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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西省寻乌县，在飞瀑流泉和深山鸟鸣的合

奏中，桠髻钵山在眼前渐次清晰、明朗起来。作为东

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分水岭，从桠髻钵山流出的清泉

溪水，汇入东江，奔腾向南。

一江水，连三地；赣粤港，一家亲。一泓东江水

静静流淌，润泽着“东方之珠”香港，也润泽着吴辉

体的履职之路。

“最不愿错过在江西视察的机会”

“我的家乡在福建晋江，晋江精神是流淌在每个

晋江人血液中的。”

谈及家乡，视频那头的吴辉体语气振奋起来，闪

动着神采的眼睛里，蕴藏着丰富的过往：生于福建晋

江，成长于香港，做过实业、投资金融等，称得上是

“时代的弄潮儿”。

当话题转回自身，吴辉体最先提起的，却是东江

水。“人们常说，饮水思源。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香港同胞饮用水是东江水，我当然也不例外。赣粤港

沿线上千万人在‘共饮一江水’中，情谊愈见深厚。”

只是与顺流而下的东江水不同，吴辉体选择的道

路却是逆流而上——“20 年前，我来到江西，这里

不沿海，不沿边。但是多年过去，我看着沪昆、赣

深、安九等高铁建成，南昌正从‘四面包围’变为

‘四面逢源’，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

从‘背靠背’变为‘手牵手’。”说起往事，吴辉体的

感慨远大于怀念。

除了见证城市建设的更新速度，吴辉体亦深刻感

受到发展环境的变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激发企

业家投资热情，用专业的服务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

忧，增强了企业家在赣投资和发展的信心”。

如果说滚滚东江水带来的是天然的亲近感，而

成为政协委员，则将吴辉体与赣南大地联系得更加

紧 密 。 十 几 年 前 ， 吴 辉 体 成 为 江 西 省 政 协 常 委 。

“不仅有了很多深入了解学习的机会，更多了建言

献 策 的 渠 道 和 平 台 ， 对 江 西 可 以 做 的 事 更 多 了 。”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但他显然已把自己当

作“新老表”。采访中，话里话外想的都是“能为

江西做点什么”。

“江西与香港，虽相隔山水，但情谊深厚。香港

是江西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江西企业上市的主要

资本市场。赣港两地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日益

紧密。”吴辉体说，这些年，他尽自己的力量发掘各

方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组织经贸洽谈、文化推介等

活动，积极为江西的招商引资穿针引线。

在省政协履职期间，吴辉体“最不愿意错过在江

西的视察活动”。用他的话说，“这是港澳委员履职的

一个重要平台，每年选择一个城市、选择一个主题，

大家一边走、一边看，每视察一次，就多一份了解，

感情也就增进了一分。同时，这也是我们了解省情的

重要渠道、重要窗口，通过参与视察，能掌握了解撰

写提案的第一手资料。”

到萍乡考察海绵城市，到鹰潭视察康养旅游，到

景德镇、抚州等地调研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吴辉体履

职的步伐走得坚实。正是通过这些视察、考察、调研

活动，他进一步见证了江西在产业合作、经贸往来、

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和口岸互联互通等方面具有与粤

港澳大湾区联动的优势。

“每一次返赣考察，我都感到这里的变化很大，

很快！”吴辉体说，“可以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经贸

活动平台，把握住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通过多层

次、多形式的‘走出去’‘引进来’招商对接机会，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投资项目

的签约和落地。未来还可以发展航空产业，如果规划

好、引导好，或许会培养出百亿甚至千亿的产业。”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股清泉，从赣南寻乌桠髻钵山翻山越岭，穿越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进入香港的千家万

户，奔腾近千里。这股清泉见证了香港的沧桑巨变，

也见证了从未变过的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水养育了人，而人在守护着水。

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吴辉体找到了为

民履职新的切入点——紧扣“团结”和“发展”，更

好地发挥“双重积极作用”。

“饮水思源，这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句空

话。而其中，政协委员发挥好双重积极作用的关键在

于凝聚共识。”吴辉体的态度真诚而务实：“现在大家

的诉求多元、思想文化多元、表达方式多元，凝聚共

识更像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如果船暂时没有

反应，那么很可能是水位积蓄还不够。”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说到这，吴辉体的

身体稍稍前倾，神色郑重，“去年全国两会，我提交

了 《围绕支持江西赣州打造国家级饮水思源·香港国

民教育基地》 的提案，包括我在内很多港区政协委员

都积极向香港市民宣传介绍国家最新政策措施，向香

港青年和市民讲解内地最新发展形势、发展战略、发

展态势，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助力香港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

“归属感是民心所向的钥匙。把香港青年团结起

来 ， 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 帮 助 他 们 树 立 对 自 己 未

来、对香港发展、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吴

辉体看来，如何在香港地区更有效地普及爱国主义

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理念是更重要且更迫切关注

的问题。

成为香港江西社团 （联谊） 总会 （以下简称“总

会”） 会长后，吴辉体做得最多的，是增强香港青少

年对祖国的认同、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

“背靠着江西这座巨大的历史文化、红色资源的

宝库，应该好好研究政协委员履职方式，发挥自己的

作用，让港澳同胞的心与祖国贴得更近。”对吴辉体

来说，路径已然清晰。

“每年 8 月，总会都会组织香港的青少年参观学

习，利用好江西红色资源开展红色之旅。去年，参加

‘闪闪红星·江西行’的香港青少年将读万卷书和行

万里路结合起来，‘打卡’了千年名楼滕王阁、南昌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庐

山、道教祖庭龙虎山等名胜古迹。”吴辉体说，总会

重点在创新港澳青少年赴内地交流的工作方式下功

夫，更多采取参与式、体验式、沉浸式等形式，增强

吸引力和实效性，让香港的青少年走进江西，既看山

水名胜和文化底蕴，更看江西的发展变化，感受祖国

的发展成就。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

程，至关重要，要有耐心，细水

长 流 ， 久 久 为 功 。 需 要 通 过 教

育、交流、文化、传播等多种方

式，让香港年轻一代了解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吴辉体说，充分了

解自己的国家，看到国家的巨大

成就，年轻人会慢慢改变片面的

看法。

以 此 作 为 履 职 支 点 ， 吴 辉 体

的每一件提案、每一个建议，都

站在香港和国家“双向奔赴”的

角度，以一腔拳拳之心践濯濯之

行 ， 将 思 考 交 汇 在 纸 上 笔 端——

支持在内地省市特别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持续完善香港青少年到内地

学 习 、 工 作 、 生 活 的 便 利 政 策 ，

不 断 增 强 他 们 的 获 得 感 、 归 属

感；港澳政协委员要勇于担当作

为，多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

作，当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

宣传员和促进者……

“期待东江水更清甜的未来”

时 间 如 水 ， 静 流 无 声 。 从 东

江向香江，一泓清水静静流过五

十余载岁月，流向更美好和谐的

明天。

“在香港回归祖国 27 周年庆典

时刻，总会与全港 28 个省级同乡

社团联合举办第二届同乡社团家乡

市集嘉年华，为香港市民献上一场

文化盛宴。”吴辉体说。

“市民们不仅能够品尝江西的南酸枣糕、正宗的江

西米粉、广昌白莲、井冈山红米乳等特产，还有舞蹈

《古韵青花》 和 《春日采茶》 等精彩表演能够领略江西

瓷器与茶文化的魅力。”吴辉体期待：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江西、认识江西、爱上江西。“这

也是为香港回归祖国 27 周年献上的一份心意，共同见

证香港与祖国的繁荣昌盛。”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

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个宏伟

蓝图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作为见证者、推动者和受益

者，吴辉体感慨良多。

两年来，吴辉体不仅为大湾区建设鼓与呼，也与国

家发展一直同频共振。随着履职的深入，吴辉体有了更

多新想法，履职的方向也更加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如

何建设、香港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今年是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吴辉体说，香港不仅要在产业、制度、专业服

务等环节助力国家对标国际最新标准、最高水平，也要

按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部署要求，发挥磁吸效应，拉动更多国际

资源和人才，提升国家对外开放水平，为国家高质量发

展贡献香港力量。

在吴辉体看来，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不

是简单的“各取所需”，而是促进香港和内地产业同步

升级的过程。在“融入”中壮大，在合作中共赢，可以

推动香港和内地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产业体系

和产业集群非一日之功，要有战略眼光、超前布局，充

分发挥教育、科技优势，打造人才高地。”

“总会将利用好平台与资源优势，发挥桥梁和纽带

的作用，找到双方合作的‘共振点’，把社团活动办到

最基层，把温暖送给最广泛群众，把联络面扩到更广，

把影响力放到更大。”吴辉体说，具体而言，包括助推

香港与内地互动协作，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组

织粤港澳青年开展科创、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活

动，让两地青年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发挥香

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改善香港基层民生，促进人心

回归。

采访中，吴辉体特别提到的一个重点是“人才”。

“鼓励港青在学业期间增加在内地学习交流的经验，同

时，鼓励更多内地学生到香港学习和工作，创造更好的

人才吸引和留存环境，包括建立国际化的社会和生活配

套设施。”

吴辉体说，东江水不仅有清澈的过去，更有清甜的

未来。

吴 辉 体 ：饮 水 思 源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京

采访中，吴辉体并不热衷于谈论自己，他

更愿意说的，是江西扩大开放、快速发展的变

化，是香港回归二十七载、硕果满枝的当下，

是港商入赣、开启合作的“黄金年代”，作为

亲历者的几多感触。

而 他 的 故 事 中 ， 源 起 江 西 之 南 ， 一 路

奔 腾 润 泽 香 港 的 东 江 水 ， 更 像 是 一 个 载

体 ， 见 证 着 香 港 同 胞 心 系 内 地 、 回 报 祖 国 的

温 暖 情 怀 。 今 年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正 式 公 布 满 5 周 年 。 今 日 的 大 湾 区 高 铁

飞 驰 、 大 桥 飞 架 ， 置 身 其 中 ， 能 感 受 到 人

流 、 物 流 交 织 ， 经 济 民 生 活 动 日 益 紧 密 ， 也

能 实 实 在 在 地 看 到 大 湾 区 的 人 文 情 怀 和 温 暖

底 色 。

一脉东江水奔腾向未来。越来越多如吴辉体

一般的委员带着对大湾区变化的感受和发展的思

考，为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

机制“软联通”持续建言，也让奋

楫 扬 帆 的 大 湾 区

“ 心 联 通 ”日 益

紧密。

一脉东江水奔腾向未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京

吴辉体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江西社团 （联谊） 总会会

长。

“‘水保’是个苦行当！”这

是水利界的共识。

2006 年 ， 申 震 洲 硕 士 毕 业 后

加入水利部黄河委员会黄河水利

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以

下简称黄科院水保所）。他们的工

作常年和黄土、泥沙打交道，研

究需要的数据来自风餐露宿的实

地 考 察 和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的 现 场

测量。

“十 几 年 来 ， 我 跟 随 大 团 队 、

老专家几乎跑遍了黄土高原的沟沟

壑壑，常年与荒山野岭为伴，记下

了一本本厚厚的查勘日志。”说到

这些，申震洲满脸自豪。

为 了 获 取 一 手 资 料 ， 申 震 洲

和团队每年都会到黄土高原实地

考察。冬天，为了观测冻融侵蚀

和风力侵蚀，他们经常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收集土壤剥蚀量

等试验数据，凛冽的寒风吹到脸

上如同刀割一样，试验完成后手

脚 经 常 被 冻 得 肿 胀 开 裂 ； 夏 天 ，

为了观测植被的蒸腾作用，他们

又要冒着高原上四五十摄氏度的

极端高温和强紫外线收集试验数

据 。 更 有 甚 者 ，“ 有 时 候 一 天 下

来，出汗出得人能瘦几斤，晒得

人能黑几层。”申震洲说。

向砒砂岩宣战

2015 年 4 月的一天，申震洲去

理发店剃了光头。新婚的妻子以为

他做学问做傻了，质问道：“怎么

把自己搞成这样？！”他说：“明天

起，我就要常驻二老虎沟了，那边

没有地方理发，剃光了方便。”

二 老 虎 沟 在 哪 儿 ？ 为 什 么

常驻？

二老虎沟是申震洲所在的研究

团队选定的示范基地，位于内蒙古

准格尔旗暖水乡。之所以在那里常

驻，是为了应用团队研发的最新技

术治理砒砂岩，实测效果。

砒 砂 岩 是 一 种 材 质 特 殊 的 石

头，由砂岩、砂页岩、泥质砂岩组

成，无水坚如磐石，遇水烂如稀

泥，林草难以生长，被国内外专家

称为“地球生态癌症”，治理难度

极高。砒砂岩区虽然仅占黄河流域

面积的 2%左右，但每年向黄河输

入的粗泥沙达 1 亿吨左右，占黄河

下游河道每年平均淤积量的 25%，

成为黄河安全的“首害”。申震洲

所在的研究团队就是要对它发起

“总攻”。

理发后的第二天，申震洲便开

始 了 长 达 5 个 月 的 “ 驻 沟 生 活 ”。

在二老虎沟，他带领项目组成员完

成地貌调研、小区规划、植被种

植、淤地坝建设、数据收集等大量

工作。

每年雷打不动在二老虎沟驻扎

几个月，申震洲把绿色希望播撒在

砒砂岩区的每个角落。现在的二老

虎沟，不再仅仅是圪秋沟小流域的

一个支沟，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方圆

1.06 平方千米的砒砂岩典型区。经

过研究团队和当地政府近 10 年的

共同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步步

有看点、处处是玄机的砒砂岩治理

技术综合展台。

履职与科研“一路生花”

2022 年 ， 申 震 洲 成 为 金 水 区

政协委员后，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他根据金水区的重点规划和发展方

向，抓住平时工作中黄河与金水区

沿黄村庄的发展特点，积极梳理总结

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向有关部门

提交了 《关于培育沿黄乡村文旅产

业，支撑乡村振兴建设的提案》，建

议根据规划支持沿黄街道乡镇“农文

旅”为一体的项目建设，制定出台沿

黄生态建设项目奖补政策，培育黄河

特色文化旅游品牌，为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把黄河真正打造成一条“幸福

河”。

近年来，河南省提出把郑州建设

为国家创新高地，打造全国重要人才

中心，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这些都需要广泛汇聚优

秀人才和一流创新团队。因此，申震

洲向有关部门提出了 《关于实施常态

化招才引智留才专项行动的建议》，

让高层次人才有更广阔的发挥天地，

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样板区提供智力支撑。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使 命 ， 还 促 使 申

震洲持续不断推动科普工作。他除

了邀请金水区政协委员走进黄河博

物馆、“模型黄河”试验基地参观学

习，每周坚持向区政协委员推送黄

河治理历史等有关知识外，还多次

参与录制了媒体制作的自然灾害防

治节目，他的专业知识和深入浅出

的 讲 解 方 式 受 到 了 观 众 的 广 泛 好

评。此外，申震洲还结合新时代国

家对科普工作的要求，向有关部门

提出了 《抓住科普大好机会，提高

全社会科学素养》 的提案，建议进

一 步 调 动 各 级 科 协 及 学 会 的 积 极

性，主动参与开放日、科技周、“科

普大篷车”等常态化科普活动，推

进科普的国际交流与智库合作。

这些提案和建议，在有关部门共

同努力下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为金

水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这些年，在科研上，申震洲将他

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在 《地理学

报》 英文版、《水利学报》 等国内外

报刊发表 160 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 30 余项，编写了 10 余部专著，参

与编写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等各类

规划报告 60 余部，多项成果被列入

中国水利成熟实用技术并进行了广泛

推广。

因为履职积极有成效，申震洲连

年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今后我将

在科研的海洋中继续乘风破浪，在政

协的大道上阔步前行，以实际行动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 家 战 略 落 地 生 根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申震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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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震洲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政协

常委，水利部黄河委员会黄河

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

申震洲（中）在砒砂岩地区进行降雨数据采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吴辉体参加“家乡市集”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