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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巴』男孩已能與人交流，眼睛
變得有神，畫的畫也變得五彩繽紛
了。」今年3月，四川「兩會」期間，
四川省政協委員李惠貞，跟朋友分享一

名彝族兒童的變化。她介紹，兩三年前，自
己在涼山州布拖縣木耳鄉，偶然遇上一個父
母因意外雙亡、家境極度貧困的6歲男孩。
男孩總是低頭不說話，當他不情願抬起頭
時，那雙大大的眼睛，讓李惠貞震驚不已：
「猶如一潭死水，沒有感情、沒有神采，空空
的。這哪像一個天真爛漫兒童應有的眼神，我
一下子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幫助他們。」得悉該
縣還有不少像這個小男孩一樣困苦的孤兒後，
李惠貞決定向他們伸出援手。

10年投入3,386萬 資助2萬學生
「每年5月、7月、10月，我都會去大涼

山。每次少則一周，多則半月。」李惠貞
說，10年來，福慧人的腳印踏遍大涼山每個
角落。2004年起，在四川省委統戰部、四川
海外聯誼會，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協助下，
福慧教育基金會累計在涼山州布拖縣開設了
56個助學班，受助學生超過2,500人，還幫

助600多名初中畢業的福慧學生升讀職業學校。10
年來，福慧教育基金會總共投入3,386萬元，累計
資助學生20,463人次。
10年來，這批海外僑胞、香港同胞，甘願付出、不

求回報，用行動詮釋「愛」的真諦。10年來，他們奔
走各地，為孩子募捐，精心呵護一棵棵幼苗，讓大涼
山披上「綠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涼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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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東亞銀行（中國）寧波分行
正式成立，成為東亞銀行（中
國）在浙江省內的第二間分行。

「寧波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很快，在全國35個大
中城市中，寧波的金融生態環境排名第二，企業
誠信排名第一。這也是東亞銀行（中國）選擇落
戶寧波的原因。」鄺萬成說。

見識寧波企業家精明
不過，在寧波當銀行家的日子可並不好過。
「小小的一個寧波，就有60多家銀行，再加上層
出不窮的金融產品，要做成生意並不容易。」在
鄺萬成看來，寧波企業家都非常精明，關係歸關
係，生意歸生意。「或許因為這裡是港口城市，
寧波人很早就開始做生意的緣故，他們很懂得比
較各個銀行產品的優劣，如果產品不能做到物美
價廉，他不會因為跟你關係好就選擇你的銀行合
作。」言語間不難發現，鄺萬成儼然已對寧波的
情況了然於胸。
東亞銀行（中國）在寧波只有一個網點，在吸
收存款上做不過擁有數十個網點的「四大行」及
寧波本土的銀行，因此只能從產品上取勝。鄺萬
成稱，「像現在中央的大方向是鼓勵企業走出

去，再加上寧波有很好的外貿業務，我們就藉此
推出了跨境人民幣業務、內保外貸和眾多『通系
列』的產品，也以此吸引了很多客戶。」

半年完成全年指標90%
事實上，東亞銀行（中國）寧波分行成立半年
後，就達到了收支平衡，今年上半年更是已經完
成了總部全年指標的90%。「我們有我們的優
勢，就是架構比較簡單，所以批貸會相對快捷
很多。我們有一個『廠易通』的產品，專門針
對生產型企業，如果企業的銷售總額每年遞
增，前景良好，我們甚至可以最高批出抵押物
價值 1.5 倍的貸款，而且收的費用也比較合
理。」

入鄉隨俗備大紅袍待客
為了入鄉隨俗，鄺萬成在辦公室裡安放了一套

茶具，備了上好的大紅袍。「以前我是不怎麼喝
茶的，來寧波以後，發現大多數企業家都愛喝紅
茶，所以為了投其所好，我也備了一套茶具。有
時候以茶會友，也能談出生意來。」 鄺萬成笑
稱。
鄺萬成是一個絲襪奶茶狂，每次回香港，他一

天可以喝上3杯絲襪奶茶。因此，他到寧波的第

一件事就是安裝了美食搜索軟件，尋找寧波的茶
餐廳。但讓鄺萬成略感失望的是，寧波有一個很
奇怪的現象，就是茶餐廳都開不久，總是去吃了
幾次後，就默默地關門了。

嘆茶餐廳難「長食長有」
鄺萬成續說，在香港，一個人吃午餐很簡單，
到茶餐廳叫個例餐，又好吃又便宜。「以前辦公
室附近就有一間茶餐廳，味道正不正宗我們先不
提，至少也能解我思鄉之苦，結果我去了一個
月，它就倒了。後來我又趕到幾公里外的波特曼
酒店對面，去吃那裡的茶餐廳。結果不出半年，
它也倒了。」鄺萬成無奈地表示。
寧波餐館雖然多，但都是以小菜為主，適合一

個人吃午餐的地方很少。「現在我中午要不去咖
啡廳，要不就自帶三文治解決。來寧波兩年，慢
慢也習慣了。」
午餐吃不好，晚餐也不容樂觀。由於太太是四

川人，家裡所有的菜都撒上了一層厚厚的紅椒。
「剛開始嘴上都吃出泡了，現在終於習慣多了。
她是大廚，所以只能我的口味去遷就她的。」鄺
萬成笑說，如今太太作出的妥協是，每晚給他
專供老火湯一份，「就當是現在流行的mix餐廳
了。」

想想

「還有4個多月，

實習就要結束了，未來我要當一名

快樂的白衣天使。」19歲的彝族姑娘

吉各麼你扎，在涼山州第二人民醫院

實習已有5個多月，掌握了打針、輸液等護理技能。

約4個月後，吉各麼你扎將成為一名正式的護士。她

是福慧教育基金會幫助的2,000多名涼山貧困少年兒

童的一員。香港百老匯攝影器材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福慧教育基金會副會長李惠貞說，點亮他們

的人生，變成一顆顆晶瑩發亮的珍珠，是「福

慧人」的追求和夢想，「少年兒童是祖國的

希望和未來，『福慧』的職責，便是把這一

顆顆散落『草叢』的『金子』找出來，逐

個擦拭乾淨。」

福慧教育基金會於加拿大多倫多註冊，在香港設
有分支機構，前期與香港福慧慈善基金會一同

在內地開展助學、扶貧工作。2004年，福慧教育基金
會開始涉足大涼山助學活動，累計開設56個助學班
級，受助學生超過2,500人，累計投入助學金3,386萬
元。

女孩獲助學 天空更廣闊
「當地貧窮落後，父母重男輕女思想特

別嚴重，女孩最多讀至初中畢業，便要外
出打工或嫁人。」吉各麼你扎說，當地許
多像她一樣的幸運兒，命運因福慧的資助
而改變。
大涼山位於四川省西南端，是全國最大

的彝族聚居區。當地彝族人多居於海拔
3,000米高原上，雖看似群山環抱、風景如
畫，但同時是高寒地貧、交通閉塞的地
方。他們在這遙不可及的「仙境」裡，飽
歷痛苦與艱辛。

父母吸毒亡 孤兒自生自滅
由於臨近「金三角」，毒品容易流入，吸毒人數甚多，許多
癮君子感染愛滋病死亡，留下數以千計的孤兒。這些孤兒大多
不懂漢語，沒有受教育機會，被迫「自生自滅」。目前，中國
貧困縣排名中，最貧困縣包括涼山州一些縣。雖然當地政府已
作出較大努力，但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並不容易。
大涼山彝族少年兒童的不幸遭遇，漸漸進入「福慧」視野。
2006年，在愛心人士張俊蘭帶領下，「福慧人」第一次走進大
涼山。她在領略高原美景與彝族同胞熱情的同時，看到了流離
村野、無依無靠的孤兒。「福慧人」決定為孩子付出，經過10
個月的籌備，布拖縣木爾鄉寄宿制「福慧之星希望工程班」當
年8月開課。

學校寄宿 培養良好行為習慣
走進喜德縣賀波洛鄉中心校的學生宿舍，環境整潔、空氣清
新，被子、鞋子、牙具、臉盆擺放，都朝同一個方向。六年
級學生吉克阿咪洗完臉，整理好毛巾，掛到架子上。疊被子等
良好行為習慣，都是她4年級到學校寄宿後逐步養成的。
喜德縣教育局民教股股長莫色依格介紹，當地大部分孩子沒

有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有學生連最基本的蹲廁所、使用衛生
間都不會。為此，喜德縣政府和福慧教育基金會聯手，為孩子
添置嶄新的學習生活用品，每個班級配備一名義工，專門照顧
他們的生活起居。在引導孩子們學習知識的同時，教師不忘加
強孩子的行為習慣培養，重點在學習、行為、衛生、內務、安
全5方面引導規範學生。

50「福星班」 教識字心理疏導
據了解，福慧教育基金會與當地政府聯手，在涼山州開設50
多個「福星班」。福慧教育基金會定期給孩子學習生活補貼，
又出資聘請生活管理員，購買生活物資和醫療保險。同時，基
金會不定期邀請專家義務為教師進行培訓，對學生進行心理疏
導。「我們所做的，不僅教孤兒識字，更希望打開他們的心
扉，露出笑臉。」福慧教育基金會一名義工說。
目前，福慧教育基金會所資助的學生中，近半於未來幾年

便初中畢業了。他們當中，可能只有少數學生能跨越高中甚
至是大學的門檻。福慧教育基金會正積極醞釀，把餘下的孩
子送入職業學校學習，讓他們有一技之長。「我們不能給涼
山孤兒天天送魚吃，但致力教他們織網捕魚的技能，希望他
們受用一生。」福慧教育基金會會長關保衛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涼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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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萬成雖然從

1996年已開始在

內地的東亞銀行

（中國）服務，

但被派到寧波分

行擔任「開荒行長」也不是

一件輕鬆的事。到了新辦公

室，鄺萬成第一件事就是把

妻子與兒子的電子相冊放在

辦公桌上，「我們香港人很

顧家的，他們就是我工作的

動力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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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志願者為學生建立圖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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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貞與孩子在李惠貞與孩子在
一起一起，，樂也融融樂也融融。。

■鄺萬成表示，今年上半年，
寧波分行已完成總部全年指標
的90%。 鄺萬成供圖

■2013年1月，東亞銀行（中國）寧波分行正式成
立，鄺萬成出任首任行長。 鄺萬成供圖

■■鄺萬成在辦公室裡安放了一套茶鄺萬成在辦公室裡安放了一套茶
具具，，備了上好的大紅袍招待客戶備了上好的大紅袍招待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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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萬成帶妻兒遠赴鄺萬成帶妻兒遠赴
寧波打拚寧波打拚。。鄺萬成供圖鄺萬成供圖

談及5歲的兒子鄺子涵，鄺萬成的眼睛笑成了一
朵花。他表示，「寧波人有一點跟香港人很像，就
是家庭觀念很重，若不是有緊要的事，休息日都不
談工作。現在跟一些企業家熟絡以後，周末經常幾
家人一起出去family day，我希望自己能參與到兒子
的成長過程中去。」
即使疼愛，鄺萬成對兒子的教育都非常嚴格。鄺

萬成說：「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裡，看到兒子一屁
股坐在岳父的頭上，玩得很開心。我說孩子你不能
這樣，你要尊重外公，怎麼能坐在老人家的頭上
呢。但岳父就笑呵呵地說沒關係啦，小朋友喜歡就
好。」

家教甚嚴不溺寵
鄺萬成坦言，內地小孩子普遍比較得寵，這樣不

好，即使是小孩子也要懂得基本的禮儀，要知道說
「謝謝」、「對不起」等禮貌用語，要學會分享和
忍耐。
2013年暑假，鄺子涵在學架子鼓時，被模特兒公

司看中，還擔任起內地大牌童裝的小模特兒。雖然
在眾多的童模裡，他的年紀最小，卻最受攝影師和
工作人員的喜歡。
「這幾天寧波氣溫都超過30度，他們卻要拍秋冬

款的時裝封面，幾個小模特兒就穿毛
衣在大太陽下拍攝，我的兒子
卻很有耐心、很專業，沒有鬧
脾氣，喝點水就繼續回去拍
攝。」 鄺萬成無不自豪地表

示。
鄺萬成開玩笑地

說，「前陣子帶兒子
在一個活動上，遇上
他所擔任模特兒品牌
的董事長，他對我兒
子還很有印象，說他
表現很好，能得到這
種評價對兒子來說已
經 是 最 大 的 鼓 勵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