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
割，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流出一首讚
歌……」為慶祝特區成立20周年， 「
中國三大男高音音樂會」五月八日在
香港文化中心上演。莫華倫、戴玉強
和魏松三位歌唱家以一首《我和我的
祖國》開場，繞樑歌聲技驚四座。此
次音樂會是香港歌劇院與香港北京交
流協進會合辦，身為香港北京交流協

進會會長的施榮懷表示，除慶祝回歸
，他更想的是讓香港年輕人擴闊視野
，正面認識國家發展。

辦音樂會 軟性國民教育
憶述音樂會的籌備過程，施榮懷

坦言： 「初時好驚沒人要看，始終不
是每個人都喜歡欣賞歌劇，但想不到
最後一票難求，甚至散場後仍掌聲雷

動。」他笑說，三位歌唱家於晚上九
時半結束演唱，但觀眾久久不願散場
，連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都主動問
到： 「這麼早結束？」好在三位男高
音早準備四首Encore，為演唱會畫上
圓滿句號。

除了當日的演出之外，施榮懷還
邀請莫華倫與中學生交流，選曲時更
主動提出滲透些港人熟悉的大眾歌曲
，如《獅子山下》、《同舟之情》等
，令港人有所共鳴。他形容，這是相
對軟性的國民教育，希望年輕人從這
方面認識國家更多，又指三位男高音
精通五國語言，與不同國際知名男高
音合作，屬於國家級文化品牌， 「中
國人國際化程度日漸提升，更可於全
球藝術界打響名堂，香港人必須認識
多點，擴闊自己眼界。」

回歸二十年，施榮懷認為，人心
仍未完全回歸，部分人甚至對國家、
「一國兩制」抱有錯誤看法。他希望

港人要正面認識和了解國家的發展，
建立對民族及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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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質品牌
施榮懷籲把握祖國發展機遇

專訪
大公報記者

李淇

回望香港回歸以來的歷程，全國政協
委員、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懷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表示，20年間香港經濟起
伏不定，但慶幸是每當香港出現問題時，
中央政府都會想盡辦法全力支持。展望未
來，施榮懷看到了更多 「背靠祖國」 的機
遇。他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把握時機與國
家 「一帶一路」 及大灣區發展的戰略配合

，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這 「優質品牌」 。

促兩地交流 港人留名水立方

讓年輕人擴闊視野 正面認識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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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施榮懷擔任了三屆北
京市政協委員，為京港交流做了大量
工作，而最令他難忘的是成功協助推
動港人捐資興建北京 「水立方」，令
時至今日， 「水立方」留名牆上仍有
香港人的名字。

被大家稱為 「水立方」的國家游
泳中心是為北京奧運而新建的體育場
，也是眾多京奧比賽場館當中，唯一
由港澳台人士及海外華僑華人捐資建
造的場館。2006年，在施榮懷的牽頭
下，香港中華廠商會主辦的 「工展會
」和北京奧組委合作，特設 「工展迎
奧運」主題專區，並推廣讓香港市民
出資 「共建水立方」的活動。在短短
20多天的活動中，逾26萬名香港市民
熱烈響應，成功籌得近300萬港元。
施榮懷還記得，當年工展會讓市民於
乒乓球寫上對奧運的祝願，再放入透
明輸送帶一球球傳上特製火炬當中，
「每日我都會看看乒乓球會增加多少

，這是一個很好的國民教育，每一球

、每一元都是對國家的支持，這意義
是重大的。」

讓本地品牌首都展示
施榮懷推動京港交流合作的另一

成果，就是有份促成工展會在回歸20
周年之際首度於北京亮相。他表示，

今年是回歸20周年，廠商會希望藉此
難得的機會，讓本地品牌到首都展示
。他強調，在內地舉辦工展會極具意
義，凝聚香港商人走進內地市場，認
識不同城市的消費模式、品味，有助
改善品質及打造優質品牌，未來他們
會繼續將工展會擴展到不同城市。

▲施榮懷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把握時機與國家戰略配合，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這 「優質品牌」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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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風雨兼程，與許多港人一樣，施榮懷對 「
沙士」一役記憶猶新， 「當時香港好似變了死城，
看不到明天，心情真的非常沉重。」但令施榮懷倍
感慶幸的是每當香港出現問題時，中央政府都會
想盡辦法全力支持： 「背靠祖國是一件很安心的
事。」

大灣區發展「近水樓台」
隨着國家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及粵港澳大灣

區計劃出台，施榮懷看到了更多 「背靠祖國」的機
遇。 「香港是國家手上的一張王牌。」施榮懷形容
，香港不但背靠祖國，同時面向世界。他認為，光
靠民間力量是無法好好地配合國策，內地不少企業
經已於 「一帶一路」中發展兩至三年，但香港仍在
摸索中，沒有實戰經驗，未來政府必須 「先行先試
」，積極帶領香港走出去。

施榮懷認為，今屆政府在 「G to G」方面相
對積極、務實去推進，但參與力度可再加強。他強
調，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來不易，新一屆政府必須
繼續穩固經濟，把握時機與國家對外發展戰略配合
，提升自己的 「優質品牌」。施榮懷指出，國家出
台了許多政策支持 「一帶一路」，但香港企業家不
清楚能否享受同等優惠，又或是去新疆、寧夏等地
區開辦企業，有沒有提供稅務或運費補貼等。他希
望，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可於聯通披露上多做點
工夫，廣泛發布信息予工商界。

至於大灣區發展方面，施榮懷認為，香港有 「
近水樓台」之利，可打造高水平及有質素的創新產
業，惟單靠民間企業難與內地合作磋商，希望政府
加快與大灣區各省市政府直接打通發展的道路， 「
科技這東西與政治一樣，一日都嫌長，就如落馬洲
河套，你不可以讓一塊土地等五年時間變成熟地，
有些東西應該推動得更快。」

京港同是國家「名牌」
施榮懷又指出，香港創科發展上擁有優勢及良

好條件，而北京有中關村這個 「中國硅谷」，他看
好京港未來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合作。不過，港人要
將品牌打入北京的門檻甚高，正因如此，施榮懷
2015年創立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協助本港中
學、大專院校及初創企業的年輕人赴京交流。 「今
年暑假我們會安排30位大學生去北京不同民企、國
企機構實習，七月中也將促成香港約四、五十名中
學生，到北京與當地頂尖創客互相交流，甚至組隊
比賽。」在施榮懷看來，京港同樣都是國家的一塊
「名牌」， 「北京是首都，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強強合作，會有無限機遇。」

恆通資源集團辦公室中掛着一幅幅國
畫及書法，滲着濃厚書卷味，其中不少作
品都出自於施榮懷父親、香港著名企業家
及書法家施子清手筆。施榮懷坦言，父親
樹立正面的儒商形象，大大影響到施家四
兄弟待人接物的態度。而與父親一樣，施
家兄弟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施榮懷說：
「我們幾兄弟互相之間也會影響彼此，有

趣的是我們會互補，個個公職都不一樣，
於各自領域上各司其職。」

四傑各施其職

▲施榮懷年輕時參與家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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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時，施
榮懷正在美國讀大學，當時有同學問他是
否擔心中國收回香港。 「我好直接地講，
這個土地是中國的，到今日可以展開回歸
祖國的程序，我是好開心的。」

回歸20年，被問到要送一首怎樣的歌
給香港人，施榮懷說： 「我會選擇盧冠廷
的《快樂老實人》，因為開心很重要。」
他指出，以前香港社會沒有這樣多政治爭
拗，希望港人少點爭拗，多點快樂，相信
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快樂老實人》少點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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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施榮懷（左）與施榮恆兩兄弟齊獲
頒銅紫荊星章

▲

董
建
華
（
左
四
）
和
施
榮
懷
（
右
二
）
與
中

國
三
大
男
高
音
等
合
照

▲施子清（中）的為人處世之道深深影
響了施家四兄弟：施榮忻（左一）、施
榮懷（左二）、施榮怡（左四）和施榮
恆（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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