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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香港

    9月 19日， 我坐在一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文艺联欢会的会场。活动结束，一
位男士步出会场时握在手里的一打小国旗

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为何要带走这么多
国旗呢？

后来，我辗转联系上这位男士。原来，他
是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香港同胞

关志华，曾先后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及 “白玉兰荣誉奖”。 专程来沪参加联欢会
后，他带着这些小国旗一起回到了香港！

现在，这打国旗就插在关志华家中的花
瓶里。 浅色的家居环境中，一束光正投射在

国旗上，那抹红，分外鲜艳。 他说，自己在香
港很少逛马路，不知道去哪里买国旗，时值

国庆，看见家里有了这抹红，心里觉得特别
温暖，特别踏实。

关志华是有国旗情愫的。 这几年，他的
窗台上一直插着一面国旗，旁边还有一面香

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时光流转，他忘了这两
面旗帜的来历，却从没想过移开它们。

关志华真的是有国旗情愫的。 联欢会
后，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五星红旗

是“九宫格”中当仁不让的“主角”。 这条微
信，红得夺目，红得灿烂，红得迷人。

对于祖国，对于国旗，关志华爱得深沉，

爱得没有保留。

关志华说，自己大学毕业后正赶上内地
改革开放，时常来内地出差。 2004年起，他

担任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
长，定居上海 12年。 30余年来，他亲眼看

到，春风拂遍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贡献。 2005年，

他在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立“巴斯夫
奖学金”，支持上海“智力助残”志愿服务项

目。 2015年退休后，他返回香港。然而，对于同样是祖
国未来主人公的残疾孩子们，他的爱，不曾停息。

2015年， 他出资成立 “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关志华爱心志愿者基金”，迄今已连续几年每年

奖励 15名助残志愿者。或许，正是这份拳拳之心，让窗
台上那饱经日晒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历久弥新。

在 2016年“‘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关志

华爱心志愿者基金’颁奖会”上，关志华曾这样说：“每
个人都是一盏灯，汇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整个社会。 ”

3年后的今天，这句话仍然打动人心。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

紫荆花下，前路虽曲折，心中有大是非，这些光汇
聚在一起，便能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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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保持定力风波一定会平息
梁振英就当前香港热点问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杨浦滨江 2.7公里崭新公共空间周六开放

昔日“锈带”滤旧景
今朝“绿带”绣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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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

区前任特首梁振英对香港局势十分

关注，几乎每天在社交媒体发声，呼

吁严惩暴徒，剔除教育界害群之马。

昨天在位于香港岛中环的前任特首

办公室，本报记者就当前香港情势的

一些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于乱港势力和一些无良媒体对所

谓警方“滥捕滥暴”的纠缠和责难，梁振英
明确表示：警察是执法的，任何执法机关

的工作肯定是不讨好的。但我们在处理有
关事情的时候要有战略定力，要很清楚我

们在做什么。现在香港社会的舆论基本上
由反对派媒体主导，所以我们更要慎防自

己掉进对方给我们设的心理陷阱，不要别

人一说什么我们就慌了乱了。
梁振英说，执法机关在过去三个多月

的主力就是警队，所以我们必须支持警队
的工作。比如说周末经常发生一些暴乱行

为，如果警队不出动，可能每一个地铁站都
会被砸了，那市民怎么出行？怎么上班？所

以老百姓心里面还是有数的。
谈到对当前局势发展的看法，梁振

英说，这个事情总要平息的，邪不能胜
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暴力示

威的人数是反复向下的，但我们要防范
突然出现大规模、影响更坏的暴力行为。

在止暴制乱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整个社会，特区政府、工商界，包括民众，

必须要有一个战略上的定力，要有信心，
不要自乱阵脚。

梁振英也谈到，现在社会上也有一

些呼声，比如年轻人对事业、前途感到迷
茫，对住房失去了希望，我们要把这些动

力转化为改变现状的力量。香港的土地、
住房问题都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困难，我
们要以改革的态度、改革的气魄，把这些

工作做好。

    最近几天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罕见

批评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对个别煽动暴

力、仇恨的教师迟迟不采取行动。近日
又有三所学校以安全为由计划国庆日

不升国旗。对此梁振英表示，教育是非
常重要的一环，而教育离不开意识形

态。我们在培养学生对个人、家庭、他
人、集体、国家认知的时候，应该有一套

标准。当然香港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情

况，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不做，要认

准方向一步一步去做。爱国教育在全世

界所有的民主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是
有的。梁振英提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应该

说是没有先例的，所以一些校长、教授、老
师不一定有经验去恰当处理。但是我们

不能姑息，不能被少数人骑劫我们的教
育。比如说在学校升国旗、唱国歌，不能

由于少数学生和少数家长反对我们就

不做。梁振英说，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个
别学校的校长，学生被警察拘捕了，他

第一时间蹦出来反对。按我的看法这就
是“护短”，到最后，这对校长本人也没

有好处，而学生只会变本加厉。最近就
发生了学生打砸校长办公室的事。

    近期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消息引发港人关注，香港
未来何去何从在一些香港人心中产生

不确定性。对此梁振英表示，“大湾区将
来怎么发展我们不要去猜，更积极的应

该是我们一起去做些什么。”梁振英为

此两年前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赞助
香港的中学生、大学生参加大湾区城市

“赏游计划”。当天去当天回来，和他们
周末去大屿山爬山一样，以此打破香港

学生心目中深圳及以北的城市很遥远
的传统概念。梁振英举了一个例子，香

港学生在参观广东的汽车厂时，面对巨

大的生产车间由衷发出“哇！”的赞叹，

由此对整个国家的看法也改变了。
说到香港的发展定位，梁振英表

示，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巩
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

心地位。比如航运中心，香港未来应该
对照伦敦，做“没有码头”的国际航运中

心，发展船舶买卖、租赁、融资、保险、注
册登记，以及法律服务等高附加值业

务。希望有一天香港的航运业与广东以

及全国其他港口形成配合关系，而不是
码头与码头之间的竞争关系。至于其他

城市有一天会不会取代香港，梁振英肯
定地说：我相信不会，香港是一个高度

开放、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这是香港
很独特的一点，也是历史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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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队好不好，

老百姓心里有数
    个别校长“护短”，

对自己没好处

    香港特殊地位
不可取代

    风从东方来。杨浦大桥以东 2.7公里滨江公共

空间（杨浦大桥至杨树浦发电厂，以下简称杨浦滨
江 2.7公里）9月 28日即将开放。昨天午后，探营其

间，江风习习，轻拂发梢但并不会调皮地吹乱发丝，

阳光明艳，洒在身上有暖意但并不刺眼。天高云淡，
正是一年中最适合漫步滨江的季节。

从 2017年贯通开放的杨浦大桥以西 2.8公里
杨浦滨江岸线，越过杨浦大桥，沿江堤越往东走，冷

峻的工业风和纵深的历史感愈发明显 （见图①），
“百年工业博览带”初试啼声。百年工业文明的交

响，在此奏响华彩乐章，为国庆而歌，为市民而颂。
在杨浦，一个沪上少见的工业遗址公园正展露雏

形，期待 9月 28日与人们的邂逅。

草长莺飞，本是形容春天。然而，杨浦滨江 2.7

公里的“颜值担当”———新建公共绿地中的各种彩
色花草，以及在空中不时掠过的江鸥，却让人情不

自禁联想到这个词。
蓝白色调的清新花草高低错落，有野趣而不杂

乱，有生机更兼养眼，特别是不时看到点缀其中的
一滩碧水清泉、两根工业风管道装饰，还有颇具设

计和施工难度的 18瓣“贝壳”圆拱形休息区，都让

人感觉这里既小清新，又很潮酷。
杨浦滨江 2.7公里拥有得天独厚的百年工业

遗迹资源，7万㎡历史建筑和数百件的工业遗存没
有湮灭于岁月沧桑，重新焕发生机。沿着金属楼梯

拾阶而上，走上杨树浦电厂曾经的输煤栈道，从位
于三楼的党建服务站“杨树浦驿站”凭栏临风，极目

远眺，杨浦大桥近在咫尺，两岸风光尽收眼底。
昔日以制造卡其布闻名的“卡其大王”十二棉

纺织厂原址，现在成为了以卡其布为灵感缪斯的卡

其公园（见图②）。卡其色的地面环保可渗水，构筑
成一个迷你的海绵环境；纺机成为孩童们的神奇魔

法棒，摇上几圈，便可制造快乐的喷泉；棉绳织成摇
晃的攀爬架，撒欢是这里的特权。

杨浦滨江并不单单偏爱孩童，年轻的自拍族、
银龄的健身族，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打卡地。就

说说这里的电站辅机厂吧，滨水岸线上的

高桩码头蜿蜒曲折，原地保留的工业桁架、

吊车等工业品依次排布，通过新建

连接栈道串联，拍照健身两相宜。
怎么样？2.7公里的杨浦滨江新

岸线，有没有让你有一种说走

就走的冲动？旅行不必太远，

快乐不必昂贵。杨浦滨

江，约吗？

本报记者 孙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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