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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家 超： 深 信 大 公 报 会 继 续 担 当 历 史 见 证 者
【大公报】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

活动致辞时表示，从 1902 年创办至今，《大公报》

一直秉持“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精神。

( 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摄 )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亦是《大公报》

创刊 120 周年。《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庆祝仪式今

日 (12 日 ) 下午 2 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

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从

1902 年创办至今，《大公报》一直秉持“忘己之为

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精神，担当时代见证人的

角色，生于忧患，历经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香港回归祖国和国家在 21 世纪腾飞的历史时刻，走

在新闻的最前线，与时代一同前进，可以说翻开《大

公报》，看到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

李家超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未

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深信《大公报》

会继续担当历史的见证者，客观、公正、持平报道“一

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利用《大公报》

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开拓创新的独特

优势，讲好香港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贡献。

李家超指出，香港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地方，媒

体在香港百花齐放，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基本法保障，

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

港的有关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新闻自由空间无限，

且标准与世界先进的地区一致。新闻工作拥有公民

社会力量，因此有重要的社会责任。

“大公报作出专业、公正、持平的报道，已经

历了两个甲子，今年是大公报第三个壬寅年”，李

家超祝贺《大公报》昂然走进第三个甲子，为香港

的新篇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世界的和平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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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 香江亦是故乡
新华社记者陆芸
行走在香港尖沙咀，世界各地的美食令人应接不暇：

西班牙海鲜、泰国咖喱、越南河粉……饮食文化的丰富
多元，是这个国际化都市的鲜明注脚。

在香港，居住着超过 60 万非华裔群体。跨国商人、
外籍佣工、新一代移民……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
了多元文化、青春活力和全球视野。回归以来，香港愈
加国际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扎根安家。

以勤劳融入社会
行山、远足、做义工，在香港生活了 20 余年，巴

基斯坦小伙杜森美已经养成了许多“港式”生活习惯。
杜森美幼年随父亲来港。在学校里，他遇到了许多

少数族裔孩子面临的共同困难：语言不通。
幸运的是，一个服务少数族裔的社会组织主动为杜

森美提供了帮助。“从那时起，我就努力学习，希望有
朝一日可以像他们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其他人。”杜森
美说。

如今，22 岁的杜森美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和英语，
与内地朋友的交流又让他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普通话。语
言的优势帮助他成为公益团体“民族共融关爱中心”的
一名项目主管。在这里，杜森美辅导少数族裔孩子学习
中国语言和文化，帮助他们更好融入香港社会。

杜森美祖孙三代都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杜森美的爷爷就从巴基斯坦来到香港从事物流
工作，父亲也在物流行业摸爬滚打几十载。

杜森美说，爷爷和父亲经常教育他，无论是怎样的
工作，勤劳都是在香港立足的根本。在香港，许多少数
族裔人士与杜森美一样，几代人在港扎根，以香港为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1 年，非华裔人口占香港总人口的 8.4%，比 2016 年
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其中大多是南亚和东南亚裔人士。

为了帮助这些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特区政府与社
会团体一起，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领域为少数族
裔人士提供支援，让他们享有平等机会。

暖心带来归属感
菲律宾人马里茨·马塔 24 岁来到香港，从事家政

服务已有 25 年。这些年来，她先后服务了 5 任雇主，
用攒下的钱在菲律宾买了房，供养着远方的家人。“我
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全家，这让我非常自豪。”马塔说。

几年前，马塔的丈夫查出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
马塔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得知马塔的情况后，她的中国雇主提前为她支付了
长期服务金，还关切地问她是否需要回家看看。这些举
动让马塔很感动，但为了给予家人更多实际的支持，她
选择留下。

今年 6 月，马塔迎来了自己 49 岁的生日。像往年
一样，马塔的雇主买了蛋糕，一家人为她庆生。

多了些温暖，便少了些乡愁。马塔说，香港有着属
于她的许多美好记忆。在这里，她逛过海洋公园，和同
胞一起在公园唱歌跳舞，享受过属于她的青春时光。

如今，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座充满机会的城
市赚到足够多的钱，供丈夫治病康复，供儿子上大学。

在香港，像马塔一样的外籍家庭佣工超过 30 万，
占香港劳动人口的约十分之一。为保障这些外籍佣工的
权益，特区政府不断完善劳工法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让他们在香港找到更多归属感。

共创繁荣未来
说起香港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来自尼日利亚的阿马

科里·杰斐逊毫不犹豫地说：安全。
一身浅灰色西装、一副无框眼镜，64 岁的杰斐逊

坐在位于尖沙咀美丽都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和非洲客
户洽谈着订单。

“中国商品物美价廉，非洲的需求非常大。”杰斐
逊说。他开办了一家物流公司，将中国商品运往非洲大
陆。

杰斐逊 20 年前来到香港，中非之间越来越多的贸
易往来让他看到了商机。他的物流公司的业务从最开始
只出口服装，渐渐扩展到鞋履、珠宝、手机等商品。

在杰斐逊看来，安全是一切的前提。“如果没有安
全，香港经济发展无从谈起。”杰斐逊说。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社会秩序恢复，发展重回正
轨。这为像杰斐逊一样的生意人提供了更加安全、稳定、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闲暇时，杰斐逊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兰桂坊喝点小酒，
也会和本地人踢踢足球。他希望疫情过后可以组织一场
足球赛，非洲朋友和本地朋友都能参加。

在杰斐逊看来，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相信特区政府，
他们为这个家尽心尽力。“我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很高
的期待。”杰斐逊说。

同杰斐逊一样，在香港经商几十载的丹麦商人彼
得·斯坦也早已把香港当作第二个家。在他眼里，香港
的独特优势在于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这也是香港的魅
力之所在。

“香港是拥有超过 8000 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一
部分。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好机会的地方。”斯坦说。

7 月 1 日，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 25 周年纪念日。香
港大学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阎小骏说，香港是东西文
化荟萃之地，以多元文化场景著称。未来香港更加需要
保持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李家超表示，5 年
后，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有活力、有发展机会、
有希望和关爱共融的社会。

在香港尖沙咀拍摄的香港岛。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