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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诠释香港新一代“狮子山下”精神 
 

——访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施宝仪 
 

本报记者  安胜蓝 
 
    积极参与撰写相关意见建议并被香港特区政府采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织青年为市
民提供服务街站、派发抗疫物资、申请政府津贴⋯⋯24岁的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施宝仪，用行动不
断诠释香港新一代“狮子山下”精神。 
    2022 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当选名单公布，施宝仪是两名入选的香港青年之一。“能够得
到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施宝仪说，“这是对我的激励，也是对我的鞭策，我会继续努力，

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 
    自信努力绘就出彩青春 
    1998年，施宝仪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在她年幼的时候家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依靠着
政府的津贴，她才得以完成学业。 
    家庭的困难曾让她十分迷茫。“很多像我一样家境的孩子，不够自信，不敢或者觉得自己不
能突破当下的困境。”施宝仪坦言，是这段艰难的经历，激发了她上进的决心，“家庭无法从经济

上给我更多支持，我必须靠自己，努力读书是改变现状的唯一方法”。 
    星光不负赶路人。2016年，上高中的施宝仪作为全校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被学校推荐，参
加了全港的卓越学生领袖选举活动。 
    第一次即席演讲、第一次赴内地参观调研、第一次与不同学校的师生交流⋯⋯参加卓越学生
领袖选举活动，为施宝仪打开了一扇窗，让她从“不知道自己除了学习还能在哪努力”，变得更

加自信、视野更开阔，发现了自身更多可能性。卓越学生领袖选举卓越学员、全国中学生领导力

大赛一等奖、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大优秀学生⋯⋯施宝仪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多认可。她以优异的成

绩进入香港浸会大学学习，并赴英国利兹大学留学深造。 
    发出爱国爱港最强音 
    2016年，在卓越学生领袖选举中，她作为香港学生交流团的一员，第一次来到祖国内地，在
南京访学一周。此后，她再次到南京进行了 2个月工作实习。南京的历史文脉和高速发展的现代
气息，深深吸引了施宝仪，她从此爱上了这座城市，也对内地有了全新的看法。 
    “之前我对内地的印象停留在课本和媒体报道里，而去南京考察后，我发现真实的祖国内地
与我的印象很不一样，更鲜活、更可亲、更有魅力。”施宝仪说，在内地的这段经历，让她涌起

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促使她主动去学习中国历史和国情。 
    2019 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一些受到外部势力煽动的香港青年走上街头，香港法治和
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香港国安法出台后，施宝仪当即和爱国爱港的市民团体一起，组织香港

国安法街站活动、张贴海报、收集市民签名支持。“作为香港青年，我有责任守护‘一国两制’

和香港社会繁荣稳定，要勇于站出来发出爱国爱港的声音。” 
    如今香港实现了由乱及治，正迈向由治及兴，增进青年国家认同是香港的迫切任务。施宝仪
认为，香港很多青年长期受到不良资讯的影响，才对祖国内地产生错误的认识。“香港青年了解

国家不能停留在书本和网络上，应该多来内地亲眼看看、亲身感受，真正去深入认识祖国。” 
    为香港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深化粤港合作、紧握“一带一路”机遇、提升青年竞争力、加大活化历史建筑力度⋯⋯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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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19 年，施宝仪连续 3 年将自己在祖国内地看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写成意见建议，为香港
政府施政提供有益参考。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施宝仪有着建设和守护香港的强烈使命感，在她看来，香港的现
在和未来，与青年的力量息息相关。 
    过去两年，香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袭击，施宝仪在社区开展志愿者服务，到街头或居民家中
派发抗疫物资。“当然也害怕被感染啊。”施宝仪说，“但国家都在支持香港抗疫，这种时候，香

港青年必须站出来。” 
    “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来自中央的关心关爱让施宝仪深受鼓舞。“如今，香港新一届特

区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我期待能有更多支持青年的政策举措出台，特别是多向青年介绍和内

地合作的机会、平台，让更多香港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施宝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