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共庆祖国华诞
同创香港新篇

“同心·展新”纪律部队暨青少年
团体庆国庆73周年暨香港回归25周年
步操大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
之“港韵国风·璀璨中华”音乐会、

“回归BB电竞马拉松迎国庆”……近
些天来，香港社会各界组织的庆祝活动
精彩纷呈。

“为了喜迎国庆、喜迎党的二十
大，我们在9月26日举办了‘科技创
新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国庆讲座’。”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资讯
科技界庆祝国庆活动筹委主席黄锦辉
说，讲座是筹委每年迎国庆的经典传统
活动，已举办了20余年。

“自1996年筹委成立以后，我们每
年都会组织庆祝活动，一般上午召开讲
座，晚间举办晚宴。若没有疫情影响，
晚宴会有1000多人参加。”黄锦辉说，
今年虽只举办讲座，但特别邀请了香港
立法会议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
东担任主讲嘉宾，与业界朋友面对面交
流，超过40多名创科界代表出席，现
场互动热烈，每一份发言都很有分量。

“习近平主席今年‘七一’访港期间，
亲自视察香港科学园，勉励香港的科研
人员，充分体现中央对于香港创科发展
的高度重视，对业界而言犹如强心针。作
为科创界人士，我们希望借由国庆这一
节点，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发挥自身优
势和力量，努力推动创科发展，将香港发
展为国际创科中心。”黄锦辉说，这段时

间以来，不只是科创界，工程界、新闻界
等社会各界也在纷纷组织庆祝回归的活
动、讲座等。

“当前，香港正处在由乱到治走向
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我们希望通过活动
可以进一步增强业界人士和广大青年的
国家观念，增强他们对国家不断进步和
发展的认识和信心，充分发挥所长，
一起努力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黄锦辉说。

▶▶▶澳门：

同声歌祖国
齐心向未来

“我是中国人，新中国
成立了，我升起这面五星红
旗有什么不对！”当第十一
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濠江
中 学 校 长 尤 端 阳 再 次 以
1949年时任老校长杜岚的口
吻讲出这段话时，全场响起
热烈掌声！

9月 25日晚，《同声歌祖
国——澳门各界庆祝新
中国成立73周年暨
喜迎二十大文艺
晚会》 在永利
皇 宫 举 行 ，
澳门各界代
表 人 士 欢
聚 一 堂 ，
共同庆祝
新中国成
立 73 周
年，喜迎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召开。

开头的这一
幕，来自现场的多
媒体短剧《五星红旗》，
讲述的正是澳门濠江中学的
真实故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当时的澳门还未回归祖国
怀抱，但心系祖国的杜岚校长，做了一
个见证历史的重要决定——这一天澳
门也要准时升起五星红旗。为此，她特
意请人到祖国内地给五星红旗拍照，并
以照片为样板，连夜缝制。

“当年，澳葡政府知道此事后百般
刁难，杜岚老校长毫不退让，她冲破
阻力，带领濠江中学师生升起了澳门
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次文艺晚会以此
作为开篇，也是想告诉孩子们，幸福
生活得来不易，我们更要时刻怀揣对
国家坚定不移的爱。”全国政协委员、
澳门濠江中学副校长陈虹说，看着舞
台上尤校长和学生的身影，她不禁感
慨，“爱国情怀、爱国教育就是要这般
一代代薪火相传。”

陈虹介绍，文艺晚会共分为“当家
做主、屹立东方”“改革开放、气壮山
河”“伟大复兴、开创未来”三个篇
章。随着第一篇章徐徐展开，长征组歌
经典曲目《过雪山草地》、二重唱《藤
缠树》分别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

卓 绝 和 铁 汉 柔
情；多媒体短剧
《从 濠 江 到 黄
河》 则架设了
一条跨越时空之
桥，通过澳门青
年钢琴家与人民

音乐家冼星海的隔
空对话，向观众介绍

了冼星海创作 《黄河
大合唱》的初心情怀，展

现了从濠江到黄河，华夏子
孙不屈的风骨。
“他们之间的那段‘互动’特别感

人。冼星海问及澳门近况时，那位钢
琴家告诉他：澳门很好，已经回归祖
国了！那一刻，仿佛是历史时空的交
汇，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温
暖。”陈虹说，随后，闽粤澳三地青年
用闽南话、粤语和普通话一同唱出
《国家》。压轴四重唱歌曲《领航》，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
景史诗 《伟大征程》 的主题曲，旋律
激昂恢宏。最后，在全体演员和现场
观众齐声 《歌唱祖国》 中，晚会圆满
结束。

“这是非常动人的夜晚。这些天
来，我们都以这样兴奋的心情迎接国
庆，期待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期待内地
同胞来澳门游玩，期待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陈虹说。

▶▶▶华侨华人：
朗诵音乐会

为祖（籍）国打call

“这场朗诵质量高，简直是文化盛
宴……”“热泪盈眶，我爱中国！”“这个活
动办得真好！歌颂伟大的祖国！”……

在“亲情中华·诵读新时代”
朗诵音乐会的视频直播平台上，
互动评论时刻刷新，来自海内
外的观众纷纷为主题鲜明的节
目、形式多样的表演点赞，
他们表示，这场演出不仅给
海内外侨胞带来了一场视
听盛宴，也让他们强烈感
受到中华崛起所带来的感
动、自豪、信心和力量。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3
周年之际，由中国侨联主
办的“亲情中华·诵读新
时代”朗诵音乐会于北京
时间9月23日16:00通过人
民视频、新华社现场云等网

络平台向全球播出，在海内外
引起强烈反响。据统计，截至9

月24日9：00，网络观看量累计达
2395.6万人次。
本次朗诵音乐会以诗朗诵为主要形

式，融诗歌舞、声光电等艺术形式为一
体，主要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
革和建设中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和取得的伟
大成就，生动讲述10年来打动世界、激
荡人心的中国故事，激励侨界群众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在朗
诵会上致辞时表示，朗诵音乐会表达了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热爱新时代、歌颂
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感，引导广
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侨联文促会理事、俄中文化交流
协会(圣彼得堡)会长乔翔鹏说：“开篇的
《国歌颂》令我感到心怀激荡、热血沸腾，情
不自禁由心底深处涌起这句心声——‘赤
子爱您，我们的祖国，中华万岁!’”

“看完节目直播心潮澎湃。我看到了中
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又看到了祖国蒸蒸日
上新时代的发展。”法国法中经济文化教育
交流协会会长段莉生说，“尤其令我感动的
是诗歌《最美逆行者》，它歌颂了这样的一
群人，他们离开了亲爱的妻子、孩子、年迈
的父母，奔赴有着生命危险的抗疫最前线，
不顾个人安危地去挽救那些生死垂危的病
人……我要为他们歌唱，把他们的事迹通
过艺术传播到全球。中国侨联直播的这种
方式方法非常好，让全球的海外侨胞们看
到了祖（籍）国的繁荣与发展。”

演出过程中还通过视频形式从不同维
度展现新时期侨乡新变化、侨界新贡献、
侨联新作为，彰显了新时代广大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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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介绍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在港澳
的成功实践。日前，部分港澳委员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国两制”
是港澳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将始终造福香
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其百
姓，并为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不断坚
定自信、探索新路、打稳基础。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
席余国春表示，过去十年，香港能
够战胜各种风雨挑战，发展建设稳
步前行，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中国共产
党在“一国两制”下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课
题，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中央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实
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既
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也保持了香港的独特性和特有
优势，为继续繁荣创造良好环境。
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行得
通、办得到、得人心，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优越性，也是香港保持长期繁
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
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
个场合就新时期做好香港工作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战略和
全局高度对坚持“一国两制”、推
进祖国统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为香港发展指明
方向，擘画蓝图。

“此刻回顾过去十年中央推
动‘一国两制’实践的辉煌成就，
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就‘一国两
制’理论开辟新境界的重要论述，
香港社会定能在国家发展新的重
要历史节点上乘势扬帆再起航。”
吴良好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学习
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港澳篇，不仅
要深刻认识‘一国两制’实践的重
大成就，增强对‘一国两制’的制
度自信，做到长期坚持而不动摇，
还要全面准确把握并运用‘一国
两制’实践规律，把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最高原
则，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让

‘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
愈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粤港澳大
湾区的建设实施，以及中央果断
适度、切合实际地为香港特区拨
乱反正对症下药，是最让人印象
深刻的两件大事。”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施
维雄表示，一切措施均快速实现

了“一国”根基更加稳固、“两制”
局面更加坚定的成果。强化“一
国”，更利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发挥特区所长，共建共享更丰
硕成果；坚定“两制”，明确定义

“爱国爱港者治港”，有力协助香
港特区由乱及治，再走向由治及
兴。“香港经历的风波是场教训，
也让香港同胞更加坚信国家才是
香港最坚强的后盾。”施维雄说。

“澳门回归祖国23年，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澳门历史
上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
的时期，连澳门同胞自己也没想
到澳门会变得那么好。”全国政协
委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永远会
长贺定一感慨地说，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从战略和
全局高度就坚持“一国两制”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
做好港澳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港澳工作取得了历史性
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事实充分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保持‘一国两制’制度生
机与活力的基础，永远跟着党走
是保证澳门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的关键，坚决拥护和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是推动‘一国两制’在澳
门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重新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
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
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了
美好现实。”全国政协委员、澳门中
桥投资集团主席兼总裁孙恩光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
在港澳实践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体现在方方面面：十年前曾经是一
片空旷荒野的横琴岛变为高楼林
立的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
动力；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飞架
三地，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纽带……澳门经济
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入
世界前列，“一中心、一平台、一基
地”建设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成效初显。

“‘小而富’‘小而劲’‘小而
康’‘小而美’成为澳门的魅力名
片。澳门的繁荣稳定向世界证明
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生命
力。”孙恩光说，港澳同内地交流
合作领域全面拓展、机制不断完
善，港澳同胞创业建功的舞台越
来越宽广。未来，香港、澳门与祖
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将
加快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
阔征程。

“一国两制”是港澳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
本报记者 刘圆圆

侨领风采

共同关注

一次飞行千里的祭奠，一次跨越时空
的缅怀，一部特殊意义的纪录片，一枚生
命换来的勋章……日前，在88位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搭载中国
空军运-20专机回国之际，澳门中学生、
《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龙紫岚分享了
她自发拍摄的纪录片，讲述自己利用假期
跟随家人从澳门至沈阳、丹东，祭奠抗美
援朝烈士、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的故事。

关于抗美援朝的故事，龙紫岚知道不
少。从小，外婆就经常给她讲英雄的故
事。她知道，是这些英雄用生命捍卫了新
中国。每次她都听得特别入迷，也对这段
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她不断去探寻

更多的故事。当她从外婆口中得知在辽宁
沈阳有一座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了很
多英雄时，她萌发了想利用假期去沈阳祭
奠烈士、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的想法。

“沈阳现在很冷的，你不怕吗？”得知
龙紫岚的想法，妈妈提醒她。

“不怕呀，当年打仗的时候也是这么
冷的。”龙紫岚坚定地回答。

经过两天的准备，寒假的第三天，龙
紫岚和妈妈从澳门飞抵沈阳。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龙紫岚来到了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跨上高高的台阶，第一眼看到屹立在
中央的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苍松掩映
下，是一座座烈士墓碑，一眼望不到头，

每个墓碑旁边，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尽管龙紫岚从小就听抗美援朝的历史
故事，但此时站在这里，她还是被深深震
撼了。看到黄继光、邱少云等的墓碑，她
知道，墓碑之后，是一段段惨烈的战斗，
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对英雄的
敬仰之情无以表达，她只能给每个人献上
一朵花，并深深地鞠上一躬。

当时冬天的沈阳已经零下20多摄氏
度，虽然龙紫岚是第一次来到北方城市，
但她丝毫没感觉冷。陵园深处，一座环绕
的烈士英名墙上，刻着17万多烈士的名
字，她的心灵再次受到洗礼。她说，当时
自己在心里默念着这样一段话，希望以此

告慰先烈：“山河已无恙，英雄且安眠，吾
辈必自强，奋进中国梦。”

最让龙紫岚难忘的，是她在陵园中偶
遇的那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爷爷。

那天，她受邀去了老爷爷家。“你可知
Macao不是我真姓……”龙紫岚为爷爷唱
了这首歌，而爷爷给她讲述了当年参加长
津湖战役的故事。“我爱爷爷的勇敢，也会
以爷爷为榜样，爱我的祖国。”龙紫岚说。

有感于一位澳门小朋友对红色文化的热
爱，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老爷爷慷慨将自
己用生命换来的一枚勋章赠送给龙紫岚，并
勉励她，要向澳门的亲人、邻里和同学们传
播红色历史文化，传播爱国主义精神。

受这枚勋章的激励，更为了不负老人的
殷殷嘱托，回到澳门的龙紫岚，把她在沈阳、
丹东所见所闻讲述给身边的人，让更多澳门
同胞感受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心中深深
种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如今，老爷爷已经视力
很弱，看不见影像，但他听到纪录片中，龙紫
岚在传播抗美援朝精神的故事，深感欣慰。龙
紫岚说，她要以实际行动对抗美援朝志愿军
表达一位澳门中学生最真诚的致敬。

一位澳门中学生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致敬
本报记者 李寅峰

青春步履

作为旅居日本的华人，日本千
代田教育集团董事长、暨南大学日
本学院院长陈秀姐一直致力于深
耕教育领域，推动中日之间文化教
育的交流与往来。在她看来，要推
动“一带一路”步伐，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就应该在海外
华文教育处着手，当应教尽教。

一串数字展示了当前日本华
文教育的现状：据日本官方数据
显示，日本现有华侨华人近百万，
而日本全日制华文学校只有 5
所，相对于在日华侨华人适龄就
读儿童有5万人的规模，目前的
学校只能满足其中4%的需求。

“为此，我建议增加全日制华
文教育学校的数量，使华侨华人
的子女能进我们自己的学校，接
受华文教育，颁发国内认可的学

历证书。”陈秀姐说。她认为，随着
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中文走向国
际社会，国内高校走向海外，体现
了中国教育对自身教育实力的自
信，是中国大学展示国际形象的
象征。

“以暨南大学日本学院为例，
它成功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走
出去’，也给海外华侨华人子女教
育开辟了新的途径。建议相关部
门研究可行性方案，给予在境外
大学校区就读的华侨华人学生奖
学金、助学金等，以便继续支持中
国内地高校在海外稳步发展。”

在陈秀姐看来，为了让华侨
华人子女在以后的求学、就职和
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加深民
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可以适当放
宽对海外华侨华人就读中国大学
境外校区的国籍、学籍、住在国居
住年限等限制，拓展创新办学体
制。她建议教育部门和高校与各
地涉侨部门做好对接，了解具体
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录取外籍
学生数量、比例，让更多的华裔子
弟能够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成
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力量。

“国际中文和华文教育相辅
相成，我们殷切期待侨务、教育等
部门，整合教育资源，共创平台。
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也一如既往团
结各界侨胞，学以致用，善用华文
媒体等全球性网络渠道，把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
海。”陈秀姐说。

陈秀姐：海外华文教育当应教尽教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国庆节临近，港澳
同胞庆祝国庆氛围逐渐
浓烈：空中挂满了鲜艳
的国旗、区旗，建筑物
上张贴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3周年的巨
幅海报，电车也披上了

“中国红”穿梭在街头
巷尾，一片喜庆祥和；
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
（籍） 国，举办或参与
着线上和线下各类活
动，与当地各界朋友共
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周年，祝愿中国繁荣
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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