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信國家付出與成就 漸釋除部分港人偏見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愈趨

富強，關鍵在於黨的領導下，人民

深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工聯會會

務顧問陳婉嫻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中國共產黨管治方式

果斷卻不失人情味，深受群眾支持

和擁護，在黨的領導下，當不少國

家和地區仍在與新冠病毒搏鬥時，

擁有約 14 億人口的中國已迅速控

制疫情，穩步復甦經濟，值得其他

國家思考和學習。而在「一國兩

制」下，無論香港遇上災害、黑暴

還是疫情，中央始終關顧香港發

展，她相信國家的付出和成就正在

逐漸釋除部分港人

對中央及內地的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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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祖國經濟在疫情下仍然增長2.3%，在陷入深
度衰退的世界經濟中領跑復甦。陳婉
嫻提到內地一部抗疫題材的單元劇
《在一起》，她說劇中疫區的居民為
了盡快恢復正常生活，互相組織團體
克服小區疫情爆發，展現出人民深厚
的互助情懷。她認為這場世紀疫症是
對各地的考驗，「而祖國能如此迅速
動員、處理疫情，必須要強大的國家
領導才能做到，因此這很值得世界思
考我們國家的管治模式。」
「（人民）有困難一定幫，而且一
定是走上前幫。」這是陳婉嫻對中國
共產黨的印象。她說，內地有地方遇
到天災，中央政府都會出手支援，又
如扶貧方面，由於國家西北地區普遍

較窮，中央政府就會讓較富裕的省市
帶動其他省份發展，以改善部分地區
的貧窮問題，體現了中央的管治能力
和真正為人民生活着想的心。

內地捐米濟1953年木屋大火災民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
城市一樣受到中央庇護，每逢關鍵
時刻，均會獲得國家大力支持。陳
婉嫻提到，香港回歸祖國前，1953
年香港的木屋區大火令數萬戶居民
一夜間無家可歸，當時內地立刻送
來大批大米接濟災民，數量多到放
滿整個球場。香港回歸祖國後，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更是竭盡所能、不
計回報。惟近年有人不斷挑撥港人
與內地的關係，企圖透過激化兩地

人民的矛盾來破壞「一國兩制」，
甚至形成嚴重威脅市民人身和財產
安全的黑暴，中央及時訂立香港國
安法，保障香港市民安全，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事實上，兩地同胞一直血濃於水。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家南方屢遭洪澇
侵襲，數百萬被牽動着心的港人第一
時間伸出援手。工聯會立即在街頭開
展賑災籌款，陳婉嫻對當時的景象印
象深刻，「當時我在旺角孭住個籌款
箱，市民不斷塞錢進來，有好多好窮
的人在我面前打開銀包，打算將僅餘
的錢都捐出去，我勸他們留返些錢自
己用，但他們仍然好堅持全部捐出
來……任何階層的人都好有愛心，我
想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共通點。」

港人馳援2008年汶川地震
除了捐錢，不少港人更身體力行支

援內地。她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時，
很多人捐助香港社工，讓他們能夠毫
無後顧之憂地馳援災區，在頹垣敗瓦
中為當地居民燃亮希望，助災民早日
走出陰霾。
倘若放下偏見，相信港人更能在
「一國兩制」的助力下抓住更大更好
的發展機遇，亦更能體會到國家對香
港的關懷。陳婉嫻表示，內地發展迅
速，且為香港帶來大量發展契機，她
相信國家的付出和成就正在逐漸釋除
部分港人對中央及內地的偏見，寄語
港人日後親身回內地看看，更深入認
識自己的國家。

「我爸爸好愛國，我們一家幾個
小孩都要在掛五星紅旗的學校讀
書，唔可以看西片，只可以看內地
的劇集，爸爸亦經常鼓勵我們看愛
國的書籍……」雖然當時香港是在
港英當局的管治下，但由於父親的
引導和熏陶，陳婉嫻自幼就培養了
濃厚的愛國情懷。香港回歸祖國24
年，但愛國教育一直缺失，甚至被
別有用心的人妖魔化，陳婉嫻直
言，如今香港的年輕一代，很多人
缺少對國家的認識和深入了解。
在父親的安排下，陳婉嫻的小學

和中學生涯都充滿愛國色彩。她記
得小時候，一眾師生在湛藍的天空
下看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大家一
同唱着《國旗國旗我愛你》，毫不
掩飾地盡訴愛國情懷，「師生愛國、
家長愛國，很有家國的感覺。」
不過，在港英時期，中國人在校

園愛國原來並不容易。陳婉嫻說，
自己當時年紀小，老師不會向學生
提及被港英政府打壓的情況，但長
大後的她確信學校當年受到打壓，
因為港英當局要求津校必須掛英女
王的肖像，不容許掛五星紅旗，
「所以想必當時的愛國學校會被截
斷資助，那段時間，相信是靠着校
方和家長互相幫助而渡過難關。」
香港回歸祖國24年，但民心的回

歸還不夠徹底，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愛國教育的嚴重缺失，部分香港
年輕人甚至對內地存有偏見。陳婉嫻
直言，愛國學校培育出來的學生未必
百分百愛國，但至少會認識、深入了
解國家，而現時卻缺少了這個過程。
她寄語新一代多了解國家的歷史和文
化，親身感受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和
變化。●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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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表示，在黨的領導下，當不少國家和地區仍在與新冠病毒搏鬥時，中國已迅速控制疫情，穩步復甦經
濟，值得其他國家思考和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991年華東發生水災，工聯會立即展開
籌款工作。 工聯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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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儀：貧村學校現代化 成全村最美建築
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是中國共產黨心之所
繫，由共青團中央、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
會發起的「希望工
程」正是在黨的關懷
下，為貧窮家庭青少

年播種了新希望。曾經參與推動「希望工
程」建設的全國政協常委、工聯會榮譽會
長林淑儀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30年
前看到內地貧困地區學校的環境簡陋，隨
着國家近年不斷投放教育資源，當地許多
學校已經變得十分現代化，可謂是整個村
最美的建築。
回首上世紀七十年代，上學還是內地貧
困地區不少孩子的奢望。林淑儀回顧國家
發展時說，改革開放初期吸引不少外資促
進生產，投資聚焦於經濟，在經濟發展的
同時，希望教育亦能跟上。但當時，對偏
遠山區和農村部分家庭而言，普及基礎教
育需要國家的支援。

難忘30年前內地鄉村苦況
30年前隨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到河北
省鄉村參觀的林淑儀憶述，「我當時無法
想像連北京周邊也會有如此貧窮的村莊，
連食水都沒有，真的很震撼。……這些村
落資源匱乏，更遑論教育。……我還到過
青海和貴州，那裏的學校溶爛到差不多倒

塌，上學還要走一個多小時的泥沼路，
腳踏進去鞋都抽不出來。」
為了將讀書只能是「奢望」的孩子變

成國家的未來希望，「希望工程」應運
而生，至今已運作30多年，幫助了數
以百萬計的貧困家庭孩子圓了上學夢；
建設「希望小學」，幫助孩子們在更好
的條件下，成長為建設祖國的棟樑。
工聯會與教聯會1992年在港發起「希

望工程重返校園助學計劃」，以推動內
地的「希望工程」，為資助內地學童籌
募款項。部分屬會更多走一步，透過籌
款在內地捐建共36所學校，至今已幫助
了10多萬學童，「香港市民的反應非常
踴躍，當時籌到的款項足夠在現時買一
個單位，籌款箱倒出的錢數到手軟，可
以看到港人其實很關注國家發展，很想
改善內地的教育。」
當年的希望如今變成現實，近年曾返

內地探訪這些「希望小學」的林淑儀笑
言：「國家近年在教育投放更多資源，
學校已經變得現代化，基本上都是整個
村最美的建築。」

港青北上義教感受國情
受益的亦不只內地學童，她說近年仍有
不少屬會組織旅行教育，不少在職香港青
年特意請假，帶着文具自付旅費探訪這些
「希望小學」，並參與義教，「這些香港

青年都說，義教不僅令他們親身感受國
情，更讓他們萌生『中國人要互相幫助』
的責任和使命。」
林淑儀表示，國家過往數十年來育棟樑

才，令科技和文化等範疇飛躍發展，香港
要走得更遠就要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相信國家繼達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後，
必定會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到新中
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
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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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港人對中國共產黨持
有偏見，林淑儀認為，這種
偏見源於無知。她說，一百
年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
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
興，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
和前進，她相信世界上沒有
其他政黨能如此這般，「所
以我覺得國家有共產黨領導
是很幸運的事，否則我們可
能還在世界中浮沉徘徊。」
回顧新中國走過的道路，

林淑儀直言，國家發展富
強，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
黨有很大功勞，在整個發展
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完
善和前進，「過去一百年所
給出的成績，絕對是個了不
起的執政黨。」
不過，國家富強的發展似乎

無法釋除部分港人對中國共產
黨的偏見，她認為這種偏見源
於無知，「香港年輕一代對國
情的了解普遍都是道聽塗說多
於親身感受，他們中的部分人
從未到過內地，香港的教科書
亦很少敘述新中國的發展，令
新一代誤以為內地就是貧窮、
落後，所以中國共產黨就是
『不好』的，但只要稍微客觀
看看國家的進步和發展，就可
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功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林淑儀表示，國家近年不斷投放教育資源，讓數以百萬計的貧困家庭的孩子圓了上學
夢，成長為建設祖國的棟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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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大批市民向工聯
會踴躍捐款支援內地同胞。圖為工聯會當時
點算善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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