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奧會傳遞給香港的是力量、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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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國農曆 「立春」 ，是一個
春意湧動、希望萌生的日子；在全世界
億萬觀眾的矚目下，奧運之火再次在北
京 「鳥巢」 點燃，奧運五環破冰而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 「北京第24屆
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 以 「簡
約、安全、精彩」 為宗旨和特色的北京
冬奧會拉開了大幕；北京成為世界首個
「雙奧」 之城。

純潔冰雪鋪就的舞台上，冬奧之光
照亮全人類追求團結、和平、友誼的前
行之路。本屆冬奧會以 「一起向未來」
為主題，體現了團結與集體的力量，體
現了奧林匹克運動的核心價值觀和願
景，體現了追求世界團結、和平與進步
的目標。在疫情陰霾下憂鬱了很久的地
球村，終於看到了歡樂祥和的曙光。香
港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北京冬奧會
給香港750多萬同胞，傳遞的是力量、
信心和希望。

國家有力量，香港的後盾更堅強
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發生了怎樣的

變化？奧運會這面鏡子折射出許多信
息。

1932年7月，第10屆奧運會在美國
洛杉磯舉行，第一位參加奧運會的中國
人是短跑運動員劉長春。他的家在遼寧
省大連市，當時已經淪為日本的佔領
區。1932年5月21日，由日本人操縱的
大連《泰東日報》刊文稱： 「世界運動
會，新國家派選手參加。」 劉長春的名

字赫然印於紙上，日本人千方百計想讓
劉長春代表偽滿洲國參賽。消息一傳
出，激起全中國民眾的憤怒。劉長春在
《大公報》發表公開聲明稱 「苟余之良
心尚在，熱血尚流，則又豈可忘卻祖國
而為傀儡偽國作牛馬耶！」 一名運動員
要代表自己的祖國參加奧運會，都要歷
盡波折，可見當時的中國羸弱到什麼程
度。更悲催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沒錢
支付劉長春赴美的路費，由好心人士募
捐才得以成行。奧運會結束後，劉長春
因路費不夠而逗留美國，後來在當地華
僑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國。很可惜，劉長
春在那一屆奧運會上沒有拿到名次，也
折射出舊中國積貧積弱。

進入本世紀，當奧運聖火在北京兩
次燃起，中國已今非昔比。九十年間，
曾經四分五裂、一盤散沙，飽受列強欺
凌、飽嘗屈辱外交之苦的舊中國，實現
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
躍。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間，中國
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
大奇跡，今天的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的中央。

國家有力量，香港的後盾更堅強。
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2009年世界金
融危機，從2003年沙士到眼下抗擊新冠
疫情，每到危難之際，國家都力挺香港
成功渡過難關。 「背靠大樹好乘涼」 ，
因為背後有強大的祖國，香港不畏艱
險、不懼風浪！

中國的發展怎麼樣？奧運會這面鏡

子同樣能折射出許多信息。
2022年1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

察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
時強調，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
會，不僅可以增強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信心，而且有利於展示我們國
家和民族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陽光、富強、開放的良好形象，增
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事實
上，從申辦冬奧成功之日起，中國就把
舉辦冬奧會當成一次文明交流互鑒，弘
揚團結、和平、友誼、發展的全人類共
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契
機和舞台。 「中國視野」 、 「中國胸
懷」 由此可見一斑。

發展有信心，香港的舞台更廣闊
回顧2008年8月北京舉辦的第29屆

夏季奧運會，那時， 「5．12」 汶川特
大地震過後僅三個月，新中國成立後最
大規模的災後重建正在進行，全國18個
省對口援建災區18個縣，北京也對口援
建四川省什邡市。既要援建災區，又要
籌辦奧運，面對紛繁複雜的局面，北京
夏季奧運會不負眾望。那時，筆者同一
些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有幸作為港澳同

胞的代表，出席了開、閉幕式和多場重
要賽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和難忘回憶。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既要
防控疫情，還要籌辦冬奧會，這又是一
次難度系數很高的大考。昨晚舉行的北
京冬奧會精彩開幕式再次給世界驚喜。
中國的社會治理能力、中國的社會制度
優勢，透過舉辦兩次奧運會充分展現了
出來。

奧運會這面鏡子折射出 「中國信
心」 ，這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
心更加堅定。從國家大局看，香港擁有
內地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替代的獨特優
勢，國家需要香港；從香港角度看，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會使香港的優勢更優、
更長久，並可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
發展舞台，香港更需要國家。堅守 「一
國」 之本、釋放 「兩制」 活力，香港的
發展之路必能越走越寬廣！

民族有希望，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如何？奧

運會這面鏡子再次折射出許多信息。
在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歲月，劉

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的落寞身影，訴
說着舊中國奧運之路的坎坷與無奈。新
中國成立後，曾經遙不可及的奧運夢想
日益成為現實。從1952年五星紅旗第一
次在奧林匹克會場升起，到1984年中國
奧運金牌 「零的突破」 ；從2008年百年
奧運夢圓，到2022年北京成為全球唯一
的 「雙奧之城」 ；從參與奧運、申辦奧

運、到籌辦奧
運、成功舉辦
奧運。這一切
證明，中國共
產黨領導中國
人民大踏步地
趕上了時代，中華民族正以不可逆轉之
勢邁向偉大復興。

當我們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
現的時候，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
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光明景象？全國政協
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
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用
「四個期盼」 深情地描述香港的美好未

來。他說到，特別是期盼香港成為活力
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
際大都會，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
的新的東方明珠。香港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香
港的明天更美好。

寫上所有參賽國家和地區名字的火
炬已經在 「鳥巢」 熊熊燃燒，北京冬奧
會的大幕成功拉開，這是一場屬於全人
類的奧運盛會。讓我們觀看精彩賽事，
聚焦充滿希望的中國，共享奧林匹克的
光榮與夢想！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善信拜黃大仙祈求祛疫通關
初四重開香火盛 入祠須掃安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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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祠因應疫情，除大年初一
頭炷香儀式不開放公眾參與外，初一
至初三亦暫停開放。即日起至正月十
四日，黃大仙祠開放時間為早上7時
30分至傍晚6時，正月十五則開到晚
上9時。

跪墊籤筒頻密消毒
昨日虎年首開放，大批善信趕往

拜神。大公報記者下午在現場觀察，
善信入祠前必須掃 「安心出行」 ，進
祠後職員會免費向善信派發每人三支
香，並由工作人員點燃，以減低善信
聚集的風險。求籤區內跪墊亦定時消
毒，籤筒每次使用後亦會立即回收進
行消毒。

昨日祠內香火鼎盛，當中只有大
殿平台一個位置可供上香，大批善信
爭相上香。

坐輪椅往祈福的李伯伯對記者

表示，希望新一年家宅平安，最緊
要疫情快過，讓香港重回正軌。
「我哋香港人受疫情煎熬已經兩
年，我希望政府可以果斷對付疫
情，必要時請求中央協助，最重要
將疫情壓住。」

做生意的麥先生祈求新一年生意
興隆，貨如輪轉。 「我每年都嚟黃大
仙祠拜神，我開物流公司，當然希望
新一年可以盡快通關，市民毋須再受
病毒困擾。」

香燭檔嘆損失慘重
王女士在祠外設攤檔售賣風車及

香燭已40多年，她對記者慨嘆疫下
慘況，形容是生意最差及最不景氣的
年頭， 「今年年初一至年初三黃大仙
祠暫停開放，我損失慘重，都未計損
失幾多錢，總之慘，希望之後日子生
意好返，可追回生意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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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訊】臨近2月14日情人節
與正月十五（2月15日）元宵節不過十
天，昨天黃大仙祠除有大批善信前往祈
福外，亦有不少情侶在 「月老及佳偶天
成神像」 前參拜及掛紅繩，祈求喜獲好
姻緣。

祠方專門提供參拜方式
月老神是道教姻緣之神，相傳掌管

人間所有男女婚姻，俗語有云 「千里姻
緣一線牽」 ，月老只要將紅繩繫於男女
雙方腳上，必定締結良緣，結為夫妻。

今年30歲的陳先生與拍拖接近一
年的女友前來參拜月老，他直言渴望今
年內結婚，所以 「專登」 前來詢問意
見。 「我哋呢一年經歷好多，感情亦都
穩定，我諗都係時候結婚，所以專登嚟

掛紅繩。」 也有中年男士葉先生前來參
拜月老，祈求新一年覓得好姻緣。

祠內為方便祈求好人緣、好姻緣的
善信，還特別提供參拜及掐手印方式，
以供善信祈求、膜拜，藉以弘揚道教月
老文化。

情侶拜月老 望賜好姻緣

每 逢 農 曆 新
年，是黃大仙祠香
火最鼎盛的時候，
今年取消頭炷香活

動，更首次於年初一至三暫停開
放，但廟旁哲理中心約八成解籤
人檔戶堅持不休息，初一至十五
照常營業。

黃大仙祠閉園，市民初四前
無法入內求籤，但哲理中心內不
少檔戶也有放置黃大仙像，善信
如有需要，可以在此求籤祈福，
再由解籤人指點迷津。檔戶之一
嘉樂表示，善信最多是求事業，
其次是姻緣和健康，也有人期望

疫情下可以趨吉避凶，以他為
例，每日也有十多人光顧，不少
更是每年也會來的熟客。

入行20多年的嘉樂表示，從
前任職銀行經理，因對風水命理
有興趣，鑽研堪輿學，20多年前
在林村天后廟擺檔，五年前搬到
黃大仙廟這邊。他坦言，疫情令
遊客絕跡，生意大跌五成，但仍
有一批本地客支持，不少人結婚
要找師傅擇日，也有人新居入
伙，希望睇風水， 「對於不少人
來說，來黃大仙（求神問卜）是
一種習慣，初一來不了，之後也
會來。」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祠關人不休 解籤人堅持開檔
服務
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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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違反防疫規定
35餐廳負責人被控

▲情侶在 「月老及佳偶天成神像」 前參
拜及掛紅繩，祈求有好姻緣。

【大公報訊】疫情嚴峻，食
物環境衞生署於大除夕至年初
三，巡查了1418間餐飲處所及
371間其他處所，當中35間餐飲處
所負責人被控，涉及違反 「口罩
令」 、桌子距離不符標準、無確
保食客有掃描 「安心出行」 ，以
及僱員無打針等。

發383張阻街罰單
署方又表示，在1月14日至31

日期間，向花墟店舖負責人共發
出110封勸喻信，呼籲商戶自律及

避免阻礙通道，並就店舖阻街發
出383張定額罰款通知書、32張傳
票及74個口頭警告，店舖阻街罰
款為1500元，亦即該段時間的花
墟店舖的罰款總額至少達57.4萬
元。

此外，政府多個部門連日來
在中西、灣仔、油尖、旺角、深
水埗、荃灣、沙田及西貢區多個
外傭假日慣常聚集的公眾地方採
取跨部門聯合行動，提醒外傭遵
守有關佩戴口罩及禁止於公眾地
方的群組聚集的規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