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個澳門人 

 

我是一個澳門人，我和另外六十七萬六千六百個澳門人一樣在《基本法》的

保護之下，生活在這個美好的城市。如果國家的《憲法》是樹幹，那麼《基本法》

便是樹葉，它們無私地孕育著，這些在大樹下漸漸成長的嫩嫩小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正式回歸祖國懷抱，當年我只有七歲，

回歸後第一天上學，班主任問我們：「澳門已經回歸了，大家有沒有什麼

想法？」小時候不懂，只記得當時父母常言道：「回歸前經濟不好，經常發生入

室盜竊，放火燒車等社會問題；直到回歸後，治安好轉，放火燒車已經絕跡。」

年少無知的我並不能夠理解什麼是法治，什麼是《基本法》，只記得它成為了常

識課隨後幾年的測驗內容。但當我離開學校後，投身社會工作時才能真正體會

到《基本法》為澳門市民帶來的權利和保障。 

《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澳門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 

回歸祖國，中央第一時間整頓澳門治安，且開放賭權令經濟強勢增長。

過去的十年也正是澳門發展史上的黃金十年，主要受惠於博彩旅遊業，

二零零三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來澳，旅客人數急劇上升帶來了各種經濟效益，

連帶關係讓零售、飲食、酒店、會展和建築業發展迅速，增加了龐大的就業

機會，也增加了我的職業選擇，同時我也從普通博彩從業員成為博彩從業員

高管。 

《基本法》第三十三條—“澳門居民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遷徙的自由，

有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澳門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依照法律

取得各種旅行證件的權利。有效旅行證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

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需特別批准。＂ 



 

 

 

回歸祖國，正是澳門蛻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二零一八年隨著港珠澳大

橋—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的大型跨海通道落成，為三地緊密的經貿來往帶來

了無限商機，中央亦大力支持澳門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等項目。我持著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因業務關係經常往來於澳門

與內地城市之間，並實地考察看看國家的發展，了解到澳門的發展與祖國的

支持密不可分，提供了穩健的基礎和廣闊的空間。 

第三十七條—澳門居民有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

活動的自由。 

每逢國慶，澳門居民秉持著愛國愛澳的精神，都會自發性地到金蓮花廣場

觀看隆重的升旗禮，以及舉辦各回歸祖國系列的慶祝活動。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二十日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慶典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了澳門的愛國

者維護了特區的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模式的光輝榜樣。 

澳門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和共存的地方，在只有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居住了逾六十七萬人口。在祖國的支持下，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給澳門的定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提倡“一中心 一平台 一基地＂，對澳門的發展非常重要。

澳門對國家也不能只是依靠和依賴，也有責任支持國家發展建設，維護國家核

心利益。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兩制＂是在“一國＂之下的。無論

過去或未來，澳門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支持，我們應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當中二零二零年是令我感觸良多的一年。年初，新冠肺炎病毒大肆全球，

感染個案每天不斷增加，幸好祖國當機立斷，採取封城政策，及時控制縣省

人口進出，減低病毒傳播機會；同時國內醫療精英團隊積極研發疫苗，國家

上下團結一心，為人民作最大努力，同德同心，我認為這是疫情陰霾之下盡見

真情的一仗。當中不禁令我回想起二零一七年澳門受颱風“天鴿”重創，受災



 

 

 

嚴重，當時整個澳門滿目瘡痍，當我看到解放軍駐澳部隊及時幫市民清理街

道，那一刻非常感動，感覺澳門無論遭遇什麼，都有強大的祖國在背後支持。

同年十月十八日，橫琴新口岸正式開通，劍鳴琴澳，開發橫琴是中央支持澳門

發展的重要決策，以協助澳門經濟澳門經濟發展多元化發揮積極作用，讓澳門

邁入新階段。推動澳門教育、醫療、社保、法律服務等民生配套延伸到橫琴，

基本法在這個基礎上落實了“一國兩制＂的原則，澳門自回歸祖國十多年以

來，由於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並享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讓澳門

在這方針與原則保障下一直行穩致遠，不斷為小城注入新活力。 

《基本法》第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我認為澳門有今天的成就，全靠偉大祖國對澳門的支持。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攜手發展，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是澳門繁榮穩定

的最大優勢，也是澳門走向未來的關鍵，有祖國便有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