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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乐文
婉）1985 年，港商谢俊明因收
取生意货款来到武汉。让他没
想到的是，原本只打算待两天，
却在武汉扎根了 37 年。
　　 37 年来，谢俊明亲历香
港回归祖国，见证国家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与武汉市民患难
与共、携手抗疫。而他个人也
从籍籍无名的港商，成为香港
亚洲医疗集团董事长，担任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湖
北省香港商会永久荣誉会长。
　　回望来路，谢俊明笑着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是武汉给
了我发展机会。”

北上：机缘巧合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一时间，深圳呈现一片
繁荣建设景象。嗅着商机，谢
俊明北上来到深圳，结合香港
物资优势，做起建筑与装饰材
料生意。
　　不久后，基建之风刮进内
陆。武汉一家房屋开发公司联
系谢俊明购买建材。1985 年
夏天，他来到武汉，准备待两天，拿到货款便离开。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竹床，我还以
为武汉容易地震。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大家都喜
欢晚上在户外乘凉、睡觉。”谈起对武汉的最初印象，
谢俊明笑着说，“当时我就想，这么多人敢在户外睡
觉，这一定是座很安全的城市。”
　　这次旅程中，一位武汉朋友告诉他，有家中外合
资企业因外商迟迟未注入资金，即将被吊销，问他是
否感兴趣。“我一看，这家企业的经营范围不仅与我
做的生意相似，还能接工程。这种合资企业当时在
沿海城市都不多见，我就决定接手。”
　　次年，他带着资金从香港回到武汉，在华中地区
做起建材生意。几年后，他尝试向房地产与酒店业
转型。转型之路并非顺风顺水，谢俊明也曾遭遇危
机，但好在关键时刻有朋友支持，而他也从未放弃。

“骨子里，我也像武汉人一样，越是难，就越想挑战。”

回归：扎根内地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谢俊明在香港家中
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时至今日，依然有两个画
面让他念念不忘：一是随着米字旗缓缓下降，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时，老百
姓自发地夹道欢迎。
　　香港的回归，让谢俊明更加坚定了扎根内地、融
入祖国发展的脚步。不久后，谢俊明顺应时代潮流再
次转行，开设了内地首家大型民营心脏病专科医院。
　　 2000 年，医院刚开不久，一位退休工人在医院
大厅将谢俊明拉住。“你是医院的负责人，你姓谢吧？
你建起这么先进的心脏病医院，我代表武汉市民感
谢你。”
　　“这是令我刻骨铭心的认可。他让我确定自己做
的事情很有意义。”谢俊明说，就是这样一个个来自病
患的认可，让他决定全力以赴，专注做好医疗行业。
　　建院伊始，医院就在全国开展“六一爱心行”公
益项目，为特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免费筛查、减免手
术费。截至今年，医院已为全国多地 1 万余例贫困
先心病患儿成功完成减免费用的手术。

逆行：患难与共

　　在武汉的医院办公室里，谢俊明在最醒目的位
置摆放着武汉市人民政府 2020 年为抗疫人员颁发
的纪念章。“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2020 年春节前夕，谢俊明回到香港与家人团
聚，但坏消息接踵而至：他在武汉的两家医院发热门
诊接诊人数逐日增加，武汉将暂时关闭离汉通道。
　　危急时刻，他选择“逆行”回汉。直达武汉的航
班、高铁停运，谢俊明便从香港赶往深圳，换乘高铁
抵达湖南岳阳，再乘车 200 余公里回到武汉。“第二
故乡遭遇困难，我必须回去。”
　　回汉后，谢俊明将一家医院的 451 张床位全部用
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不久后，另一家医院又收到托
管千张床位的沌口方舱医院的任务。于是，他过上在
三家医院间“三点一线”式的生活，为一线医护人员打
气、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安心抗疫。
　　疫情期间，谢俊明两家医院共接诊发热患者
8000 余人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821 人。
　　回望这次经历，谢俊明感受最深刻的是温暖：

“社会各界的相互帮助让我非常感动，香港社会各界
也纷纷伸出援手，积极向武汉捐款捐物，还有不少香
港市民自发找到我们，送来口罩和感谢卡。”
　　“我一直很感恩武汉和武汉人民给了我在这里
发展的机会。患难与共之后，此生，我与武汉已是密
不可分了。”谢俊明说，“我想香港与祖国的未来也是
如此。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找准‘香港
所长’与‘国家所需’的交汇点，将创造无限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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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俊明在医院为抗疫医护人员打气
（2020 年 1 月 30 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韦骅

　　如果没有看过赛马，就不算到过香港。
很多人会用这句话表达赛马之于香港的标志
性意义。
　　位于香港岛湾仔区的跑马地赛马场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马场之一，每逢周三晚的赛马
日，这里总是灯火通明、车流如织。哒哒的马
蹄声与看台上高分贝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骑
师扬起马鞭在绿茵场策马奔腾之时，也搅动
着香港这座城市的激情。
　　香港赛马会主席陈南禄，20 世纪 50 年
代就出生在距离跑马地不远的地方。每天上
学途中，他总能路过跑马地。他称自己“与马
场一同成长”。60 多年来，跑马地几经翻修，
在它的周围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陈南禄不
仅亲历了香港赛马业的发展，更见证了香港
的时代变迁。
　　“马儿往前跑，香港向前进，这是二者最
相似的地方。过去 20 多年，香港经历了大
大小小的风浪，但无碍我们向前奔跑。”在陈
南禄眼里，赛马会与香港一直携手奋进。时
至今日，陈南禄依旧记得，1997 年 6 月 30
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自己忙碌
的每一个细节；而对香港回归带给赛马业的
变化，他更是感慨颇深。
　　“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当年这个通
俗的说法，阐明了回归后港人的生活方式保

持不变。回归后，香港赛马业的水平日渐提
高，在国际马坛占据了领先地位。从举办国
际一级赛，到成功协办北京奥运会马术比
赛、全力支持广州亚运会马术比赛，再到慈
善捐款创新高……香港的马匹不仅仅“照
跑”，更是大踏步向前。此外，《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推进大湾区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批国际
性、区域性品牌赛事；推进马匹运动及相关
产业发展，加强香港与内地在马匹、饲草饲
料、兽药、生物制品等进出境检验检疫和通
关等方面的合作。
　　“25 年前香港没有国际一级赛，现在我
们一年有 12 场；那会儿我们的马匹也不算
太好，但现在有非常多已进入顶级行列；我们
在广州从化盖了一座占地约 150 公顷的马
场，于 2018 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很多马匹
都去那里训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国
家对我们的支持，让我充满了信心。”陈南
禄说。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的日益临近，
陈南禄更忙了，但他乐此不疲。为了迎接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赛马会拨出 6.3 亿港元
支持特区政府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我们希望能有这个机会，给香港加点活
力，也带来多一点的正能量。”陈南禄说。
　　成立于 1884 年的香港赛马会，是香港
最古老的机构之一。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洗

礼，赛马会早已跳出赛马行业管理者的单一
角色，积极参与到香港的城市建设当中，与市
民们的生活深度“绑定”。走在香港街头，赛
马会醒目的蓝底标识几乎随处可见，但它还
存在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社区、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赛马会
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属性。作为非营利
机构，赛马会结合赛马、会员会所、有节制体
育博彩、慈善及社区贡献的综合营运模式，盈
余都以纳税和慈善捐赠的形式回馈社会。
　　陈南禄透露，上一年度赛马会交税近
250 亿港元，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过去两年
每年平均捐款为 45 亿港元，惠及社会各阶
层。如今的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不仅是香港
最大的慈善捐助机构，也是全球十大慈善捐
助机构之一。“去年我们拨出 45 亿（港元）做
慈善，在新冠疫情期间，又额外增加 18 亿

（港元）支持抗疫。将来可能还不止这么多，
当然我希望这一部分不要再增加了，愿疫情
早点过去。”
　　陈南禄强调赛马会是非营利机构，其价
值核心在于建设美好社会。事实上，香港许
多地标都有赛马会的影子。从医院、大学、社
会福利设施，再到公共设施，包括著名的海洋
公园和维多利亚公园、近年的活化建筑地标

“大馆”，以及即将向公众开放的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都由赛马会资助兴建；2003 年非
典之后，赛马会拨款设立了特区政府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针对老年人可能出现的脑
退化现象，成立了赛马会耆智园，推出了多
项脑退化症支援计划……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捐款，更希望得
到社会的共同关注，把社会资源引到香港
真正需要的地方。”陈南禄说。
　　他表示，赛马会将来仍然会积极投身
慈善事业，但他同时强调赛马会需要自强，
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能力去帮助他
人，而新冠疫情，就是赛马会需要面对的一
大挑战。
　　在疫情期间，赛马会首先需要保障员
工和会员的安全，所有的防疫条例都要遵
守，宁可保守一点也绝不冒险。在安全的
前提下，赛马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通
过赛马防护闭环让比赛顺利进行，实现“马
照跑”。
　　“比如我们在数码业务方面也进行了
投入，疫情下很多业务都是在手机、电脑端
完成的，这是我们的应变之一，也是一个自
我提升的过程。疫情下，赛马没有停止，这
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陈南禄表示，赛马会将继续发展公益
事业，为香港出一份力，坚持致力建设更美
好社会的宗旨，“这是赛马会的责任”。
　　“我坚信，香港十年后的灯光会比现在
更灿烂。”他说。
       新华社香港 6 月 21 日电

马儿往前跑，香港向前进
专访香港赛马会主席陈南禄

与 特 区 同 龄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旭）“正是在方舱
医院工地，我认识到了什么叫使命感。”回忆
起参加方舱医院建设，香港土生土长的林倪
盈难掩激动。
　　 2 月下旬，第五波新冠疫情突袭香港。
应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组织力量紧急援
助香港。林倪盈所在的中建（香港）公司受命
承建多所临时方舱医院，刚入职半年多的林
倪盈先后被派到元朗、新田工地做关怀服务。
　　工地上，“抓进度、抢工期、卫香港、战疫
情”“狮子山下、你我同守”的标语随处可见。
建设者们争分夺秒，紧张作业。
　　在工地一角的“幸福小站”，林倪盈和同
伴一起分发物资，慰问工友。“公司为每个项
目设立幸福委员会，负责各项保障。我们的

‘幸福小站’就是工友们的‘加油站’。”
　　疫情急如星火，时间就是生命。工友们
为战胜疫情忘我工作，很多人忙得顾不上吃
一口饭，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林倪盈深受感动，“很多人没时间去剪头
发，我们就学着给他们理发，想着要多为工友
们做些事”。造福香港市民的信念一直鼓舞
着她和伙伴们。
　　中建（香港）2020 年就曾承担过中央援
港项目，这一次公司再度组建“青年突击队”
集结香江，数百名富有应急项目建设经验的

内地员工紧急赴港，冲在抗疫一线。
　　中央和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持，让林倪
盈倍感温暖；而香港工友与内地支援者并肩
奋斗的场景，更深深触动了她的心：“看着他
们，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血脉相连的团结。”
　　林倪盈出生于 1997 年 7 月份，是香港
特区的同龄人。她清楚地记得：回归祖国 10
周年那天，父亲带她去金紫荆广场看升旗，

“国旗冉冉升起时的庄严让我深受震撼”。
　　受到祖父、父亲爱国精神的潜移默化
影响，林倪盈从小就向往着走遍祖国的大
好河山；她喜欢读历史书，对中国近代以来
的苦难铭记在心。
　　中学毕业，林倪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学法律。内地同学的刻苦让她大为吃惊，
图书馆从早上 6 点开门到晚上 10 点关

门，人都是满满的。“他们真的很珍惜学习
机会。”林倪盈说，考试前很多同学还跑到
校外 24 小时开门的咖啡馆“刷夜”。
　　这让从小就一直“轻松学习”的林倪盈
十分汗颜，“我也曾跟着去‘刷夜’，但两三天
就撑不住了，我的同学们却一直在坚持”。
　　林倪盈很喜欢自己的学校，香港 TVB
电视台有个“升学无疆界”栏目，邀请林倪
盈拍 Vlog（视频网络日志）介绍自己的学
校：有好几个菜系的食堂、热门教授的课
堂、学校的林荫道，当然更少不了人头攒集
的图书馆……
　　四年的内地求学，让林倪盈拥有了更
开阔的视野，站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她
参加了校内外很多社团，也参加了许多重
大活动，接触了很多老一辈香港爱国人士。
　　这些经历让她对祖国、对香港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也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回
归祖国 20 周年的时候，我曾代表香港学
生参加庆祝活动，有个表态：要为祖国和香
港的法治建设作贡献。”
　　如今，学成回到香港的林倪盈，在经受
了抗击疫情的考验后，对“责任”二字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要以前辈为榜样贡献香港，贡献祖
国。”她说。

林倪盈：“以前辈为榜样贡献香港，贡献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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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6 月 22 日电（记者苏万明）
25 岁的实习医生李菀容，将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纪念日当天实现儿时理想，正式成为
儿科医生。
　　这位喜欢穿汉服、多次到内地支教的女
孩觉得：“人的一生活得精不精彩，有没有给
别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看重
的。”
　　李菀容 1997 年 2 月出生于香港，与特
区同龄。亲身感受到回归后香港的发展变
化，也经历过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等艰难时
刻，她对香港了解得更深，也爱得更深。“每
当香港遇到困难，大家都共同面对。”李菀
容说。
　　李菀容的母亲是护士，父亲也在医院工
作，非典期间都曾奋战在抗疫一线。非典来
袭时，父母的选择至今让她记忆犹新：一方面
担心女儿无人照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应尽医
护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最终，父母还是义
无反顾走上了抗疫前线。
　　“所以，小时候我就想投身到医护界。如
果香港再有疫情，我也可以站到前面。”就这
样，李菀容选择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医科。
　　经过六年学习，去年 6 月，李菀容顺利
毕业，成了一名实习医生。今年 7 月 1 日，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纪念日当天，她一
年实习期满，即将转正。
　　当儿科医生是李菀容的心愿。“如果我治
愈了一个小朋友，在今后漫长的时光里，他会

演绎出多少人生故事啊！”
　　实习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要留院
工作 36 小时，李菀容搬离了远在屯门的
家，租住在实习医院附近的青年广场公寓。
　　为何选择青年广场？原来，这里留有
李菀容的人生印记。
　　除了立志当好一名医生，李菀容还特
别热衷青年工作。青年广场正是各地青年
到港交流时的“大本营”，她多次在此参加
活动，对它分外有感情。
　　少年时，李菀容就经常参加义工服务。
她觉得除了能帮助人，还可以认识很多人，

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喜欢听
他们讲，那往往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经
历，我能领悟到不少东西”。
　　后来，她干脆当发起人，带领身边的青
年朋友们一起做义工，活动范围从香港慢
慢扩展到内地。她曾多次带香港青年到广
东、广西、安徽、北京等地的一些山区学校
或农民工学校支教。
　　李菀容说自己特别喜欢内地，曾多次
带领香港青年到北京交流。她对故宫附近
一个冰糖葫芦摊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去
北京，一定会去那儿买冰糖草莓吃”。

　　李菀容还非常喜欢汉服，以前经常去
广州拍汉服照。“非常古典，非常可爱，很有
感觉。”翻看着手机里神采飞扬的自己，她
眼里泛着光，“中华文化需要传承。疫情过
后，我还要去拍”。
　　除了拍汉服照，她到广东还有许多事
情想做。她考察了珠海横琴、深圳南山、广
州南沙等地，打算建办公室，发展自己研发
的医护产品、开发盆栽中药。一些朋友已
经在广州南沙创办了基地，她希望更多香
港青年人放眼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5 年前，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时
候，李菀容是香港的“青年大使”。今年，在
回归祖国 25 周年以及自己开启职业梦想
的“大日子”，这位年轻姑娘又为自己设定
了新的发展目标。
　　她说，她要做一名好医生，当有了专业
经验积累后，将来还要在医疗政策领域发
展 。 同 时 ，她 也 很 关 心 香 港 的 房 屋 问
题……
　　李菀容目前已经参加了资优教育咨询
委员会、香港青年协会等团体，将未来发展
定位在宏观政策管理领域。
　　“医生工作之外，我愿意晚一点睡、少
去唱卡拉 OK 、少去游玩，挤出时间做这
些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她的回答
是：香港是我家，我们青年人对这个家充
满信心，要趁青春年华，活出一代人的
精彩。

李菀容：趁青春年华，活出一代人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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