，我们的家也先后
搬到了福田、南山，而以前极为偏远的
宝安，后来又成为深圳新的经济中心。
可见，伴随我成长，深圳这个经济特区
也在飞速地发展着。”

“记得2019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得
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出
台，深圳与香港、澳门、广州一起成为
了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王心
怡说，虽然远隔重洋，但也着实让她兴
奋了好一段时间。“当时了解得不是很
细致，但可以想象的是港澳与内地的连
接更紧密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也将
为湾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而此前通车的广深港高铁，让王心怡

切实感受到深港距离在逐日拉近。“我上高
中时，经常往返于深港，那时无论坐火车
还是乘大巴，都需要1-2个小时。而新
通车的橙色高铁，从深圳福田到香港仅需
要14分钟！”王心怡说，交通的便利给两
地生活的居民带来最实际的变化，也助推
了更多的香港青年到深圳或者大湾区其他
城市工作生活。“不久之后，我将在香港
工作，父母在深圳生活，但十几分钟的交
通让双城之间没有疏离感。”

在美国读书6年间，王心怡结交了很
多国外朋友，让她津津乐道的是，自己有
更多的机会向大家推介中国。“比如我的
朋友美国费城的Mary，她对亚洲文化很
感兴趣，也曾到中国旅行。”她走访了很
多老弄堂，觉得上海既有传统的文化底
蕴，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

“用Mary自己的话说，上海比纽约看起
来更‘高大上’。”借着热度，王心怡不失
时机地向Mary推荐了深圳：“你知道美
国有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这些地方的
经济都非常发达，而我所生活过的深圳，
正是中国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城
市之一，这里比你到访的上海更加年轻，
更加有活力……”看到Mary充满期待的
表情，王心怡成就感十足。

生活在一座充满朝气的城市，就会爱

上这座城市。“我经常鼓励我的香港同学、
朋友来内地看看，这里的生活成本更低，
市场平台更大。很多香港的先进理念，可
以在深圳这样的内地城市落地开花。”

“我的一位同龄好友就在深圳成功创
业。”王心怡介绍，“去年12月底，朋友
在前海卓悦 intown 开了第一家 abit
coffee。因为她的咖啡产品非常符合年轻
人的审美，外包装好看又独特，味道也很
好，所以很多年轻人到店里打卡，店铺一
下火了起来。即便是今年3月份，深圳疫
情较为严重的时期，咖啡店的外卖订单仍
然有增无减。今年3月底，她在深圳科技
园开张了第二家咖啡外卖店。”

王心怡说，她的朋友对咖啡店的未来
信心满满，目前第三家中科纳能的店面正
在筹备中。“深圳的故事讲不完，这是一
座适合青年人奋斗的城市，随时以开放的
姿态等待着你。”王心怡说。

王心怡：为湾区代言的香港青年
本报记者 刘圆圆

2008 年，李明洋
11 岁 ， 热 爱 体 育 的
他，从香港到北京，一
路追随北京奥运会的步
伐。当五星红旗在赛场
升起，强烈的自豪感让
他热泪盈眶。

2022 年，李明洋
25岁，已在内地创业
国潮滑雪板品牌的他，
看着中国运动员穿上中
国品牌的运动装备奋战
赛场，融入奥运的快乐
让他使命倍增。

从“自豪”到“融
入”，港青李明洋“双奥”故事的开端，还得从他的童年讲起。

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李明洋出生在国外。香港回归祖国后，年
幼的李明洋回到香港上学。他从小热爱体育，足球、篮球、越野跑……
只要一下课，他就活跃在运动场。

2008年5月2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火炬接力首站在香港
举行。李明洋和无数香港同胞一样，早早来到街头等待。“那天的香港
非常热闹，能在家门口传递北京奥运会火炬，大家都感到无比兴奋。”

2008年夏天的北京，有李明洋最幸福而深刻的记忆。为了一睹赛
场上的风采，他来到北京观赛。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出色的表现，五星
红旗一次次升起，无不让他热血沸腾。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女子三
米板跳水比赛中，郭晶晶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世界冠军。

更让李明洋兴奋的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金牌运动员第一时间来
到香港，分享圆梦北京奥运的荣光和喜悦。那天晚上，香港大球场热闹
非凡。“没有买到现场演出票的市民，也远远地站着，就为了看看冠
军，那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人群中的李明洋同样心潮澎湃，期待看到
那些赛场上的传奇人物，比如偶像郭晶晶。

体育仿佛有着神奇的力量，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增进了香港同胞
对祖国的认同。这一点，是李明洋多年以后才认识到的。而他本人，对
祖国的认同则更多地得益于他每年暑假到内地的旅行，那几乎是他的必
修课。“我看到祖国的幅员辽阔，地域差异，也看到了更多机会和选
择。”正因如此，大学毕业后，李明洋选择了到内地创业，对体育的热
爱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机遇，让他瞄准了滑雪装备。

2021年，怀抱着打造国潮滑雪板第一品牌，同时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的梦想，李明洋创立的国潮滑雪板品牌落户北京。“如果说2008年见
证北京奥运会，我感到自豪的话，那么2022年冬奥会，我希望自己能
更多地参与和融入，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成为奥运的一分子。”李明洋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努力的。

在2022年冬奥会赛场上，出现了最让李明洋开心的两个画面。一
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取得了空前的优异成绩，香港也前所未有派出三名运
动员参加。二是由他的品牌赞助的中国运动员穿着中国制造的装备在北
京冬奥会闪亮登场。“滑雪装备是以运动科技为核心的，我开心不是因
为我的品牌赞助冬奥会出名了，而是在滑雪装备几乎被国外品牌一统天
下时，中国自主品牌能为中国运动员保驾护航。”李明洋说。

李明洋：“双奥”见证成长
纪娟丽

说到与香港共成长，怕是很少有人
像香港青年蔡博扬这么有发言权：“很
巧，我1997年 6月出生，刚好是在香
港回归祖国前的一个月。”

“从小家里人就告诉我，在我出生
的这一年，香港因为回归祖国受到了
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个面积小小的
地方也因此被全世界所认识。这让我
一直对自己中国香港人的身份充满了
自豪感。”操着一口“港普”，就职于
香港某鞋业公司的蔡博扬分享着自己
的故事。

“在香港长大是特别开心的，尤其
是小的时候。”蔡博扬笑道，“我们上学
时假期比较特别，除了中国传统的新
年、端午节以外，还会过西方的假期。”

出于好奇心，蔡博扬便开始留意了
解香港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在
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如何发挥了国家
对外交流窗口的作用。这个学习过程让
他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民族意
识。

因为祖籍在广东汕头，蔡博扬逢年
过节就会跟父亲回去探望爷爷奶奶。

“印象中第一次回汕头，大概是六七岁
时的一个春节。那时候就是探亲，没记
得汕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大学毕业后
再回去，发现汕头很好玩！公园又大又
多样，咖啡厅影院很多，手机支付、网
购让生活非常便利，感觉我们国家的发
展速度真是蛮快的。”

高中毕业后，蔡博扬只身出国深

造。在与国外朋友的交流中，蔡博扬总
是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

“有时候外国朋友问起你从哪里
来，若回答‘香港’，其实不是每个人
都知道香港是哪里。但你说‘中国香
港’，那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时，外
国同学很多会热情地告诉蔡博扬自己
吃过哪里的中国菜，蔡博扬则会告诉
他们，“我们国家有30多个不同的省
份，各地饮食文化差异很大。”他在潜
移默化中做了一名“中国文化宣传大
使”。

“他们很多人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发
展有多快。就拿一件小事来说，代驾业
务在美国就没有。其实西方很多城市建
设已经赶不上中国。”从蔡博扬的宣传
中，他的国外同学对中国内地和香港都
有了新的认识。

大学毕业回港发展，在蔡博扬看
来，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蔡博扬所在的

公司，是做鞋子生产销售业务的，在香
港和内地都有分公司。“我们也看到深
圳等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后可能会
投入大湾区的发展吧。”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与
特区同龄的他总感到自己有责任为香
港、为国家做一点事情。蔡博扬加入
了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在这里，除了
参加一些义工活动、为香港需要帮助
的人提供服务外，他还常去分享会听
讲座。“我们香港政青执委会上一届主
席谭镇国在卸任前的一次分享让我印
象很深刻。”蔡博扬告诉记者，“他鼓
励我们年轻人走出香港，到全国各地
学习，并把学习成果运用到自己的领
域里。”

蔡博扬非常认同，也一直如此践
行。他曾多次到上海、深圳等城市游
历，参加当地的青年活动。也把在内地
学习到的大数据知识，运用到自己现在
从事的传统生产销售行业中。

“爱国越坚定，香港越有为。”这句
话是蔡博扬的父亲常常跟他讲的，他也
将之作为自己的信念。“只要我们爱国
的心坚定了，中国发展好了，香港就一
定会更加繁荣，年轻人才可以在自己的
领域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蔡博扬：爱国越坚定 香港越有为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每年初春，香港青
年许嘉辉都在期盼一件
事：跟随父亲回到家乡
莆田，参加一年一度的
许阿琼奖学委员会活
动。当品学兼优的青少
年上台领奖时，他们眼
里的光，总会令他分外
难忘。

1997 年 5 月 20
日，许嘉辉出生于加拿
大，当年8月随着香港
回归祖国后返回香港定
居。“520”，常常被年
轻人赋予“我爱你”的

寓意。正如这个日期所代表的美好寓意一般，他在家庭爱的氛围中长
大，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父亲另一种“爱的教育”——家国情怀。父
亲经常和他强调要多认识祖国，热爱伟大的祖国，也要爱港、爱乡。回
到家乡做慈善，正是其中一课。

许嘉辉的祖父辈、父辈是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香港的。他们白手
起家，从基层打工开始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他们的勤奋、能吃
苦、懂得变通、敢于创新，常让作为晚辈的许嘉辉为之动容。

“他们在香港打拼事业，又回到家乡带头开设工厂、成立基金会、
创建学校。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对祖国内地，都在尽全力地参与建设。我
在他们身上学会了很多道理，他们都是我的偶像！”许嘉辉笑着说。

高中毕业后，许嘉辉赴美国求学，却在异国他乡愈发感受到祖国的
暖意。“我认识了特别多内地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增进了对祖国内地的
了解。学成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香港工作，我则跑去了北京实
习。”说到这儿，许嘉辉爽朗地笑了。

“我想起一件糗事。”他笑着解释道，“当时我在北京的商场买珍珠
奶茶，付钱时却没有支付宝，手里只有现金，感觉自己特别土。同时又
忍不住感慨，祖国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香港的邻居深圳，和我十几岁
时见到的模样相比，更是今非昔比、发展飞速！”

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回港工作的许嘉辉时常往返内地
和香港。他对大湾区的熟识度，更是在言谈间不经意地体现。

“香港以专业服务为主，深圳更多的是科技、人工智能等创新性工
作……”

“传统行业领域，东莞、惠州的企业会选择在香港做贸易中心或中
转站，将生产、销售、金融等整个供应链连接起来……”

“我也很看好北部都会区和前海的发展前景……”
在许嘉辉看来，大湾区让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连成一线，让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效转动，为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
时，香港也可以进一步发挥“中西合璧”的城市优势，在祖国内地和外
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中，积极扮演桥梁角色。

“我一直觉得国家对香港特别宠爱！”许嘉辉由衷地说，“尤其是对
香港青年，中央出台了8项惠港青年措施，无论是去内地工作、求学、
创业还是生活，都有很多的优惠举措，对我们非常照顾。”

许嘉辉认为，误解多源自不了解。“现在，借助香港政协青年联会
这一平台，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座桥梁，让香港青年更多了解大湾区，
增进和大湾区青年的交流，说不定还可以擦出火花。”加入香港政协青
年联会两年的许嘉辉说，“我是祖国小小的一分子，很幸运出生在这样
的年代，也很开心能和香港特区‘同龄’，可以一起成长、见证和参
与。希望未来，我可以帮助更多人，在创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多为祖
国作出贡献。祖国好，香港的未来也一定更好！”

许嘉辉：1997，520！
本报记者 徐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