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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廿载“莲”成一家
    今天， 是澳门回归 20周年的大庆之日，在

前去采访之前，就曾听人说过：“你知道吗？澳门
人特别爱国，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之前并

没有接触过澳门同胞，但此次采访让我深感此
言不虚，有几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 是澳门人非常愿意用普通话交流，

而且一代比一代说得好。 先是遇到了一位 70

岁的老先生，普通话不太标准，开口就一个劲

地致歉：“对不起，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我有点
被感动到了， 因为他努力说着普通话的样子，

满满都是对内地客人的尊重。后来又遇到了几
个澳门年轻人，有 80后、90后甚至 00后，他们

的普通话真是棒，有的甚至很难听出口音。 他
们说自己从小就认真学，没有人逼着，只是自

己觉得重要。

其次，是三观一致，以及情感上的高度共
鸣。 一位澳门企业家告诉我，在 2008年汶川地

震发生时， 他第二天就买了 500个收音机直奔
灾区救人，把偌大的生意丢在一旁，调动全公司

的员工四处收集救灾物资，最后还在灾区援建
了一所抗震学校。对于他当时的心情，去过汶川

地震灾区的我，感同身受。

还有，每当提起祖国，澳门人都会流露出发
自内心、无法掩饰的自豪感。回归前澳门人在国

外默默无闻，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澳门的存在，

但如今回到祖国的怀抱，澳门人不仅生活蒸蒸
日上，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当被问

起从何而来，几乎所有的澳门人都会骄傲地宣
示：“中国澳门”，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他

们多年来的心愿。

在几天的采访中，我深深感受到，澳门之所

以成为“一国两制”的践行典范，在于人心上的

回归。 澳门的社团、教育、媒体基本上都是由爱
国爱澳的人士创办，国家认同感与家国情怀教

育贯彻方方面面。澳门人也非常乐于了解内地、

对接内地，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但凡内地有
新鲜事物出现， 澳门人一定会第一时间踊跃尝

试；通过口岸到珠海买菜购物，几乎是大部分澳
门家庭的日常。 加上澳门许多人都是内地移民

以及后代，与内地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今天的澳门，社会稳定，高度繁荣。 数量庞

大且高效的社团组织、基金会，起到了关注弱势

群体、消弭不公的重要作用，成为了“稳定器”。

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特

别在当下有着重要的借鉴示范作用。

    “你知道吗，澳门的湿地虽小，但珍贵，黑脸琵鹭会到这

里越冬，在这里会发现特有且对生长环境要求相当高的‘澳
门凤尾藓’。”澳门生态环境保育协会会长杨镇宇自豪地说，

“我非常希望今后到澳门旅游的人，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生态
环境。”

作为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杨镇宇深感澳门回归给自己生
活带来的变化。“澳门回归时，我只有十五六岁，记得那一天澳

门市民举起国旗区旗，热烈欢迎驻澳部队进驻澳门，今天回忆

起来，真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感动。”杨镇宇说，“我 2004年
出国留学，那时澳门许多年轻人热衷到博彩业去工作。2002

年，特区政府开放博彩经营权，并引入竞争，博彩业得到飞速
发展。博彩业岗位不少，工资较高，没有学历要求，我身边很多

朋友或同学一窝蜂去面试，面试结果基本上是 100%通过。现
在遇到不少当年的同学，有些已离开博彩业，找到了新发展，

大家都觉得今天澳门的机会越来越多。”
杨镇宇透露，当他 2010年学成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

是到内地其他城市去看看，“那时内地的变化已非常大了，记
得上世纪 90年代，从澳门过关到珠海拱北坐公共交通到广州

至少要两个半小时，后来珠海站在拱北建成后，城市链接更为
方便，1小时到达广州南站，再换乘地铁到达各个区域。”

回到澳门后，杨镇宇和朋友创办了澳门耀华环境艺术工
程有限公司，并且成立了澳门生态环境保育协会。“现在到大

湾区去联系业务，不仅交通便捷，营商环境也更加便利。”
提起澳门生态环境保育协会的工作，杨镇宇最兴奋的就

是越来越多大湾区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起生态环境。
“像到我们澳门湿地过冬的黑脸琵鹭是被列入《中国濒危

动物丛书》内的水鸟，据国际组织统计，至 2000年底，全球仅
存 835只。”杨镇宇说，“我们期待的不仅是澳门，整个大湾区

都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生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能拥有同一
片‘青山绿水’。”

感动难以言喻
惟愿天更蓝水更清

杨镇宇

    12月 19日晚，德晋慈善会在内地捐助的九所德晋学校中，

来自湖南与河南的部分学生代表来到澳门，在以“濠江情 中国
心”为主题的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庆祝晚会上，与澳门当地的

学生们共同参加了汇演。“我们在云南、湖南和河南三地捐助了
九所德晋学校并每年回访，还积极为资助的内地学生提供培训

和前来澳门交流的机会。”德晋慈善会总干事蒋玥熹说。
澳门社会浓厚的人情味是蒋玥熹从事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我从小就立志奉献社会，为弱势
群体服务，为慈善不断出力。”蒋玥憙表示，从小时候微不足道、

力所能及到如今服务大局、不遗余力，自己初心不改，乐在其中。

“1999年我 15岁，《七子之歌》陪伴了我的中学时代，如今每
当这首歌响起，都能勾起当年的回忆。这 20年，‘一国两制’下的澳

门真的很美好，幸福感爆棚。”蒋玥憙说，澳门这 20年的发展有目
共睹，看经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大幅增长，看城市建设，有了

轻轨，便利了交通。更让蒋玥憙自豪的是，澳门人默默耕耘，辛勤付
出的优良传统一直在延续，参与慈善和社会服务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慈善会成立七年以来，一直关注不同群体的实际需

求，期望通过实际行动为社会服务献力。”蒋玥憙说，“不久前，我
们还和澳门职业治疗师公会一起进行了‘识别澳门书写障碍学

童之评估系统先导性研究’，期待用澳门学生的书写评估数据，
建立澳门特区识别书写障碍学童的评估系统。”

在青少年的国情教育上，澳门做得也十分成功和有效。“爱
国爱澳”成了社会的最广泛共识。今年举办的毛泽东大型图片展

以及近期举办的新中国体育成就展，澳门都有大量学生、团体和
个人前往参观。内地给澳门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这种机会是

双向的。首先，内地广阔的腹地和空间，为澳门的发展带来了机
遇，同时，澳门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中葡平台等，内地

可以借助于澳门的桥梁和平台实现自身的发展。
“通过澳门社团的平台，大湾区慈善事业能够在交流合作中

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让浓厚的人情味一代代传下去。”

    在澳门回归 20周年前夕，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

琴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对外运营。该中心与横琴政府部门合作，由横
琴免费提供 1500平方米服务场地，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营，

是澳门社团在内地开设的第一间综合服务中心，为居住在珠海横琴
的本地居民及澳门居民提供多元化及精细化的社会服务。街坊，这

一澳门充满人情味的城市风景，正逐渐走向大湾区。

“街坊就像内地的居委会。”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说，“其作
用覆盖了从托儿所、中小学、辅导中心到家庭服务中心、业主委员会、社

区服务中心，再到颐康中心、长者护理中心乃至善终服务全过程。”据吴
小丽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得知澳门将要回归祖国，街坊会联合总会

1983年应运而生。“1999年 12月 20日下着小雨，市民自发赶来，敲锣

打鼓。特别是看到驻澳部队的那一刻，不仅是亲切，而且特别有安全感。”

街坊总会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回归后澳门逐渐形成的“政府下
单、民间服务”的公益模式。据吴小丽介绍，特区政府特别支持民间

社团开展工作，“街坊总会目前下属有两所学校、3间托儿所、30多
个不同类型的服务中心、数间学生自修室及 3间诊疗所等，形成了

一个覆盖全澳门、专业多元的社会服务网络。”
十年前，澳门街坊总会社区服务大楼的落成，标志着澳门社会服

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楼内，除了行政办公室，其他各层被划
分为多功能礼堂、羽毛球场、舞蹈教室、录音室、图书馆、体适能训练、

老人护理中心等，分别用于老年人照顾、社区服务和民众文体活动。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展开，街坊总会服务的辐射半径也从澳

门拓展到大湾区。去年 11月 30日，街坊总会中山办事处在三乡镇
挂牌成立，正式成为澳门首个合法进驻中山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机

构。今年 11月 8日，街坊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在珠海
揭牌，这是澳门社团在内地开设的首个综合社会服务项目。

“横琴中心将有 13名澳门街坊总会的资深员工常驻，并直接引
入澳门的社工人才、服务项目和服务理念，为在横琴创业、就业、就

学、居住、旅游以及养老的澳门居民及横琴本地居民提供专业化、针
对性、精细化的服务。”吴小丽表示。

吴小丽

推广街坊文化
  大湾区更有人情味

插上科创翅膀
各方人才齐聚一堂

苏香玫

    她曾是澳门电视台主持人，并代表澳门在央视担任澳门回

归庆典主持人⋯⋯然而澳门回归后的一个决定，让她投身教育
事业。20年的耕耘，让她参与创建的澳门科技大学成为澳门当

地著名的高校之一。她就是澳门科技大学校董苏香玫女士。

“就在前两天，澳门首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被命名为‘澳
科一号卫星’，在我们学校还将设立国家航天局澳门太空探索

与科学中心，旨在助力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国际科研机构深
度合作，推进重点实验室研究和发展。”苏香玫说，“今年对于我

们大学来说，是丰收年，我们的刘良校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成为澳门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首次上榜，就跻身世界大学前三

百名。”
1999年 12月 20日晚，苏香玫代表澳门与赵忠祥、倪萍、濮

存昕等 3位主持人同台主持“首都各界庆祝澳门回归”大型文艺
晚会。苏香玫说：“这是我一生的荣耀与骄傲！”

上世纪 90年代末，苏香玫获邀担任澳门城市大学前身东亚
大学的校董及中国事务顾问。澳门回归前夕，苏香玫又被邀参

与创办澳门科技大学，并担任校董及公关事务部主任。“我觉得
澳门科技大学这 20年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的优越

性，特别是在祖国大力支持下，获得了瞩目成绩。”苏香玫特别
提到了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人用“顶天立地”来形容回归后的科技成果：“顶天”指

在航天领域获得的成就，而“立地”的成果则在中医药领域。苏
香玫认为，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有助于澳门吸引海内

外优秀科研人员和提高澳门科研水平，并对澳门的教育与经济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前两天，我们学校的产学研示范基地在横

琴正式启用，希望迈入‘成年’的澳门科技大学，能够为澳门本地
年轻人提供成长的土壤，更能为澳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才。”苏香玫说。

很美好很幸福
澳门发展有目共睹

蒋玥憙 刘雅煌

    12月 16日，由澳门万国控股集团合资运营的香港机场跨境

接驳巴士开通，通过港珠澳大桥，为港澳两地机场客运提供便

利。对集团董事长刘雅煌来说，这只是大湾区带来的商机之一。
刘雅煌 1990年就到内地从事旅游、国际贸易和地产代理业

务，是最早进入内地的一批澳门青年企业家。当时大部分澳门人
都对回到祖国怀抱充满期待。在 1999年 12月 20日澳门回归

日，刘雅煌组织了一批员工与成千上万澳门市民一起站在街道
两旁，欢迎驻澳部队。

“回归之初，许多澳门年轻人内心还是有过彷徨。”刘雅煌表

示，当时他刚当选澳门各界青年社团主席，在他的推动下，81个
社团近千名澳门青年赶赴北京交流参访，并且邀请澳门特别行

政区首任特首何厚铧，介绍“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未
来愿景，消弭了青年内心的疑惑。

回望过去的 20年，刘雅煌认为，澳门平稳繁荣的成功经验，
除了物理上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人心上的回归。澳门的社团是基

层治理的主要载体，它们的支持是特区政府施政的压舱石；澳门
的教育与传媒绝大部分都由爱国爱澳人士创立，爱国主义与国

家认同感教育伴随着回归后新一代澳门人的成长。
“澳门人深知，没有祖国就没有澳门现在的繁荣。”刘雅煌说。

对于未来的大湾区发展，刘雅煌认为，纵观纽约、旧金山、东京
三大著名湾区，分别以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现代制造业为各自所

长，而粤港澳大湾区则兼而有之，澳门在其中的作用是以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为目标，成为世界第四个大湾区独特的亮点，他对于新特

首贺一诚提出的澳门应重点融入大湾区的施政理念十分认同。
“澳门如今的成就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澳门

特区政府的积极推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实际上澳门的成
功本质上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刘雅煌表示，没有改革开放、祖

国的强大、特区的稳定繁荣，就没有个人以及企业今天的发展局
面，“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希望能积极发挥双重作用，助力国家

建设和澳门发展。”

讲好澳门故事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萧华洲

期待灿烂未来
    时代的机遇在招手

    早上刚过 8时，中山大华纸品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萧华洲收

拾完行装，从澳门家中出发，通过珠海拱北口岸，前往位于中山的
印刷公司上班。今年 70岁的萧华洲是一个地道的澳门人，早年在

银行工作，退休后就在澳门华辉印刷有限公司工作，被派遣到内

地分公司大华纸业上班。七八年来，几乎每天往返珠海澳门两地，
对他而言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我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很多澳门人的日常。”萧华洲告诉记
者，澳门是个小地方，许多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度过初创期后，走

出去成了很多企业唯一的出路，澳门华辉印刷有限公司就是一个
例子。作为第一批走进内地的澳门企业之一，已累计在内地投资

超过 3000万港币，目前在内地有 80位员工。他和很多澳门人都
坚信：拥抱对接祖国，才是澳门的未来所在。

1998年金融危机，澳门深受影响。但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在

祖国有力的支持下，领导澳门走上了兴旺发展之路。他亲历了这一
改变，眼看着生活蒸蒸日上，城市繁荣有序，整个澳门社会进入了全

方位进步的“黄金时期”，不论是社会治安、城市面貌、经济发展，还
是人民幸福感都有了明显提升，澳门与内地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印刷公司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大湾
区政策的出台，无疑给他们这样在内地的澳门企业莫大的信心。

未来，印刷公司将逐步增大在内地的业务比重，升级优化产业结
构，将大湾区的红利用好用足。

“大湾区、‘一带一路’这样的政策，给了澳门更多机会。”萧华洲
表示，高度与视角决定了澳门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广度，就连他

们这样小小的一家印刷公司，也感受到了时代的机遇在招手。
下午 3时 30分，萧华洲回到拱北口岸。“家里还有 100岁的

妈妈在等我。”萧华洲说，每天看着拱北口岸的人流熙熙攘攘，一
片繁忙景象，澳门人与内地人不分彼此，为着同一个目标勤奋努

力着，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携手同心把祖国建设好，这就是他
过去 20年见证和感受到的美好景象。站在新的起点，他无比期待

继续见证澳门更加灿烂的未来。

新民随笔

澳门人的爱国情怀    李一能

本报记者 方翔 李一能

  ▲ 濠江两岸，庆祝澳门回归 20周年气氛浓
荨 港珠澳大桥 本版摄影 陈炅玮

▲ 澳门今天天气晴朗 ▲ 从香港通过港珠澳大桥前往澳门十分便利

    时光回到 1999 年 12 月 20 日零时，

当五星红旗在澳门夜空中冉冉升起，离散

了几个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 那一夜，无数澳门人见证了这历史性

的一刻，在欢呼雀跃中迎来了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诞生。

20 年光阴转眼飞逝，这座曾经名不见

经传的滨海小城，如今已是亚洲首屈一指

的富裕之城，世界著名旅游胜地。 “一国两

制”的成功实践，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

生改善、城市繁荣，更是借着大湾区建设

的东风，大步迈向新时代的征程。

澳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翻天

覆地的改变？ 在澳门回归 20 周年大庆之

际， 六位普通澳门市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们曾经见证澳门回归的盛况，参与了澳

门发展的历程， 也曾经在风灾中守望相

助，如今更是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他们的故事，就是澳

门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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