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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中國共產黨越強大 港人福祉越獲保障
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在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宣告，
經過全國人民持續

奮鬥，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
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
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邁進。對港人來說，這是令人
振奮的消息。事實上，歷史無數次證明，
中國共產黨越強大，港人的福祉也就越能
得到保障。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香港的回歸

香港是鴉片戰爭後首先被「割讓」的國
土，百多年來見證國家和民族飽受列強欺
凌的苦難。今天的港青生活在物質豐富、
經濟繁榮的香港，若不去了解歷史，便不
能知道今天國家強盛是多麼來之不易。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不
會有香港的順利回歸。新中國成立之後，
有 「鐵娘子」 之稱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
人，以為中方會讓港英繼續管治香港，但
令她想不到的是中國的態度如此堅定，鄧
小平強調： 「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
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
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 在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當年滿清政府
被迫 「割讓」 的國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下，不發一彈便拿回來了。這是歷史大
事，過去長達二、三百年稱霸世界的大英
帝國，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低下了頭。

但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香港問題上，並
沒得勢不饒人，反而將負面的歷史推向正
面方向發展。環顧全球各國戰後發展，充
滿了所謂 「非殖化」 的流血事件，以非洲
為例，許多國家脫離殖民統治後，幾乎沒
一個能逃避戰亂。唯有中國共產黨卻極具
創造性地用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這個模式來處理香港回歸

問題。這個管治模式在近代世界史上突破
了兩大政治困境，一是突破靠戰爭才能解
決主權問題的困境，一是突破資本主義排
斥社會主義的困境。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建立了 「一國兩
制」 模式，向世界證明恢復行使主權可以
用非戰爭的方式，而意識形態的國際對立
關係也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也證明自1997
回歸以來，香港原有制度保留不變，原有
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也如常，而每每遇到困
難，中央第一時間主動出手援助特區。從
應對金融風暴、沙士疫情，乃至是前年的
「修例風波」 ，中央都無時無刻不支持香

港。因應香港出現的亂象，中央主動出手
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其根本目的是要維護
「一國兩制」 ；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增

加代表性，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以
實現良政善治。結果在中央協助下，香港
很快從暴亂中恢復過來， 「一國兩制」 得
以更健全發展下去。

在涉及香港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成

功將英國負面的香港歷史轉化為正面的發
展，這本是造福世界的好事。但美國人不
樂意了，在一些美國政客眼裏，一旦讓
「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中國共產

黨不但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崇高地位，同
時也會在世界心目中贏得崇高地位，這不
利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更不利其環球霸
權，於是想盡辦法要破壞 「一國兩制」 的
實踐。從早年的反 「國教」 事件，到2014
年的非法 「佔中」 ，及前年的 「黑色暴
亂」 ，背後都能看到美國的陰影。

國家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

樹欲靜而風不息，總有人見不得香港
好、見不得中國好。但世界大勢已經變
了，東升西降，美國獨霸的時代已經一去
不復返。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大會上指
出： 「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
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
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

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這句話鏗鏘
有力，振聾發聵，是對一切試圖遏制中國
崛起的外國勢力的強大震懾！

過去一百年，書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
最輝煌的篇章。身為中國人，香港同胞深
切感受到了國家強大的重大意義，深切感
受到民族振興的歷史意義，更深切感受到
身為中國人的自豪與榮光。香港年輕人，
要認識過去的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現
在。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 「新時代的
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
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

歷史一再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
香港利益的最大守護者，也只有中國共產
黨才能維護港人最根本最切身的利益。簡
而言之，中國共產黨是香港前途與命運的
守護者與推動者。中國共產黨越強大，港
人的根本福祉也就越能得到維護！

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中國年輕人：對自己有信心，對國家有信心（下）
移動互聯網不僅

具有強大的經濟影響，社
會影響更是不容小覷，極
大地幫助解決中國社會關

注的眾多問題。環保是最矚目的例子。在
去年11月的一次直播中，李佳琦突然呼籲
觀眾退出直播間，參與快遞紙箱回收活動，
將快遞紙箱投入到全國7萬餘個快遞驛站和
網點，進行回收再利用。這一賣貨的中斷，
使這位網絡明星損失了數千萬的營業額，
但它產生的社會效益難以估量。

這體現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與進
步。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正在追求更健康、
更環保的生活方式，對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烈熱情，已經開始
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年輕的中國網民對
破壞森林的新聞感到怒不可遏，對正在雲
南遷徙的大象的命運也非常關心。這種對
低碳生活的追求，還催生了一大批推廣共
享單車的初創企業，意外地使 「單車王國」
的盛況在當下復興。

匯聚貢獻國家的強大力量

年輕人的熱情與國家戰略不謀而合：
2020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努力爭
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伴隨着國家主席
的發言，中國的 「十四五」 規劃對實現綠
色發展和低碳化進行了全面部署， 「碳中
和」 迅速成為各行各業的流行詞。

從國有企業到民營科技巨頭，中國企
業紛紛響應，制定了自己的節能減排目標。
科技巨頭阿里巴巴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一
款獎勵用戶採取低碳行動的應用──螞蟻
森林，目前已經吸引了超過5億用戶，種植
了2.23億棵樹。騰訊今年1月宣布了其碳中
和計劃，重點關注數據中心的能源效率。

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報名成為志願者，
前往中國西部的荒漠植樹種草，或是在家

門口的垃圾箱前站崗，勸導居民進行垃圾
分類。這些志願者中絕大多數都還是學生。
顯然，中國年輕人更傾向於通過實際行動
來保護環境，而非通過高喊口號。

他們還通過科技賦能環保事業。2017
年，還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柳濟琛和夥伴們
開發出了一款名為 「光盤打卡」 的程式。
可以通過程式對餐盤拍照識別，如果食物
沒有浪費、是 「光盤」 ，用戶就能獲得積
分獎勵，可以用來進行公益捐贈。為了提
高程式的識別效率，柳濟琛和夥伴們花了
半年多的時間，去了十多個城市、採集了
10萬個樣本，終於在2018年10月推出了 「光
盤打卡」 的正式版本。上線兩年，程式已
經收穫了超過200萬名用戶，記錄了超過900
萬份 「光盤」 ，相當於節約糧食340多噸。
2020年9月，柳濟琛被聯合國任命為可持續
發展目標青年領袖。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18年12月發
布的報告，在18至69歲的中國人中，有
38.2%的人曾經有過志願服務經歷，有
25.5%的人近一年來參加了志願服務活動，
被稱為活躍志願者。這意味着中國18至69
歲的人群中有近4億人參加過志願服務。調
查還發現，中國人最熱衷參與的志願服務
依次是：關懷老年人、保護環境和關愛兒
童。從 「50後」 到 「90後」 ，越年輕的一
代中，活躍志願者的比例越高。近600萬名
青年志願者專門照顧殘疾青少年和父母在
外打工的 「留守兒童」 ，490多萬名青年志
願者參與了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抗震救
災，參與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G20杭
州峰會等大型賽會和重要活動的志願者更
是數以百萬計。

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意識到，自己
有能力改變社會，無論是通過到偏遠的農
村去幫助當地人，還是在疫情時期為有需
要的人募捐口罩。這種對自己、對社會、
對國家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是一股強大

的力量。
中國的年輕人當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一些人受到環保主義、女權主義、新消費
主義和其他運動的影響，他們在影響力廣
泛的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上並不缺少擁躉。
但更多的年輕人，相信通過現有的渠道可
以順利地解決問題。

2020年11月，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的
陳思怡給校長信箱寫了一封信，請求增加
圖書館大廳陳列的女性名人肖像。當時圖
書館的肖像有康德、黑格爾、笛卡爾，卻
沒有一幅女性的身影。

10天後，陳思怡收到了校長信箱的回
覆。回信解釋了名人肖像沒有女性的原因，
並表示計劃加入居禮夫人、海倫．凱勒、
冰心、李清照、吳健雄和洛夫萊斯伯爵夫
人的肖像。最後一個名字陳思怡不認識，
她馬上去查，發現對方是史上最早的電腦
程式設計師之一。這讓陳思怡頗感驚訝，
因為在傳統觀念中，這個職業是男性主導
的。2021年3月8日婦女節，經過校內投票，
共有16名女性入選肖像增加名單，她們的
肖像已經在繪製之中。

這樣的故事不僅僅發生在大學校園之
中。中國人對民主政治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們認為，協商民主、全過程民主，通過
各種渠道參與政府決策、群眾協商和群眾
監督，比議會裏的辯論、攻訐和投票表決
更有意義和價值，也更符合中國人以民為
本、貴和尚中的傳統價值觀。早在抗日戰
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出了 「為人民服務」
的思想，它至今仍寫在中國首都的心臟，
被中國共產黨奉為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

「為人民服務」 也是今天無數中國人
的口頭禪，這表明它絕非僅是口號，而是
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項實實在在的重要原
則。 「12345熱線」 是中國各級政府的服務
平台，提供7×24小時的全天候人工服務，
市民們遇到一切煩心事，從突然停電到住

宅區年久失修，再到社區幼兒園學位不足，
都可以向它投訴或者求助。

不論是誰，在撥打電話投訴後，一般
幾個小時內就會有人主動前來聯繫、了解
具體情況，之後幾天裏，還會接到更多的
電話，有人專門回訪詢問問題是否得到了
解決，對公務員們的服務是否滿意，如果
不滿意，還可以撥打另外的熱線投訴他們
「不作為」 ……在電話的另一邊，公務員
們面臨着相當大的壓力，因為不僅有專門
的部門監督他們解決問題，而且每個月的
投訴數量和解決問題的數量都是公開披露
的，如果解決率不是100%，他們的壓力會
更大。當然，為人民服務也會帶來巨大的
榮譽感：中國市民會向給予他們巨大幫助
的公共機關贈送錦旗，這是一種用紅色綢
緞製成的旗子，用來表示敬意和謝意。

和全世界的年輕人一樣，社交媒體也
是中國青年的 「主場」 。除了微博外，中
國年輕人還擁有 「嗶哩嗶哩」 （ 「B站」 ）
這個平台──它被稱為 「中國的Netflix」 ，
但它擁有 「彈幕」 這一獨一無二的功能，
觀眾可在觀看視頻時實時發送文字進行評
論。 「彈幕」 一多，滿屏的文字足以遮住
畫面。才華橫溢、精力充沛的網友會就社
會熱門話題製作視頻（效果類似於脫口
秀），觀看量動輒以百萬計。年輕人可以
在這裏直抒胸臆，盡情表達。觀看這些言
論的人，有時則需要堅強的神經。2021年
5月4日，青年節當天，騰訊公司的公關總
監在微博上抱怨 「青年們正在睡覺」 ，結
果賬號被幾萬條憤怒的評論和轉發淹沒。

這位企業高管的遭遇說明，當代中國
青年對 「不努力」 之類的指責非常敏感。
相較於父輩，Z世代的中國青年的壓力並不
小。社會快速發展，行業面臨競爭，類似
「佛系」 「躺平」 的概念，一些年輕人用
來自嘲、宣洩和調整，但並不意味着他們
真的 「躺下」 了。

一樣的語言，在不同場景下，意思是
有區別的。年輕一代中國人大多來自獨生
子女家庭，相對於他們的長輩更以自我為
中心，對壓力更敏感，並不像父輩那樣極
其推崇奮鬥、忍受和犧牲等 「美德」 ，更
喜歡通過暫時的 「躺平」 來釋放壓力。不
過，仔細研究那些帖中的留言可以發現，
這種 「躺平」 更多是說說而已：中國千禧
一代和Z世代雖然自稱是 「躺平哲學」 的忠
實粉絲，但都承認，他們只把暫時的 「躺
平」 當作短暫的休息， 「逃跑是沒有用的。
我早晚都得 『站起來』 面對現實。」

「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中國年輕人展現的精神面貌，絕不
是消沉頹廢。」 中國最受歡迎的短視頻分
享平台之一── 「快手」 的人力資源人員
孫文雯說： 「比如在我們辦公室，儘管很
多年輕人經常說想辭職，回家靠父母養活，
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停止手頭的工作。儘管
工作壓力大，但他們仍在積極地走出舒適
區，承擔更多的責任。」

畢竟，中國的年輕人很清楚，隨着全
球化趨勢的變化，當前世界各國的青年都
面臨着更加嚴峻的挑戰，而中國也在不斷
努力，為青年的發展創造更加舒適的環境，
提供更多的渠道和平台。多項調查表明，
很多年輕人了解中國在2035年和2050年的
發展目標，這並不全是因為媒體的宣傳，
而是因為這一代中國年輕人的成長，從二
十歲到六七十歲，人生的黃金期不可避免
地與這兩個目標實現的時間高度重合。因
此，個人發展與國家前景緊緊聯繫在一起。
他們將親自見證、親手實現 「全面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目標。而幸福，是
奮鬥出來的。他們從中國的發展過程和身
邊人的經驗中得出了這一結論。

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慶祝中國共產
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
上，習近平總書記莊
嚴宣告，經過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持續奮

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
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
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
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這是習總書記發出的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前進的總動員令。

繼續為國家發展作貢獻

過去這個一百年，中國經歷了外強凌
辱，山河破碎；經歷了血肉築成長城，紅
旗遍插國土；經歷了和平發展，改革開放。
其間可歌可泣的故事，起伏跌宕的經歷，
為下一個百年鋪陳堅實大道，提供寶貴經
驗。這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

人民進行的奮鬥，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下一個百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一百周年。到2049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現
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從第一個百年到第二個百年期間，香港
將迎來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的時
間點。

第一個百年，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
融入了中國共產黨這部壯麗史詩， 「一國
兩制」 事業成為其中的華彩篇章。那麼，
在第二個百年的道路上，香港將會扮演什
麼角色？會怎樣發展？我們從現在起就要
思考並行動。當 「一國兩制」 五十年的節
點到來之後，我們能否驕傲地說， 「一國
兩制」 實踐完全成功，香港順利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重拾東方之珠光彩；同時香港
依然以其獨特的優勢，為國家發展、為國
家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作出獨一無二的貢
獻？

這些年，習總書記多次提出，希望港
澳同胞積極投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並同時為港澳創造新的輝煌。2018年在會
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
年訪問團時，習總書記更是提出了四點具
體希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
開放；二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三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
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
流。

香港回歸二十四年來， 「一國兩制」
實踐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教訓需要汲取。
其中重要的教訓是，發展進步需要穩定安
全的社會環境，需要全社會團結齊心，需
要香港社會對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有一個
準確客觀的認識，自覺將香港前途與國家
前途繫於一體。

為了避免2019年暴力事件重演，中央
出手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之後就特區選舉
制度進行完善，給香港發展帶來撥亂反正

新局面，這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里程碑的
意義。

但是，改變香港政治生態不能指望一
蹴而就。剛過去的7月1日，香港鬧市發生
「孤狼」 刺警後自殺的案件。這名兇徒在
網上被美化為 「義士」 ，有人甚至帶着稚
子給兇徒 「獻花」 。事件警醒我們，要鞏
固和發展國安法和新選制帶來的新局面，
還會面臨不少艱難和阻力。

須鏟除危害國安的土壤

在法律昭昭下， 「孤狼」 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造成 「孤狼」 的環境土壤。而要
解決這個環境土壤，必須從人心入手。這
將是一個細緻漫長的工作。

這意味着，香港能否在第二個百年中
再續華彩篇章，至為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解
決好安全與社會穩定，解決好人心所屬問
題。這既是階段性的重任，也是香港順利

發展的長期課題。習總書記在 「七一」 慶
祝大會上特別強調： 「落實中央對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
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

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抓住了香港發展
之綱。沒有安全就沒有發展，就沒有人的
安居樂業。中外無數事實反覆證明着這一
真理。

香港是成為第二個百年的助力，再續
華彩篇章，還是 「阻力」 ，最終令自己淪
為二三流的城市，這個主導權，其實是掌
握在我們自己手上。鏟除危害國安港安的
土壤，培育市民愛國守法意識，尊重國家
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我們的這個主導權才
能得到充分有效行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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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與國家前途繫於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