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們都是28！」當年的香港「回歸寶寶」如今

已成為風華正茂的「回歸青年」。據香港特區統計處數

據顯示，1997年共有59,250位新生嬰兒呱呱墜地，外界對他們有個親切一致的稱呼——「回歸

寶寶」。有人說「人生就是尋尋覓覓」，香港文匯報特地找來四位「回歸寶寶」，分享他們與香

港特區共同成長的經歷，以及他們對香港及自己未來的期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朱燁、馬靜、黃寶儀、實習記者 宛辰歌 上海、北京、廣州報道 掃碼睇片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雖然從小在上海長大，但在整個童年時光
和青春期的歲月裏，葉君瑤都喜歡介紹自己
是「中國香港人」，「講自己是中國香港
人，是帶着一種情結的，一種自豪感。」

冀港青多走出去看看
到了讀大學的年紀，為了更深入了解故
鄉，也出於對未來經營家中生意的考慮，
葉君瑤選擇到香港科技大學讀書。她表
示，過去的 28年裏，如果單從城市更新和
發展速度來說，上海是更快的。反觀香
港，這座在早期已經是國際大都市的城
市，這些年的變化不算大。這一點單從餐
飲行業就可窺見一二——香港的菜品仍保
持着很傳統的味道，而上海的餐飲行業一
直在創新，迭代很快。在她看來，在保持
傳統口味的基礎上，進行一些迎合時代的
創新會更好。
雖然香港的變化不大，「但也正因如此，
香港沉澱下來的文化底蘊十分厚重，就比如
很多的老店舖開了幾十年還在那裏，這也是
為什麼很多老外非常喜歡香港，因為她有很

多歷史遺留的東西，她很懷舊。」在葉

君瑤的眼中，香港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講，
「她在歷史的長河裏經歷了很多事，很多人
住在香港會感覺是住在了歷史裏，這是她迷
人的地方。」
香港有令人着迷的一面，也有讓葉君瑤感到
可惜的一面。她提及在香港讀大學期間，剛
好趕上了香港社會比較亂的時期，她希望，
更多土生土長的港青，能夠願意走出去看
看，「現在內地發展得這麼好，生活水平
這麼高，很多港人真的應該走出來看看。
也希望香港本地媒體可以多多宣傳內地的變
化，內地的生活。」葉君瑤直言，從小的「雙
城生活」模式讓她的眼界更加開闊，受益終
身。

7．1惠食客 共慶回歸樂
與香港特區同年生的葉君瑤宣布，
旗下餐廳推出特別活動，「屆時食客
能以7.1元人民幣的價格換購
香港特色美食碗仔翅。」
讓內地居民一起感受香
港回歸 28 周 年 的 歡
樂。

「在回歸融入的過程，我是陪伴着香港共
同成長，我其實也是作為香港的一部分。」
初到內地時，楊世龍面臨着許多實際困難。
最直接的挑戰來自教育體系的差異，他需要
適應從繁體字到簡體字的轉換。「當時寫作
文用繁體字會被算作錯別字，只能一點一點
改過來。」回憶起那段適應期，他坦言確實
不容易，但逐漸地開始適應。

回歸禮物感受與特區同齡
2020年從北京語言大學畢業後，楊世龍的
職業生涯充分體現了香港青年在內地的發展
機會。他先是在北京一家創意公司擔任策
劃，負責品牌傳播和活動執行的具體工作。

之後又加入當時快速發展的泡泡瑪
特，在市場部負責商業策劃。這些
工作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內地職
場的特點，「在工作中，同事
們更看重的是實際能力，而
不是你的出身背景。」
2023年，他選擇來到
青島，在一所國際學
校擔任小提琴教

師，開啟了職業新階段。
作為「回歸一代」的代表，楊世龍對香港
回歸的記憶有着獨特視角。2007年香港回歸
十周年時，正在讀小學的他通過學校活動第
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與這座城市的特殊聯繫，
「當時香港迪士尼給1997年7月出生的孩子
贈送全年通票，這個禮物讓我從玩中了解到
我和香港特區是同歲的。」十年後的 2017
年，正在北京讀大學的他參加了香港回歸20
周年系列活動，「25歲時接受過相關採訪，
現在28歲了。」楊世龍的人生軌跡與香港回
歸常有關聯。

放眼大灣區 職場拓新路
展望未來，楊世龍計劃申請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快速發展
為港青提供了更多選擇，「特別是了解到大
灣區對港澳青年有很多具體的扶持政策
後」，他希望繼續在兩地間尋找發展機會。
「香港的回歸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更是
一代代人的實際融入和共同成長。」作為與
特區同齡的香港青年，楊世龍既是這個過程
的見證者，更是積極的參與者。

1997年7月1日凌晨，當五星紅旗首次在維港上空飄揚時，剛來到這個世界僅6天
的小麥梓楊，全然不知這個載入史冊的時刻，將給他的一生帶來怎樣重要的影響。

把握實習機遇 融入灣區生活
從有記憶開始，麥梓楊就發現香港和內地密不可分。他每年會隨父母回廣東

雲浮探親及到內地旅遊，「大概三四歲的時候，到佛山旅遊，那時候很多人南
下務工，大家都拎着包，步履匆匆地趕往工廠，到處都在開發建設。」在麥梓
楊幼小的心靈中，他對「人山人海」「朝氣蓬勃」有了最初的認識。這是一種
和香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正是緣於對這種經濟活力的深刻印象，臨近畢業時麥梓楊萌生了北上發展的念
頭。他報名參加了2020年港澳青年學生南沙「百企千人」實習計劃。實習期間，
麥梓楊看中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港青的各種幫扶政策，恰好南沙區團委也想找一名
香港青年為到當地發展的港青提供服務，雙方一拍即合。後來，他更是憑自己努
力考上了南沙產業園區開發建設管理局，並進入南沙區港澳辦合署的公職崗位。

賡續拚搏精神 持續茁壯成長
因為職業關係，麥梓楊幾乎每月都要回香港對接項目。他驚喜地發現，今

天的香港方方面面都在與內地加速融合，「朋友們也開始習慣移動支付，
召喚網約車，使用小紅書等內地流行的社交軟件。」他如今的工作，也是
為了促進這樣更深度的融合。
每次回到香港，麥梓楊總會不自覺地加快步伐。那些步履匆匆的身
影，正是香港人的團結感、歸屬感和獅子山精神的內涵所在。「從小生
活在新界，街坊鄰居都很親切，圍村文化的氛圍特別濃厚，逢年過節還
會一起吃盆菜。」在麥梓楊的印象中，香港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傳統
文化有很深的根基，但在傳承傳統的同時香港人又格外願意擁抱新事
物，喜歡創新和挑戰。
即將與香港特區共同迎來28歲生日的麥梓楊，期望自己能夠秉承香
港這種傳統與創新並重的精神，憑借年輕人的蓬勃朝氣與拚搏，持續茁
壯成長，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自己應有的積極作用。

1997年7月1日，林文軒只有幾個月大，父母抱着他通過電視觀看了
回歸典禮。「因為我在回歸那年出生的原因，家人經常說起回歸當年的
盛況。」林文軒說，來自廣東的家人對祖國一直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所以從小他們就教育我要愛國。」

「盡己所能讓更多人了解國家」
18歲那年，林文軒考取了中國傳媒大學，選擇到北京讀書。「小

時候，更多的是祖輩父輩念叨要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他說，長大
後在北京讀書，對國家了解愈多，情感就愈深厚，「彷彿愛國真正
融進了我的身體血脈。即使後來到英國留學讀書，每次聽到國歌，
我都會很激動，熱血沸騰。每次介紹自己是中國人，是中國香港
人，都倍感自豪。」

林文軒也提及「修例風波」的遺憾，當時他已經在英國讀書，
每天都關注事件動態，對一些香港年輕人的所作所為很不理
解。「只能說，他們可能還是對國家了解太少，被一些別有
用心之人蠱惑和挑唆，才犯下這些錯誤。」林文軒說，這
些年他也一直在努力做溝通橋樑，經常與香港的親朋同學
和年輕人講國家的歷史與發展，「盡己所能讓更多人了
解國家。」

港青北上生活如魚得水
畢業後，林文軒選擇從英國回流到大灣區一家大型互
聯網公司工作，「感覺大灣區機會和扶持政策更多，國
家對香港青年極為關心。我身邊就有很多北上的港青，
大家都在這裏如魚得水，每天都很開心。」
「香港是我家，祖國也是我的家。我深深愛着香港，

也愛着國家。香港如今已經邁入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
我真心為香港高興，也祝福香港能越來越好，祝我們的
國家能繁榮昌盛到永久。」林文軒說。

在香港回歸第二天出生的
楊世龍，是名副其實的「回
歸寶寶」。如今28年過去，
這位與香港特區同齡的年輕
人已經在內地生活了十多個
年頭。從初中時北上求學，
到 2016 年考入北京語言大
學，畢業後先後在北京、青
島工作，楊世龍的成長軌跡
就像香港回歸後的發展歷
程，見證着兩地越來越緊密
的聯繫。

楊世龍：人生軌跡與回歸常關聯葉君瑤：做中國香港人很酷
「小時候我就感覺中國香港人

這個身份很酷。」與香港特區同
齡的葉君瑤雖然1歲多就隨父母
遷居上海，但在過去的28年裏，
她幾乎每年聖誕節都會回香港。
家中在內地經營的港式餐廳「避
風塘」今年也已到了第27個年
頭，如今從父母手中接管生意的
葉君瑤，更是時常回港，在街頭
巷尾汲取靈感，不斷探索香港美
食的獨特魅力。她希望通過地道
的老港味，將香港的飲食文化帶
到內地。

麥梓楊：赴南沙發展考上公務員

「如果沒有到內地發展，我大概會和爸爸一樣成為一名電工，
或成為普通的辦公室文員。」對比如今在廣州南沙的工作，每天
都在為促進大灣區融合努力，港青麥梓楊很慶幸自己當年下定決
心北上發展，通過一個實習生計劃最終考上南沙公務員。他感慨
道，「我在南沙走出了一條緩緩上升的職業道路！」

林文軒：對國家了解愈多情感愈深
「很榮幸也很驕傲，我能

與香港特區同歲。」今年28
歲的林文軒從小在香港讀書
長大，大學遠赴北京讀書，
碩士則去到更遠的英國，畢
業後又回到離家很近的大灣
區工作。林文軒的成長路線
與很多港青不同，但也讓他
親身見證了國家的快速發
展，即使後來到英國留學，
每次聽到國歌，依然激動且
熱血沸騰，「今年是香港回
歸28周年，我真心祝願香
港會越來越好。」

●葉君瑤在自家餐廳「避風塘」上海青浦
奧萊店為午市忙碌。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美育進校園，楊世龍（左二）與弦樂團學生
表演小提琴重奏。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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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君瑤：
事業蒸蒸日上

楊世龍：
天天充滿熱情

●林文軒畢業後選擇到
大灣區一家大型互聯網
公司工作。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林文軒：

香港越來越好
麥梓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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