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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回归
跟随国家的脚步，

就能达至共同的愿景
羊城晚报： 您如何看待澳门

回归2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变化？
何超琼：澳门回归经历了适

应和建设期，现在进入了成熟发
展阶段。 澳门酒店设施靓丽，聚
集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才。
在“十三五”后，澳门迎来了新
局面， 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 此时此刻，站在回归20周年
的节点上，我们更清楚该如何为
实现20年后的更大发展做好准
备。必须大力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化，不能再过度依赖过去的博彩
业。 这意味着不止要建更多酒
店、 娱乐设施， 还要向会议展
览、 旅游文化等配套产业发展。
政府、 企业都要大力投放资源，
助推创意产业。

我们的娱乐酒店在8年前就
注重把文化带入澳门，跟欧洲各
国的文化部、国际知名的博物馆
及世界级艺术家合作做定制展
览。我们要做的不止是花钱把艺
术品买回来， 更多的是原创，为

澳门带来艺术氛围，让艺术成为
澳门跟大湾区旅游联动的文化
纽带。 这是最近5年与以往相
比，比较明显的区别。

羊城晚报： 澳门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您有什么切身体会？

何超琼：澳门并不是一个特
别大的经济体， 却有特殊的位
置。 澳门回归后的发展有目共
睹。澳门是真正融入了国家的发
展大局，也享受到了国家发展的
成果。 在特区政府领导下，民众
感觉到自己是获得者。澳门人非
常明白国家对澳门的重要性。现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澳门更加
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获
得更大的发展潜力。

我作为投资者，在过去20年
一步一个脚印走来， 直接体会
到：跟随国家的脚步，就能达至
共同的愿景。 无论是政府、商界
还是社会， 与国家有充分共识，
做起事情来就更有稳定性。

谈发展
让更多新事物、新

思维在澳门做试点
羊城晚报：您认为澳门应如

何融入大湾区发展？
何超琼：大湾区已有非常好

的蓝图，在大框架下还需更深入
探讨11个城市如何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澳门是以旅游休闲作
为支柱产业， 并形成“旅游＋”
的经济体系。澳门可以在湾区里
担当“缝合作用”， 不光是推动
自身旅游经济发展，更可与大湾
区其他城市联成网络。澳门与大
湾区其他城市同根同源，岭南文
化的底蕴渗透于艺术、餐饮等各
个方面，大家可以在诸多方面寻
找合作点。

大湾区从提出概念到建成
港珠澳大桥、交通路网，形成了
近1亿人口的生活圈。 如何集聚
力量？ 我认为澳门极有潜力。

澳门的经济规模不像广州、
深圳、香港那么大，但澳门很灵
活，有活力，可以让更多新事物、
新思维在澳门做试点。 澳门能

“先行先试”，但不会偏离自身特
定的角色，只要我们围绕自身定
位，发挥好自己的角色，自然就
会有收获。 澳门要与大湾区内的
10个兄弟姐妹良好好互互动动，，共共同同打打
造造““大大湾湾区区家家族族””新新篇篇章章，，成成为为全全
球最有发展潜力的湾区。

在澳门有一个独特的居民
群体， 他们是葡萄牙裔人士及
其后代，在澳门土生土长，扎根
定居，被称为“土生葡人”。

施绮莲（Maria� Edith� da�
Silva） 就是土生葡人的一员，
今年76岁的她不仅见证了澳门
数十年的变迁， 而且在澳门即
将回归中国的上世纪90年代，
大多数土生葡人对“一国两制”
存在问号的情况下， 施绮莲也
十分坚定：“因为我深信这个制
度一定可以。 ”

不甘当“文盲”，
努力学习中文

“我一辈子的工作从未离开
过澳门，在教育界为澳门市民服
务了40年。 ”作为上世纪60年代
第一个获得中文文凭的澳门葡
裔女居民， 施绮莲既当过教师，
也在教育部门担任过司长。

施绮莲父亲是澳门知名葡
裔商人施利华，家族七代人都生
活在澳门。 虽说母亲是中国人，
但对于她与绝大多数土生葡人
来说，中文只会讲，不会看，不会
写。 能在那个年代获得中文文
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施绮莲向记者回忆起学习
中文的小插曲：当时，葡萄牙汉
学家高美士组织中文兴趣学习
班，她修读小学中文课程，遇到
学习困难想放弃的时候，高美士
问她：“你甘不甘心在你出生的
地方是一个文盲？ ”施绮莲疑惑：

“我读到中学， 怎么是一个文
盲？ ”高美士说：“你去澳门街头
走一圈，看街道名、店铺名，你看
不看得懂？ ”于是施绮莲在街上
转了一圈， 发现真的不认识，自
此就在学习中文上下了苦功。

正由于施绮莲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她被任命为澳葡政府教
育司私校辅助处处长，承担起澳
葡政府时期官校与私校的联系。

奉献40年， 见证
澳门教育腾飞

作为一个从澳葡政府过渡
至澳门特区政府的土生葡人，施
绮莲见证了这数十年来澳门的
变化和成长，她直言尤其是回归
后澳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完全超出了想象”。
施绮莲说， 在1982年澳葡

政政府府成成立立教教育育司司私私校校辅辅助助处处之之
初初，， 政府对私校可谓是一无所
知， 而当时私校占澳门整体学
校的比例超过9成。“当时我手

上只有一份私校名录， 上面仅
有学校名称、 地址和校长的电
话，他们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
等都是不了解的。 ”

施绮莲用了将近4个月走访
80所私校，发现私校办校条件是

“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师
资待遇， 当时菲佣都有400元一
个月，而私校老师只有600元。有
老师兼两份工作， 白天做老师，
晚上开出租车。 ”施绮莲记得一
位教会学校的神父对她说该校
不请男教师，原因是“男教师靠
这个工资养不活家庭”。 当时私
校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很差，80%
私校教师都只有中学学历。

施绮莲说， 她于1995年下
了很大苦功， 才将部分私校纳
入6年免费教育网中，而澳门特
区政府成立后， 一口气将所有
私校都纳入免费教育网， 而且
还是免费教育15年。

如今， 澳门的教育蓬勃发
展。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了2018年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 （PISA2018）测试结
果，澳门排名第三，这正是澳门
教育界“大跳跃”的最佳印证。

越来越多土生葡
人选择扎根澳门

施绮莲说， 在澳门即将回
归中国的时候， 很多土生葡人
对这个从未有过的“一国两制”
怀有疑问， 大家都面临去与留
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澳门。 ”1997年，施绮莲加入立
法会， 成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委员，“我参与了相关立法的全
过程，我很明白‘一国两制’的
内容， 也认为这个制度是可行
的。 现在也证明了的确可行。 ”

施绮莲说， 澳门回归前和
回归后，她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受
到影响，大家都彼此尊重，她在
澳门生活得很舒心：“回归几年
后，很多曾经选择回葡萄牙的土
生葡人，也都逐渐回来了。 ”

澳门为何能让这些土生葡
人有家的感觉？施绮莲认为，澳
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是让土生
葡人愿意扎根的最大理由：“澳
门这几百年最大的优点就是不
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都可以
在澳门和谐共存。 比如我在葡
文学校的时候， 全校630个学
生，就有26个不同国籍。 ”

如今，澳门回归20周年，越
来越多的土生葡人选择加入中
国国籍，开始新的生活、工作和
学习。 文/图 杨雪薇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扎根澳门 见证腾飞
土生葡人施绮莲：

如果从太空俯视地
球 ， 粤港澳大湾区必是
蓝色星球上灯火最璀璨
的一颗明珠 。 大湾区是
“澳门女儿 ” 何超琼出
生 、成长 、工作之地 ，亦
是她半世纪人生的根基
所在 。

何超琼笑称自己不
仅是土生土长的大湾区
居民 ，更是 “大湾区交
通达人 ”。

去年港珠澳大桥开
通后 ， 每两三天她必会
经过一次 ， 而她往来湾
区的交通工具还有 “喷
射 飞 船 ”、 直 升 机 、 高
铁 、城轨 。 澳门 、香港 、
广 州 、 珠 海 横 琴 是 她
2019 年以分钟计算的
行程中 ， 穿梭最多的四
座城 。

澳门回归 20 周年
之际 ，信德集团行政主
席 兼 董 事 总 经 理 何 超
琼 接 受 了 羊 城 晚 报 记
者专访 ，畅谈对澳门的
深 厚 感 情 ，畅 谈 “ 爱 国
爱港爱澳 ”家训的传承
以及澳门如何融入大湾
区发展 ， 推进经济适度
多元化 。

“站在回归 20 周
年的节点上 ， 我们更清
楚要如何为实现澳门下
一个 20 年的更大发展
做好准备 。 ”何超琼说 。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宋金峪

1999年对当时37岁的何超
琼有特别的意义。

从1999年起，何超琼开始担
任家族企业信德集团董事总经
理，至今已整整20年。

那一年， 澳门港澳码头，父
亲何鸿燊出席由她一手创立的
“喷射飞航” 新船下水礼。 照片
中，何超琼穿着“文艺范”的奶茶
色高领短袖毛衣， 戴着金色项
链， 笑靥如花，78岁的何鸿燊站
姿笔直，右手搭在爱女肩膀上。

“喷射飞航”是何超琼进入家

族企业后第一个独立承担的项目，
是当时唯一提供24小时来往港澳
的渡轮服务，正是从那里，何超琼
看到了从港澳到珠三角，直至如今
大湾区的互联和交通的重要性。

也是在1999年， 何超琼亲历
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瞬间。

何鸿燊曾说人生最难忘的
两个瞬间之一就是澳门回归那
一刻，一生最中意被人称为“爱
国资本家”。 何超琼见证了父亲
在澳门回归前后的投入与干劲。
在父亲“要站更高看更远”的教

导中，她看到了回归后澳门既连
通内地、传承古今，又面向大海、
拥抱世界的独特优势。

20年弹指一挥间。何超琼用
时间、实力证明了自己，同时也
传承了父亲“爱国资本家”的情
怀，把对澳门醇厚深远的感情融
进了人生， 深信有国家就有澳
门。 11月22日，就在父亲何鸿燊
98岁生日的前三天，何超琼从澳
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手中接过澳
门旅游功绩勋章，表彰她为推动
澳门旅游发展做出的贡献。

荩马有礼

荩何超琼

荨施绮莲

“我作为投资者 ，在过
去20年一步一个脚印走
来 ，直接体会到 ：跟随国
家的脚步 ，就能达至共同
的愿景 。 无论是政府 、商
界还是社会 ，与国家有充
分共识 ，做起事情来就更
有稳定性。

爱 国 爱 澳 是 澳 门 的
光荣传统 ，也是全社会的
共识。 ……如果我们做出
了 一 些 成 绩 也 是 应 该
的 。 荣耀属于国家 、属于
澳门 。

“
”

我参 与 了 相 关 立 法
的全过程 ，我很明白 ‘一
国两制 ’的内容 ，也认为
这个制度是可行的。 现在
也证明了的确可行。

“
”

”

———马有礼

———何超琼

———施绮莲

澳门各行各业都在
不断向前

羊城晚报：怎样评价在 “一国
两制”下，澳门回归 20 年的发展？

马有礼： 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
年，澳门社会都在热烈庆祝这个大
喜日子。 记得回归之初，澳门财政
滚存及盈余仅为 24.5 亿澳门元，
土地基金 99.95 亿元，是澳门第一
届政府的启动金。 回归不久又遇到
国际金融风暴，第一届政府开局困
难重重。 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 两任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
与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创造了澳门
发展奇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长足
发展。

现在澳门人均收入位居世界
前列， 政府财政储备超过 5000 亿
元， 实施 15 年免费教育， 失业率
1.9%，人均寿命 84 岁。 各项社会
民生长效措施有序推进，这些进步
和成就得益于国家支持澳门发展，
亦证明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
功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更为澳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
的空间。 我认为，澳门成功实践“一
国两制”的最宝贵经验，就是全面
准确实施和真心拥护宪法及基本
法，并始终保持和国家的紧密互动
与融合，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
特优势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
从而实现了澳门的稳定和繁荣。

羊城晚报：您对澳门近 5 年的
变化怎么看？

马有礼： 澳门近 5 年社会稳
定，经济平稳发展。2013 年至 2018
年，博彩业增加值占澳门整体经济
增 加 值 的 比 例 从 63% 下 降 到
50%， 澳门的其他行业在不断向
前。 如中小企业与澳门的大型企业
合作，拿到不少采购订单，还有一
些中小企业利用澳门和内地优惠
政策，到横琴和大湾区发展，他们
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都大了许多。 又
如，过去的大型建筑都是以博彩业
为主，现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
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大楼在澳门落
成，不仅为“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

的与会国提供经贸、金融、旅游、教
育及文化平台，也为内地企业提供
服务的平台。

澳门敞开大门欢迎内地企业
家到这个平台参观考察，建立与葡
语系国家的经贸联系。

爱国爱澳既是光荣
传统，也是社会共识

羊城晚报：澳门中华总商会在
回归 20 年的繁荣发展中起到哪些
作用？

马有礼：澳门中华总商会是一
个爱国爱澳的民间工商社团，成立
于 1913 年， 至今已有 106 年的历
史。 回归 20 年，澳门中华总商会所
担当的角色也在转变中。

回归前， 澳门中华总商会一直
是澳门华人社会与澳葡当局的沟通
桥梁，积极参与澳门平稳过渡、顺利
回归祖国等。回归后，澳门中华总商
会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配合澳门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 在做好工商界爱
国爱澳的基础上， 根据内地改革开
放需要，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支
持国内经济建设。 得到国家的高度
评价和澳门社会普遍认同。

随着内地与澳门经贸往来日趋
频密， 澳门中华总商会与粤港澳的
主要商会自 2003 年建立起“商会
高层圆桌会议”机制，每年一次轮流
主办， 对促进三地的经贸合作往来
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也就
大家共同关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深入探
讨。 去年，我们先后组团去葡萄牙、
英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大湾区多
个城市进行参观考察， 并派员出席
在瑞士、法国、新加坡等地举行的世
界商会会议， 宣传推介澳门的良好
投资环境和平台优势。

羊城晚报： 站在澳门回归 20
周年的历史节点 ，怎样理解与继承
爱国爱澳的情怀？

马有礼：爱国爱澳是澳门的光
荣传统，也是全社会的共识。 例如，
澳门中华总商会就是一个有着光
荣传统的爱国爱澳社团。 上世纪
40 年代末，何贤、马万祺、崔德祺、

许世元、崔乐其等爱国人士带领澳
门中华总商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政治上旗帜
鲜明， 坚定不移走爱国主义道路。
不仅团结澳门广大商界、 维护商
界合法权益， 更为澳门市民福祉
出钱出力、排难解纷，特别是与澳
门的劳工界关系密切，互相帮助，
在维护澳门稳定发展等方面起了
重要作用。 我们都是澳门社会的
一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
为澳门服务。 如果我们做出了一
些成绩也是应该的。 荣耀属于国
家、属于澳门。

建黄茅海大桥与港
珠澳大桥连起来

羊城晚报：作为全国政协常委，
您今年提出了 《关于加快黄茅海大
桥建设， 推进港澳与粤西部融合发
展》的提案。 为何会写这个提案？

马有礼：我在全国政协提出的
这个提案比较及时，得到各方面重
视。 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年，港珠澳
三地还在磨合中，相信不久的将来
各种效益会越来越明显。

我感到这座桥还要不断延伸，
才能物尽其用，特别是与广东粤西
地区联系起来， 发挥更大的效益。
黄茅海跨度大， 是一个
天然的屏障。 如
果能建起大

桥，与港珠澳大桥连起来，就可以
贯通深圳到湛江的高速公路，效益
不可估量。 为此， 我去过江门、中
山、珠海考察，当地政府和民间对
加快建设黄茅海大桥呼声高，有迫
切的需求。 在这个基础上，我向全
国政协交了这个提案。 广东省政府
积极回应， 表示力争 2020 年底开
工建设。

横琴发展进入一个
崭新时期

羊城晚报： 您对澳门下一个 5
年乃至 10 年的期待是什么？

马有礼：澳门的发展是永不停
步的。 12 月 20 日，澳门第五任行
政长官贺一诚就要向中央宣誓 ，
履行领导澳门继续前行的历史重
任。 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任特区主
要官员和继续留任的经验丰富的
特区主要官员也要向中央和特区
政府宣誓， 澳门将走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我相信， 澳门社会将更加祥
和、 经济更加繁荣、 市民安居乐
业。我也深信，新的十年内，横琴的
发展会进入一个崭新时期，更多的
澳门人融入横琴， 在横琴工作、生
活、学习和发展，也会吸引更多的

海内外企业和企业家在横
琴和澳门发挥更大

的作用。

从西望洋山山顶俯瞰澳门半岛中
心城区 ， 一座现代建筑在冬日暖阳下
闪着光 。 这是已经落成的中国与葡语
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大楼 。
不久后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 ” 将在
这里举办 。

同样的建筑模型也放在全国政协
常委 、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在
南湾大马路办公室的门口 。 每有客人
来 ， 他会兴致勃勃地介绍这栋建筑的
未来功能 。 “澳门敞开大门欢迎内地企
业家到这个平台参观考察 ， 建立与葡
语系国家的经贸联系 。 ”马有礼兴奋地
向羊城晚报记者畅谈他眼中的澳门回
归20年 ，畅想澳门未来新发展 。

早在2006年 ， 马有礼的父亲 、时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 祺 曾 致 信 中
央 ，建议发挥澳门优势 ，推进中国与葡
语系国家和非洲的经贸合作 ， 为内地
民营企业走向世界做好服务 。 如今 ，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提速 ， 建设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已成为澳门
的重要定位和使命之一 。

而20年前曾与父亲一起亲历澳门
回归交接仪式的马有礼 ， 也在澳门回
归20周年之际获得了金莲花勋章 。 这
是澳门仅次于大莲花勋章的荣誉 。 此
前 ， 他的父亲马万祺曾获得大莲花勋
章 ，以表彰他对澳门的终身贡献 。

11月25日， 何鸿燊98岁生日。
此前，何超琼将父亲从海外买回的
国宝马首铜像捐献给国家文物局。

何超琼：当我告诉爸爸 “马
首，回家”时，他很欣慰。 他很高

兴整个家庭有这种爱国心。在澳
门回归20年里 ，爸爸一直坚持投
资澳门 。 他对回归 20年感触良
多。 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状况 ，他
很长时间没回澳门。但他从我们

口中，也从各方面了解澳门的发
展状况，他希望我们第二代和往
后的人都要珍惜今天的机遇。他
教育我们兄弟姐妹 ，要坚定不移
地相信国家，有国家就有澳门。

爸爸教导“要坚定不移相信国家”

信德集团行政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何超琼：

把对澳门的感情融进人生
深信有国家就有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