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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回到家乡去葵湖边散
步、欣赏圭峰招待所的蚝壳大楼，
画面至今记忆犹新。”谈起家乡江
门，崔世平表示，浓浓侨乡情，让他
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归属感和骄
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科学
技术协进会会长及澳门城市规划
学会会长，崔世平不仅是一位杰出
的建筑工程师，将一张张蓝图变为
现实，为澳门的城市建设贡献力
量，更是江门这片热土的赤子，始
终心系家乡，为家乡的建设积极出
谋划策。

崔世平的父亲崔德祺先生，是
建筑行业的佼佼者，更是一位慈善
家。父亲的教诲常在崔世平耳边
响起：“作为澳门社会的一分子，应
当扛起责任和担当。”这句话，崔世
平时刻铭记于心。他追随父亲的
脚步，初中毕业后远赴美国求学，
在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土木工程系深造，分别获得
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0年，身处海外的崔世平
深切感受到祖国繁荣强盛的重要
性，有感香港和澳门即将回归祖
国，便毅然返回澳门，决心为自己
的家园出一分力。

此后，崔世平常陪伴家人回到
家乡新会区双水镇看看，“崔嘉亨
村荣获江门市‘文明村’称号令我
一直难以忘怀。”崔世平介绍，20世
纪80年代，父亲出资改善崔嘉亨
村的基础设施，包括全村铺设水泥
道路，为每家每户增设自来水供应
设备等。后来，崔世平出钱出力为
家乡修建鱼塘等基础设施。他说：

“我与家人一起见证新会家乡人民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得到
改善，尤其近年来的发展更是见证
大家的生活好起来，我心里也满是
温暖和踏实。”

在建设家乡的同时，崔世平
欣喜看到了家乡的快速发展：新
会陈皮越来越广为人知，一批老
字号陈皮品牌成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科技创新区的龙头企业；
开平碉楼等历史人文景观也吸引
了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崔世平
表示，这是家乡人民文化自强、文
化传承的生动体现，也让他看到
了江门与澳门两地在交流合作上
的广阔空间。

在崔世平看来，江门与澳门建
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以中华
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
合作基地，美食之都“金名片”的多
元发展定位遥相呼应。此外，江门
还是澳门企业投资、青年创业、居
民养老、家庭旅游的高质量目的
地，澳门也是江门品牌“走出去”的
理想门户。

“江门与澳门两地人缘相亲、
地缘相近，未来，澳门‘1+4’适度
多元发展策略可望与江门形成更
多良性互动，尤其在文旅会展方面
可加强合作，完全有条件共同推动
打造大湾区‘一程多站’旅游产品，
进一步用好用足两地独特的旅游
资源。”崔世平认为，澳门可继续加
强与珠江西岸城市群尤其江门的
合力互推，发挥澳门的独特门户优
势，联动其他珠江西岸城市，发挥
核心引擎及辐射带动作用。

澳门回归25周年临近，12月
11日，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式通车试
运营，江门与澳门之间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崔世平对未来充满期待：

“随着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
络便捷性和政策优越性大大提高，
相信未来两地在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方面将进一步实现互联
互通。两地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
好，而且必然一天比一天好！”

他是雕塑高手。他设计建造的
19.99米高巨型汉白玉妈祖雕像与十
二生肖系列大型城雕形成了十公里长
的露天艺术博物馆。

他也是绘画大家。澳门大西洋银
行2005年推出的澳门元10元面额钞
票上，他创作的妈祖像为主图；2003年
他的油画作品《郑板桥轶事》以150万
元拍出；2005年，他的油画作品《妈祖》
又以187万元拍出。

他就是澳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席梁晚年，曾任第三届至第六届澳门
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梁晚年 1952 年出生于江门市，
1974年在江门市文化局从事舞台美
术设计，1979年移居澳门。1995年澳
门中国画院成立，他任院长至今。同
时，他还兼任澳门雕塑院院长、澳门妈
祖文化慈善会主席、澳门江门同乡会
副会长。

在梁晚年的心中，中华文化的位
置举足轻重。

澳门回归前，当地政府建设了不
少中葡友好纪念城雕，但均内定由葡
萄牙艺术家创作。梁晚年呼吁给华人
艺术家竞标机会。最后，梁晚年设计
的妈祖像中标，并成为澳门的新地标。

“天后妈祖是华人的女神，澳门外
文名MACAU就是从澳门妈阁庙谐音
而来。她和澳门历史血肉相连，是澳门
百年沧桑的见证。”梁晚年侃侃而谈。

据介绍，妈祖像设计理念是“高”，
焦点是“神”。“高”是指外形高，达
19.99米（纪念澳门1999年回归）；物料
质量高——汉白玉；文化内涵层次
高。焦点是要出“神”。公元四世纪顾
恺之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写神。历
来论传神论者大抵有两种意见：一是
坚持贵神贱形求离形得似；二是坚持
形神兼得，由形似求神似。梁晚年尝
试从中汲取营养。

因为梁晚年的出色表现，在澳葡
政府结束对澳门统治的最后时刻，梁
晚年再一次把中国传统符号十二生肖
的形象矗立在澳门的交通要道上，给
中西文化合璧的澳门又增添了一抹中
国传统文化的浓艳色彩，增强了中华
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200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澳门回归10周年，梁晚年将大型
翡翠玉雕《滴翠盈银》捐赠给北京人民
大会堂珍藏。这座大型翡翠玉雕以妈
祖造像为题材，雕像总重量达3.8吨，
是妈祖题材翡翠玉雕的世界之最。

在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
梁晚年又主笔创作巨幅国画《澳门揽
胜图》，抒发艺术家们对盛世濠江的热
爱之情。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梁晚年《红色经典》艺术
选展暨座谈会在澳门隆重举行，各界
人士共同回顾艺术家历年创作的红色
经典作品，致敬初心，讴歌新时代辉煌
成就……数十年来，梁晚年不遗余力
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澳门这条
纽带向世界辐射传播出去，为发扬澳
门特色文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维护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助推国家软实力
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晚年还多次为灾区组织捐款。
2010年8月19日，在纪念蔡李佛拳创
始人陈享诞辰204周年之际，梁晚年将
自己精心创作的陈享铜像捐赠给江门
市新会区崖门镇京梅村拱北里。铜像
高1米左右，面部表情严肃，神采奕奕，
展现出一代武术宗师的风范。梁晚年
表示，希望通过捐赠陈享铜像，溯源归
宗，以表崇敬之心，同时也为弘扬中华
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

“建议江门充分利用好侨资源。
向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学
习，想方设法，发动华侨华人、港澳台
同胞，为建设现代化江门贡献更多的
力量。我相信，江门的明天会更好！”
谈到家乡的发展，梁晚年充满期望。

江门与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
化相通，历史上人员往来密切，由此形成
一种颇具特色的地缘名人文化现象。

如今，定居澳门的江门籍乡亲大约
有20万人，在澳门社会亦有诸多江门籍
的知名人士，如澳门第三任行政长官崔
世安、前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
司长谭伯源、前任澳门特别行政区保安
司司长张国华，以及多位立法会议员
等。这些能人志士从江门走出去闯荡，
又一直心系江门，缠绕在心底的是千丝
万缕的乡情。他们爱国爱乡，致力于推
动江澳两地各个领域间的合作，是两地
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强大推力。

过去20多年，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一
国两制”制度给澳门带来的发展变化。
随着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
车，江门各种优势机遇交汇叠加，各种重
大利好叠加集聚，与澳门的距离也进一
步拉近，两地合作大有可为。在澳门的
五邑乡亲，应该当好“超级联系人”，为澳
门和江门两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方面要持续发挥社团的优势和
作用。例如，澳门江门同乡会在短短20
年时间内团结乡亲、服务家乡，凭借着
不俗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现已成为
澳门最大的社团组织之一，也是澳门五
邑籍社团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要
通过社团持续拉近两地的人心距离。

另一方面要“以老带青”，增强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认同感。就目
前来说，在内地发展的江门籍澳门年轻
人还不多。比如，可以把“江澳地缘名
人文化现象”作为一张文化名片，把这
些名人的故事串联起来，放在博物馆等
场所进行展示，从而更好地凝聚情感。
未来，还要积极传递、分享家乡乃至内
地的惠澳政策，为澳门年轻人进入内地
创业、就业和生活提供助力。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
纪念日脚步声渐近，前澳门直选立
法会议员、五邑大学董事会董事麦
瑞权博士格外忙。他频繁穿梭于
各大高校与学术机构，12月9日更
受邀到五邑大学进行主讲“讲好澳
门故事——澳门人眼中的中国共
产党”课题，分享自己与澳门、与祖
国同发展共命运的故事。

在演讲台上，麦瑞权乐于与大
家分享他与家乡江门不解的情
缘。麦瑞权祖籍江海礼乐，自
1999年承接澳门政权移交大典临
时场馆建设重任以来，他的事业便
与家乡江门紧密相连。

当麦瑞权创立的澳门瑞权工
程有限公司，接到澳门政权移交大
典临时场馆工程时，离澳门回归祖
国已不足5个月。时间紧迫，麦瑞
权全身心投入其中。作为在澳门
出生长大的他，把场馆建设工程看
作爱国爱澳感情的奉献和一份中
国人的使命。

工程采用钢结构，需要大量的
专业烧焊工人，麦瑞权首先想到了
家乡江门。当时江门机械厂和江门
甘化集团的工人在业内颇有名气，
且两地相近，立足澳门、背靠祖国是
最理想的方案。“江门乡亲给予我鼎
力支持，很快就召集了百多名工
人。两地工人不分你我，风雨同舟
……”麦瑞权回想起那段时光，依然
深受感动，“最终，我们排除万难，在
12月中旬提前完工，让国家护旗队
能提前操练，保证回归时五星红旗
准时升起。当场馆灯光亮起的一
刻，骄傲和成就感涌上心头！”

正是家乡与澳门携手，不计得
失、全力以赴，为澳门回归这一历
史性时刻的顺利呈现奠定了坚实
基础。同时，由于江门机械厂很多
工程师都是五邑大学培养出来的
精英，因此，麦瑞权与江门及五邑
大学之间的纽带更加牢固，情感更
加深厚。

作为五邑大学校董，麦瑞权围
绕五邑大学发展建设，致力于为学
校搭建江门与澳门两地的人才交
流平台，帮助学校加强应用型大学
建设。今年5月9日，五邑大学土
木建筑学院特别邀请澳门瑞权工
程有限公司，举办了一场工程学科
专场招聘会，不仅为五邑大学的学
生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企业也
由此吸纳了一批优秀建筑人才。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澳门青年对祖国认同感对于国家
的凝聚力和发展至关重要。”麦瑞
权说，“我愿意为两地青少年交流
搭建平台渠道，推动两地新一代青
年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投身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江门与澳门的合作交流中，
麦瑞权尤其关注两地青年的交
流。如今，麦瑞权把每年一度在家
乡礼乐街道敬和村举行的敬老活
动交给了自己的孩子来组织，希望
能加深孩子与家乡的情感联结。
在麦瑞权看来，两地青年的联结，
除了乡情，还需要有更实在的发展
基础作支撑。麦瑞权这些年来推
动多批澳门青年走进江门了解中
华文化，参与工作实践爱国主义教
育，感受祖国发展的脉搏。在担任
江门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期间，麦
瑞权围绕江门澳门两地青年文化
交流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澳门与祖国命运与共，祖国
好，澳门才好。”麦瑞权深情地说，

“未来，希望江门可以加强设计，依
托本土高校、企业资源与澳门实现
政产学研深度合作，从而吸引更多
澳门青年北上发展，促进两地产业
共荣、文化共融，乡情共鸣。”

“现在江门发展很快，不仅城市
道路变得宽敞了，市容市貌也更加
大气，跟以前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谈起江门的人、物、事，说起江
门的经济、城市、人文，澳门江门同
乡会会长陈少清如数家珍，言语间
满是深情。

陈少清出生于江门鹤山，自幼
便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前
往澳门打拼后，他像是一座坚实的
桥梁，将两地紧密相连，更加积极地
投入到促进江澳交流的事业中。

1982年，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
与改变命运的渴望，陈少清毅然告
别熟悉的家乡，踏上前往澳门的逐
梦之旅。凭借着敢为人先、坚持不
懈的奋斗精神，陈少清从一名送货
员一路摸爬滚打，逐渐成长为澳门
西药行业的翘楚。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尽
管在澳门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但
陈少清心中那份对家乡的眷恋与牵
挂，从未因距离和时间而有丝毫褪
色。“以前每年我至少会回来两次，
一次是春节，另一次是我奶奶的生
日。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建设，回来的次数更加频繁。”故
乡的山水、亲人，始终是他心中最柔
软的角落，也是他践行社会责任、回
馈家乡的动力源泉。

多年来，陈少清积极参与家乡
鹤山的建设，累计捐款近百万元，家
乡随处可见他的爱心印记。

“从小在鹤山长大，让我对家乡
有很深的感情，能为家乡做些事情，
我觉得非常荣幸。”陈少清一直关注
着鹤山的发展。1999年，他加入澳
门鹤山同乡会，并于2015年当选为
澳门鹤山同乡会会长，助力家乡公
益事业发展和推动江澳合作交流。

多年来，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
的耕耘者，在鹤山这片土地上播撒
着爱心与希望的种子。2015年，陈
少清精心组织址山卫生院门诊综合
大楼慈善筹款晚宴，并主动捐款25
万元；2016年，他发动址山镇四九
江津村幸福新农村建设筹款，共筹
得180多万元，其中他自己捐款36
万元。

“祖国好起来了，家乡好起来
了，我们也就会跟着好起来。”陈少
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建
设贡献力量。

出走半生，变的是人的年龄和
模样，不变的是乡音和乡情。40多
年来，陈少清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
根在哪里。“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
感觉很自豪，因为我是江门人。”陈
少清深情地说。

多年来，江门一直是澳门同胞
的投资热土。在陈少清看来，在新
的历史机遇下，大湾区建设大步迈
进，江门深入推进“港澳融合”“侨都
赋能”工程，相信乘风而起的江门和
澳门两地合作定会朝着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阔步前行。

在“三通道”历史机遇下，江门
和澳门两地的距离被大大拉近。作
为澳门江门同乡会会长，陈少清带
头举办活动搭建交流平台，组织会
员考察学习，亲身感受家乡的变化，
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会员的爱国情
怀，让他们更加珍视和热爱自己的
祖国和家乡。

陈少清表示，他愿意积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澳人澳企
到江门投资兴业，鼓励澳门青年投
身大湾区创业就业，不断加强两地
产业协作、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同时，他也希望江门能进一
步发挥独特优势，吸引有志于建
设家乡的年轻人回乡成就事业、
实现梦想，为两地的繁荣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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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长杨开荆：
当好“超级联系人”促进两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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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与澳门“同宗同源、同
文同根”，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城市群里，江门的声音一定是最
响亮的。“每3个澳门人就有1
人祖籍江门”，民间盛传的这句
话就道出了两地的历史渊源之
深、血脉亲情之浓。

回溯历史，近代以来，澳门
成为五邑华侨华人出洋的重要
枢纽城市，也是五邑人谋生的重
要地域。在澳门的五邑乡亲坚
韧不拔、自强不息，在各个领域
艰苦奋斗，创造骄人成绩。可以
说，澳门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江门
五邑的贡献，饱含五邑先辈们的
心血。

无论身在何方，这些在外的
江门五邑乡亲始终情牵故里，出
钱出力出智支持参与家乡建设，
助力家乡各项事业，见证并参与
了江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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