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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來到徐祥齡和太太工作的橫瀝鎮隔坑社
區服務中心時，正值這裡一年兩次的助學金發

放儀式。近300位小朋友和家長成為了社區中心新候鳥計
劃的幫扶對象，徐氏夫婦及從香港趕來的志願者將籌集到
的10多萬人民幣的助學金一一發放到小朋友手上，同時，
東莞一家台資企業為留守兒童捐款贊助了他們的營養餐計
劃。徐太和她的孩子們開心的玩着遊戲，家長們難得放下
了工作和家務，專心的陪着孩子。在一般城市孩子看來這
些唾手可得的幸福，對於留守兒童來說卻一點也不容易。

無戶籍難就學 冀助成長萌志
東莞有大量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長期在工廠打工，在東莞

只有一個臨時的家，無暇照顧孩子的成長。「農民工對社會是
有貢獻的，但是很少有社會組織關心他們的生活。」徐祥齡
說，據調查，2004年東莞橫瀝鎮就有20萬農民工，生活在東
莞的外來工人更超過200萬。他們沒有城市戶籍，子女無法就
讀免費公立學校，超生的孩子權利就更加沒辦法保障。
「我當初看到很多留守兒童身上的種種問題，他們不少

成長在單親家庭，也有一些因父母工傷致殘或早亡成為孤
兒，因無人管教更容易在社會上染上不良習氣，跟着黑老
大『混江湖』。」徐祥齡介紹道。由於沒有本地戶籍，很
多留守兒童無法申請就讀東莞的公立學校，很多人甚至沒
有讀完義務教育就輟學。「我就是想幫助他們，引導他們
更健康地成長。」最初這個簡單的想法讓本來已經退休的
徐祥齡重操舊業，成立了東莞橫瀝鎮隔坑社區服務中心。

睹苦況如身受 效港公開賬目
今年已經80歲的徐祥齡做社工已有40多年，太太譚翠蓮

退休前是香港電台的記者，做記者期間多次到訪中國內地
的貧困山區。「華中水災、麗江地震的時候我來內地採
訪，見到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打工，承受着
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卻拿着微薄的薪水，他們的親人還要
承受家庭分散的代價。」譚翠蓮說，每次看到新聞中又出
現留守兒童的安全事故，游泳溺水、女生被性侵甚至凍餓
而死的情況，她和家長也一樣感同身受。
徐祥齡1993年退休後來到東莞養老，為了幫扶留守兒

童，他拿出自己100多萬退休金，在橫瀝鎮創辦了全國首
家非盈利性質的民辦外來工服務中心，徐太譚翠蓮也積極
響應，夫妻倆開始了新一輪的幫扶計劃。創辦中心時，徐
祥齡借鑒了香港社工組織運作制度，不僅從籌款到助學金
賬目全部公開化，而且借鑒了他在香港做外展社工的經
驗，深入犯罪邊緣的青少年之中，引導他們走上正途。

玩賽車識「街飛」 用傷者照感化邊青
10年來，為接觸邊緣少年，徐祥齡以60歲的高齡玩過賽
車，通過賽車和「飛車黨」少年交朋友。因為從不向警方
報告這些少年的行蹤，成為了他們的朋友。他多次拿出警

方提供的幫
派鬥爭死傷者

的照片，讓這些孩
子明白犯罪道路的代價。

經多年努力，他感化了大批徘徊在犯罪邊緣的少年，減少
了犯罪概率。
「在東莞做社工這麼多年，也有香港人問我為什麼不幫助
香港人，在香港也有弱勢群體。」徐祥齡說：「其實香港社
工發展早，已有70多年歷史，各種社工組織非常完善，我再
做像錦上添花；而內地有非常龐大的弱勢群體，卻沒有足夠
的社會組織幫他們解決難題。我和太太覺得，來內地做社工
是雪中送炭。內地的小朋友更需要我們的幫助。」

設社工督學 喜助4童升大
每天下午3點多，就會有小朋友在社區中心門口排隊等
候中心開門。這個面積有2,000平方米的社區中心是徐祥齡
夫婦出資100多萬元建造的，裡面有專門為留守兒童準備
的娛樂室，也有圖書閱覽室、健身房和乒乓球室。留守兒
童憑會員卡就可進入，每天下午4點後設有專門的社工督
促他們學習，玩遊戲和做公民教育。為督促學習，社工們
設計了遊戲、獎勵等刺激手段，孩子們在這裡學習不僅免
費而且在學校成績優秀還能獲得禮包。社區服務中心有專
門的閱覽室，只要繳納20元就可免費租借一年圖書。第二
年，如果仍有興趣繼續借閱圖書，還可獲退還10元。
「從社區中心帶出來的留守兒童中已經有4個入讀大

學，這是我們非常高興的。而且他們讀大學都就讀社工專
業，放假有時候會來我們服務中心幫忙，兩年之後他們也
可以考社工證，將來也會成為社工成員的一分子，幫助其
他弱勢群體，他們將希望傳遞給許多人。」

奔波近月核實情況 免引起不公
為了幫助一個留守兒童，徐祥齡和他的社工們需要奔波

一周到1個月不等的時間，去核實小朋友家裡確切的經濟
狀況，了解他們父母的情況，確保錢給到了需要幫助的人
群，以免引起不公。5年來，隔坑社區服務中心已經擁有
超過2,000名會員，並先後為10萬人次新莞人和弱勢群體
提供服務，並且為東莞社工工作5年規劃的制定提供了可
借鑒的經驗。多年的付出也讓徐祥齡獲得了尊重和認可，
他被評為東莞第二屆助人為樂道德模範，榮譽市民等榮譽
稱號。
目前徐祥齡夫婦正籌劃在廣西平南新建一個新的社區服

務中心。「這是一個專門為留守兒童服務的點，也是我們
在廣東之外的第一個試點。如果成功的話，希望可以擴展
到貴州、四川等等省份。」隔坑社區中心的留守兒童來自
全國20多個省份，徐祥齡夫婦希望可以培養他們中的一部
分人做未來的社工，他們大學畢業之後可以回到自己的出
生地，為他們的家鄉和族群服務。

2011年9月，剛畢業
回港跨出社會的一琳，
第一份工是香港一所幼

稚園老師。「近幾年香港社會對普通話
很重視，幼稚園每個班都配備1位普通
話老師」，流利的普通話使她很快便勝
任了這份工作，但不滿足於小天地的一
琳，卻常常陷入情緒低谷，「留在父母
身邊只能培養我的惰性」。
憑藉着4年在福建學習生活經歷，加
上外婆也長住廈門，不顧勸阻的蔡一琳
在2012年6月獨自登上了香港飛往廈門
的航班，準備在這座頗有好感的城市
「一展身手」。

戶籍特殊欠優勢 屢碰壁心灰
「內地不似香港一般公開招員，常常

是在網路上看見招工訊息，致電過去卻
被告知已經滿員了。」加上戶籍特殊，
又不具備應屆生求職優勢，經歷兩個月
找工碰壁而心灰意冷的她，有些猶豫。
「特別是得知同屆的最後一名華大的港
籍同窗也因工作不順，折返香港，可以
說昔日的好友都走光了」。

覺多機會鍛煉 獲老闆賞識
那段時間，她焦慮過也徬徨過，甚至
對自己在內地工作的決定生疑。一天抱
着試一試的心態，一琳向廈門人保財險
投了一份簡歷。面試中，上司問她為何

選擇來內地發展，「港人總怕北上碰
釘，但我反而覺得這裡市場大機會多，
更能鍛煉人」。她的回答令老闆頗為賞
識。這個從未招過港籍員工的公司，竟
向她伸出了橄欖枝。
初選這份職業時，一琳有過掙扎。

「畢竟在大家眼中，保險行業毀譽參
半，連我自己有時也怕接到保險員電
話。」但上司不僅鼓勵她保險業是「贈
人玫瑰，手留餘香」，還將大客戶資源
維護工作，放手交給她。由於內地招聘
港人員工不僅手續繁雜，也有勞務紛爭
的隱憂，公司人力資源部曾向高層再三
確認是否錄用她。
一琳坦言，若非上司力保，就沒有現

在這個讓自己發光發熱的平台：「或許
看重的就是我那股放棄安逸生活，願意
獨自闖蕩的衝勁吧！」
一琳接手的第一單便是個「燙手山

芋」：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項目是人保財
險的重要儲備客戶。其駐廈代表處派出
高層同一琳所在的部門商洽過幾次，但
由於種種原因合作被擱置了，「儘管合
作暫且中止，但我並沒有選擇放棄，而
是積極地跟進後續進展」。

粵語識大客 同事另眼看
在查閱客戶資料的過程中，一琳發

現，該公司高管中的羅先生可能是港
人。一向薄面的一琳直接撥通了羅先生

的電話，「聽口音，您應該係香港人
吧，我都係啊！」沒想到以粵語開啟話
匣子，從老鄉話題聊到工作，一琳不僅
取得了客戶的信任，更幫助公司贏得了
保單。或許由於同在異鄉，一琳和羅先
生還成了名副其實的「忘年交」，「工
作上，我們是合作夥伴。閒暇時間之
餘，我們是朋友，甚至是球友」。
因為成功簽下阿美石油而「一戰成

名」的她，也令同事們對這位公司唯一
的港籍員工另眼相看。後來的廈華電子
和福特汽車兩個客戶，一琳也得心應手
起來。
不僅在客戶需要處理賠案時迅速解

決，同時作為公司與客戶的橋樑，她一
有機會就跟進處理進度，全方位更新情
況。由於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使雙
方合作關係穩中有升。

獲獎堅定信心 賺人幣勝港元
2013年，一琳拿下了公司「年度新人

獎」，也令她對自己北上之路更加堅定
而充滿信心。「香港同學大多不是銀行
櫃員，就是寫字樓白領，做着單一而重
複的工作，甚至有些是啃老族。」比起
一般畢業生在香港萬餘元的平均薪資水
平，還需負擔房租及高消費來說，蔡一
琳在廈門的工作令很多同齡人頗為艷
羨。「人民幣升值後，扣除生活費工資
還多過在香港領薪水。」

在東莞這個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生活着近生活着近200200萬農民工萬農民工，，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像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像

候鳥一樣每年定期往返於老家和東莞之間的留守兒童候鳥一樣每年定期往返於老家和東莞之間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生活不僅因他們的生活不僅因

為貧困面臨着諸多難題為貧困面臨着諸多難題，，同時還因為缺少父母關愛同時還因為缺少父母關愛，，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香港社工徐香港社工徐

祥齡及太太譚翠蓮退休後在東莞橫瀝鎮隔坑社區開創社區中心祥齡及太太譚翠蓮退休後在東莞橫瀝鎮隔坑社區開創社區中心，，將幫扶目標定格在這將幫扶目標定格在這

群群「「小候鳥小候鳥」」身上身上，，1111年來他們先後籌集了近年來他們先後籌集了近500500萬助學萬助學

金金，，幫助了幫助了11,,300300個農民工子女入學及資助助學金個農民工子女入學及資助助學金。。夫婦夫婦

倆也幫助了許多徘徊在犯罪邊緣的問題少年倆也幫助了許多徘徊在犯罪邊緣的問題少年，，引導他們引導他們

「「浪子回頭浪子回頭」。」。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何花何花東莞報道東莞報道

徐祥齡譚翠蓮徐祥齡譚翠蓮1111年惠年惠11,,300300留守童留守童 引導邊引導邊青青「「浪子回頭浪子回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在許
多土生土長的香港同學眼中，天生叛逆的一琳選
擇離鄉背井是很冒險的。「從前談起內地時，大
家都說這裡既不衛生又危險重重，其實真正住下
來，特別是廈門讓我覺得好親切。」

養犬解孤獨 願交內地男
人在異鄉，總有孤獨的時候，而牧羊犬Bossy

是一琳心情瞬間變好的「秘方」。今年6歲半的
Bossy是一條混血牧羊犬，工作滿檔的她，平日將
狗狗交由外婆照料，但周末必定親自帶牠出門散
心。「有一次，調皮的Bossy在路邊吃了一朵花
之後，流口水不止，把我嚇壞了」，愛犬如己的
一琳連夜帶着牠求助寵物醫院，得知應該是吃進
噴灑農藥的花朵，導致狗狗食物中毒。之後，她
便陪着吊瓶直到Bossy好轉恢復活潑本性，「看
着牠受苦，也像疼在我自己身上一樣」。
愛犬是「好伴侶」，目前單身的一琳坦言不排

斥交往內地男生，如果真的碰到值得托付的對
象，嫁做內地媳婦她也不介意。「是不是港人沒
有關係，但要愛狗又來電才行！」

2011年從福建華僑大學僑生班畢業，回港1年後不顧眾人反對北上求職，即使在最艱難的階段

也不曾後悔，「20多歲不出來闖一闖，以後就沒機會了」，這就是90後女孩蔡一琳。幽默、健談

的她，說着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就成為了搵工優勢。倘若不曾聽到她和朋友打電話時近乎連珠炮

般的廣東話對談，很難察覺出她是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葉臻瑜廈門報道

9090後北上揾工後北上揾工 普通話成優勢普通話成優勢

■■雖然是公司唯一港工雖然是公司唯一港工，，但一琳但一琳（（一排右一排右
三三））和同事相處非常融洽和同事相處非常融洽。。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愛犬愛犬BossyBossy已經已經
成為一琳在內地的成為一琳在內地的
「「家人家人」」之一之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港人
在東莞在東莞

港人
在廈門在廈門

港老夫婦赴莞
「築巢」育小候鳥

離鄉不覺冒險 住落更添親切

■譚翠蓮為留守兒童分發營養餐。 何花 攝 ■留守兒童開心地玩遊戲。 何花 攝

■徐祥齡夫婦主持新候鳥計劃為留守兒童發放助學金。 何花 攝

■■徐祥齡與譚翠蓮徐祥齡與譚翠蓮
夫婦在東莞開社區夫婦在東莞開社區
中心中心，，助當地留守助當地留守
兒童求學兒童求學。。何花何花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