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內地發展初期，對
林乃榮而言，在自己

的國家生活，可能比「遠走加拿大」
更陌生，最大的困難就是不懂普通
話。「那時候，我一句國語都不會
說，連『你好』都不會說」。林乃
榮坦言，那感覺不像是回國，反
而更像出國。「接機的同事一開
始沒有舉接機牌，叫了我名字3次
我還以為在叫別人」。林乃榮告訴
記者，自己為了盡快學會普通
話，每晚在家準時收看央視的新
聞聯播。最後朋友建議林乃榮在
酒店唱KTV，學唱國語歌才令他
慢慢進入語言佳境。
一年後，林乃榮從西安轉到首都

北京去工作。他笑言，苦學了一年
的普通話到了北京又陷入困境。
「北京人聽不懂我講的普通話。一開
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是一位賣
水果的老闆告訴我，這一年我學的是陝
西話，不是普通話」。這一幕讓林乃榮哭
笑不得，但他話語間大讚中國地廣方言
多，很有意思。
人生就是一場漂泊的旅程。林乃榮說，人的

一生很平凡，為了自己追求的生活不斷付出也
不斷享受。「現在的我連看電視都會流淚，也許
是電視中的故事彷彿放電影般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
了印證」。林乃榮的成長和他漂泊的經歷息息相關。定
居在河南的林乃榮已經走遍了河南省的很多地方，憑藉勤
奮、智慧和管理經驗，事業也在逾越高峰，但他始終調整心
態，用一顆平凡的心面對萬事，正如他所說，「隨遇而安」。

如 今，林乃榮已是鄭州某上市公司的酒店行政總廚。在一個暖冬的下午，記者相約他在
當地一家典雅的茶社見面。林乃榮給人的第一印象很親切，一些隨意的舉止恰如其分

地體現出他的爽朗和不拘小節。

中學時代餐館打工賺學費
離港已20多年的林乃榮，一直從事服務行業。談起自己為何會選擇餐飲業，他至今都覺得

原因很簡單：「有一句話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館』。」眾所周知，香港飲食文化為
東西文化的交匯所在，因而被譽為「美食天堂」，酒店、餐廳遍布大街小巷。林乃榮最

初也只求一份穩定的工作來賺取學費，僅上過中學的他在餐館打工，就這樣入
行了。也從那時起，餐飲文化這個概念在他心中生根發芽了。

中學畢業，剛滿20歲的林乃榮決定離開香港，遠走加拿大。「因為
還很年輕，就想換個環境發展發展。當時香港的餐飲業已經很發

達，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一心只想見多識廣！」恰巧有親戚
在加拿大，剛滿21歲的他，如願地在加拿大開了一家中

餐館。林乃榮說，一個常常漂泊的人會有不一樣的
人生態度。正是因為生活的未知數將他鍛煉得很
勇敢，能夠彈性地面對並解決從天而降的各
種問題。

從加國轉戰西安北京上海
在加拿大的日子大概只有兩年的

時間，「一位朋友提議，有沒有興
趣到內地發展？」這句話像一簇
火，又一次點燃了他漂泊的熱
情，所以他當機立斷，想回國
一探深淺。「回國的第一
站，是古城西安」。之後，
北京、上海等地也都嘗試
去發展。

輾轉於內地一線城市的
林乃榮感到餐飲行業壓力
倍增，「生活壓力太大，
讓我覺得不舒心，所以我
決定辭職」。來到河南嘗
試發展事業的林乃榮當時
已是30有餘的年紀。初來
乍到，他對河南的印象還
真不錯。
說起十幾年前的河南，

他笑指與北京、上海相比
有很大差距。「差距大，所
蘊藏的潛力就大。尤其是近
兩年，河南的消費水準一步步
提高，人均購買力也不斷加
強，飯店競爭雖然激烈，但是可
做的空間也很足夠，尤其是高檔

酒店」。

喜河南人淳樸樂助人
因為服務行業的特殊性，林乃榮懂得與

各種風俗文化的人士打交道，用他的誠懇結
交朋友，並且隨遇而安地適應環境，並應付突

如其來的各種狀況。
「在一座城市裡面生活，舒心最重要。還記得剛到河

南，人生地疏，河南人很淳樸，不論地位高低時間久了都
能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一人在外，離不開朋友的幫助和慰藉。有

朋友幫助，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讓我感到在河南的幸福指數
很高」。

多年的工作經驗積累讓林乃榮在事業上蒸蒸日上，來河南
後不久就坐上五星級酒店的行政總廚的位置，成功事業的背
後，愛情的機遇也悄悄降臨。

為愛情成家立室結束漂泊
林乃榮的嬌妻是東北人，由於在同一家酒店做事，朝夕相處，

讓他對這個性格爽朗、熱情大方的東北女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外漂泊這麼多年，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跟她的相識讓我有了歸屬
感和想要安定下來的想法」。

也許是在這裡結婚生子的緣故，林乃榮告訴記者，河南對他有㠥強
烈的吸引力：「我離開家後的日子幾乎都在漂泊，走過很多的地
方，俗話說漂泊總有靠岸的時候，這裡也許就是我停泊靠岸的地
方。」
林乃榮的兒子已經兩歲，「現在，工作之餘我更希望和家人在一

起休息，樂享天倫。如果可以，我願意變身為『宅男』」。

港人林乃榮—一個不甘心停留、總想換個環境試試

看的「漂泊者」。中學起涉足餐飲業，林乃榮在過去20

多年間，不停輾轉於香港、加拿大和中國內地多個省市。在地球上走過不少地方

後，林乃榮於10多年前走進中原這片厚土，即意外地被吸引了，不但

在這裡結婚生子，更稱為了兒子甘願變身「宅男」。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靜周小舟鄭州報道

港 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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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鬢已斑白的邱浩波是
香港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

席，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香港的社會工作。
上世紀末，他開始熱衷於推動內地社工事
業發展，為內地慈善事業、社工培養傾注
心血。在邱浩波及其團隊精心培養和督導
下，深圳社工服務項目已納入政府採購，
並成引領中國社工發展的標杆和示範作
用。而令邱浩波更感欣慰的是，經過20年
來的不斷建議，終助內地完善兒童收養制
度，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出發，讓兒童獲得
最佳的對待。

4年進行2萬次個人督導
早在2007年，深圳市正式與香港社會發

展研究中心合作，商談引派香港社工赴深
圳培養本土社工和社工督導。過去4年，
邱浩波率領中心120名社工督導團隊赴深圳
進行社工督導，給深圳社工近2萬次個人
督導、7,000多次小組督導，500多次專業
培訓，培養指導深圳本土初級督導、見習
督導、督導助理等各層級督導人才220多
人。
邱浩波說，在內地當社工需要參加全國

考試，2008年深圳本地社工參加全國考
試，及格率僅20%，經香港社研中心120位
社工督導通過傳、幫、帶，協助深圳社工
提升了專業水準與職業素養後，深圳社工
考試及格率現已高達90%以上。他們在香
港督導的教導下，通過幫助許多家庭、吸
毒人員、學生、醫院一些病患等，較好地
緩解了社會矛盾。

欠實習機會人才易流失
不過，在剛開始時，因兩地存在文化差

異，工作思路也不相同，督導工作也面臨
不少挑戰。邱浩波說，在香港，做社工之
前，他們在學生時期就要做900小時的社工
實習，之後才能上崗。內地則沒有實習這
一要求，許多人因未做過沒有經驗，面對
工作時只有書本上的理論，覺得很難，一
些不合適做社工的人便走了。此外，深圳

社工有許多是外地來的，對社會工作不了
解，香港社工督導時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挑戰還來自人才的流失。邱浩波表示，

一些深圳社工經香港督導培養，表現好的
社工經過考核可升為督導助理，但深圳社
工工資為3,600元至4,000元，東莞社工工資
已有4,000多，部分社工便轉往東莞工作
了。深圳也有一些做了3年以上的社工或
助理督導，因工資或家庭原因去了其他地
方工作。

機構缺資金社工生活難
另外，深圳有些機構做社會服務很久仍

拿不到政府資助的資金，有社工機構欠社
工工資，一些社工連吃飯錢都沒有，香港
督導便自己掏錢給社工買飯吃。邱浩波
說，有時並非政府機構不給錢，而是協調
原因，現在還有機構仍被欠工資達半年。
深圳還有一些用人單位，最初不了解社會
工作性質，一些前來幫助協調公司勞資關
係的社工卻被安排做行政工作。
但令邱浩波感到欣慰的是，經過多年發

展和香港社工的推動，現在內地兒童收養
已有很大的轉變，都以兒童利益為核心。
20多年來，他一直建議內地在兒童收養時
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出發，而非從政府或國
家的面子考慮，讓兒童獲得最佳的對待。

助粵完善兒童收養制度
邱浩波說，20年前，有的殘障或者父母

有精神病的小孩被海外領養，但當時廣東
省民政廳領導不同意，他們認為，讓外國
收養中國兒童有損廣東省和國家形象，因
此不同意內地兒童讓外國人收養。於是，
他便去廣州介紹香港收養經驗，如何以兒
童利益為中心。
他說，香港社研中心社工十多年前帶廣

東省民政廳領導赴美國考察，看望從國內
被領養到美國的孩子情況，發現其生活非
常好，很健康，除讀書外，他們有許多學
習機會，包括中文、鋼琴、跳舞等課外活
動。有一個茂名福利院13歲的殘障兒童，
得了小兒麻痺症，走路艱難。她被美國父
母收養後，做了腳部手術，現在手術後基
本上能走路，還上了大學。現在中國被領
養至海外的兒童已獲得優先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邱浩波助深育逾200社工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享
受
平
凡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餐
飲
浪
人

港 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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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督導

適應環境

■近4年來，邱浩波率領香港社會發展研

究中心120名社工督導團隊赴深圳進行社

工督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林乃榮攜愛人的甜蜜旅行留影。

■林乃榮和愛

人定居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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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香港眾多督導因給深圳社工優秀的傳、幫、帶，被深圳市評為優秀服務團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林乃榮一家三

口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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