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會氛圍和諧 大家暢所欲言

回憶剛加入政協的那一年，作為新人的鄭克和十分
忐忑，誤以為參政議政的過程會有很多禁忌，後來才
發現並非想像那樣，「開會的氛圍很和諧，沒有壓
力，不同行業、不同背景的委員聚集在一起，大家暢
所欲言，自由作答，效率很高」。

提案第一時間獲市政府回覆

多年來，讓鄭克和印象最深刻的是，委員們每一個提
案都能在第一時間得到當地市政府的回覆。在中國星火
基金會的扶貧經歷讓他對鄉村撤併學校校舍荒廢現象深
有感觸。他指出，過去不少海內外熱心人士關心祖國的

教育事業，在內地鄉村捐資學校。而隨㠥整合資源，
撤併學校政策的推進，許多校舍因此而荒廢。鄭克和
認為，當地政府應合理利用此類資源，建議將其改建
成幼稚園或村民文化中心，供周邊居民文娛教育之
用，更有效地服務市民。於是，他將此提案上交予廣
州市政府，很快便得到重視，並被評為優秀提案。
廣州亞運期間，鄭克和更憑借在行業的號召

力，組織本港數百輛的士身披「2010年廣州亞運
會歡迎您」的廣告浩浩蕩蕩地駛上街頭，為亞運
獻上「禮物」。鄭克和表示，亞運會不僅是廣州的
亞運，也是中國的亞運，作為廣州市政協委員，
希望利用自己行業的優勢，「出錢出力出心」，表
達心意。

只給自己60分 盼更深入關注民生

談及去年履職獲港澳組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鄭克和
謙虛地說，如果滿分是100分，他只給自己打60分，
因為做得還未夠。他認為自己是在勤奮方面被認可，
並坦言對廣州城市的各方面、整體民生的關注上還不
夠深入，還需要再更進一步的了解。
未來，作為香港「的士大王」的鄭克和將繼續致

力於推動廣州的士行業的發展。他說：「如果想服
務更好、減少對交通的影響，我認為政府可以多點
宣傳、發展完善公共交通，計程車可考慮提高車
資，避免市民濫用的士，鼓勵更多人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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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穗政協付心力
「履職優秀」港澳稱冠

鄭

行善最大樂趣 足跡遍大江南北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

訊 (記者 陳熙) 中國星火基金會

永遠名譽會長、香港忠誠車行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鄭克和，

自2005年成為廣州市政協委員

以來，從從化市到廣州市，一

路走來，「新人」變「老人」，

鄭克和依舊嚴格要求自己，勤

奮好學，屢屢提交滿意的答

卷，歷年來上交的提案涉及教

育、交通等多領域。今年1月，

廣州市政協首次公布了去年70

名「履職優秀」委員名單，他

更位列港澳組第一名。鄭克和

在接受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訪問

時表示，8年的政協經歷，從不

了解政協到認識政協，熟悉政

協，熱愛政協，從中受益匪

淺，不僅幫助自己拓展事業，

也得到許多人生的感悟。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沈清麗) 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經濟委員會及專業委員會昨日
假世貿中心舉行「香港知識產權」午餐研討會，邀
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任主講嘉賓，介紹
香港知識產權貿易的發展趨勢。中聯辦協調部副巡
視員張麗，聯誼會主席陳清霞和會長譚錦球及200多
名委員和嘉賓出席，賓主就有關議題進行深入討
論。

蘇錦樑任主講嘉賓 談發展趨勢

蘇錦樑在演講中，從知識產權貿易內容、香港知
識產權貿易優勢、政府未來工作3方面進行詳細介
紹。他指出，香港產品已不斷走向高增值，在科技
研發方面也投放大量資源，及開發電影創意產業
等。知識產權貿易包括收購和授權發明專利、版權
作品、產品和服務商標及商業秘密等。
他表示，香港致力在知識產權範疇推動商業及經

濟發展，把挑戰化為機遇。香港低稅率、完善法律
制度、創意及創新研發等優勢，為香港發展知識產

權貿易建立基礎。政府成立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
組，將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支援知識產權創造及
使用、促進中介服務及人才資源等開展工作。

港專業人士可為兩地貿易作配合

專委會主任羅君美指，中國和香港產品銷售世界
各地，競爭方式已由平價招徠轉為靠新品牌、新創
意、高技術及高質素。因此有需要好好保護我們的
知識產權，及創新專利產品及技術，並拓展知識產
權貿易。香港具備一批國際水準的企業及專業人
士，可以為兩地知識產權貿易作出配合。
出席賓主還有聯誼會常務副會長丁午壽，副會長

余鵬春、李德麟，秘書長黃華康，總幹事丘東，經
委會主任李子良，專委會常務副主任楊麟振，經委
會常務副主任洪小蓮，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陳進
強，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娟、副會長陳美寶，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副會長蔡寶芳、秘書長周錦
榮，香港稅務學會會長洪宏德，香港知識產權會董
事孫啟烈和陳錦程。

港區省級政協 共研「港知識產權」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陳熙) 工
作之外，鄭克和最大的樂趣是做善事，加入中
國星火基金會大家庭的20年來，在祖國大江南北
都留下了行善的足跡。他說，「為國家出力，
能做多少，就盡量做多一些」。

加入中國星火基金20年 捐建11校

作為中國星火基金會永遠名譽會長，自香港
回歸以來，鄭克和一直支持該會在內地的「匡
貧興學」慈善工作，尤其是教育方面，至今累
計捐建學校11間，持續多年資助清貧學生近百人
次，捐獻善款超過300萬。他的願望很簡單，只
是希望在中國最窮地方，孩子們都能有書讀。

冀身處最窮地方孩子都有書讀

鄭克和坦言，因為沒有受過教育，曾走過不

少彎路，也倍感教育的重要性；現在自己有能
力了，希望盡所能，讓身處中國最窮地方的孩
子都能有書讀。此外，在80年代的挫敗中，鄭
克和也領悟到了另一個人生哲學，「就是幫助
別人要及時，一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面幫
助別人，你會活得更開心、更充實、更滿
足。」
除了自己做善事，愛交朋友的鄭克和也經常

用實際行動鼓勵身邊的人行善。忙裡偷閑時，
他常會一個人駕車到內地偏遠山區，看望在當
地當義工做善事的香港青少年，為他們加油打
氣，傳遞正能量。鄭克和認為，香港的年輕一
代是沒吃過苦的一代，到內地偏遠山區當義
工，不僅可以幫助他人，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同時也能培養孩子們的同理心，磨煉意志性
格。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陳

熙) 曾經的「文盲」，如今的「的士大王」，
縱觀鄭克和的奮鬥史，你會發現其中充滿
㠥艱辛與勵志：賣過水果，當過茶餐廳夥
計，也開過雲吞麵檔，就是這充滿傳奇色
彩的經歷造就了這位政協委員今天的成
功。
一般人習慣把學歷和知識看成通往成功的

先決條件，但鄭克和卻從沒有接受過正規教
育。7歲的他已成為孤兒，為求兩餐溫飽，
從家鄉跑到香港，每天在街邊賣水果。對那
時食不果腹的鄭克和來說，「蘋果」和「橙」
怎麼寫，並不重要；如何分辨出蘋果和橙中
的上品，才是生存的關鍵。

未受教育不自卑 努力誠信創富

縱使沒受過教育，但鄭克和從來沒有感
到自卑。他說，「書本只是參考，思維是
實踐出來的，雖然沒有什麼學識，但我很
早就出社會做事，積累豐富的經驗。」上
世紀70年代末期，20出頭的鄭克和憑藉㠥努
力與誠信，已積累了一筆小財富。
為了尋求更大的機遇，鄭克和毅然決定

涉足完全陌生的領域，開設的士車行。雖
是完全陌生的領域，存在不可意料的風
險，但喜歡挑戰的他信心滿滿，堅信自己
做得比別人更好，並以此來嚴格要求自
己。然而，好景不長，上世紀80年代初
期，香港銀行出現加息潮，利息加至24
厘，讓剛起步的車行陷入資金周轉困難的
局面。

憑毅力「勤能補拙」 捱過加息潮

加息潮讓鄭克和曾經遭受一天之內失去
了所有的打擊，但是他沒有因此而倒下。
堅強的他說，「勤能補拙，在哪裡跌倒就
在哪裡爬起，以前一天工作10小時，現在
工作20小時」。終於，毅力與堅持戰勝了一
切，忠誠車行成功引入「大發仔」、石油氣

自動檔的士，使得公司扭虧為盈，並將他的車行事業推
向高峰。
如今香港赫赫有名的「的士大王」鄭克和，已經不是當

年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窮小子，但又有誰能想得到，曾經的
他由於文化水平過低，不能分辨街道名稱，一直無法通過
筆試，考得車牌，但是相信勤能補拙的他堅持不懈，一直
努力學習，前後考了十數次，才順利通過筆試，獲得車
牌。現今65歲的他，正走在考取的士牌照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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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大王」鄭克和的奮鬥史充滿傳奇。 莫雪芝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經濟委員會及專業委員會舉行「香港知識產權」午餐研討會。 莫雪芝 攝

■年輕時的鄭克和賣過水果，當過茶餐廳夥計，也開過

雲吞麵檔。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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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和加入中國星火基金會20年，積極助學，已捐建11間學

校。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