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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燃亮粵窮鄉教育希望
工會捐建學校逾廿載 辦中小幼「一條龍」服務

港人盼每筆善款落到實處
回憶22年來香港募捐、內地建校的歷程，周兆康說得最多是「愛國」：
因為愛國，所以捐資助學，為鄉村師生「雪中送炭」；一棟棟屹立在山區的
美麗教學樓，不僅是捐款者個人對祖國的祝願，更寄托了千萬港人對祖國的
支持。

2007年經歷紅雲希望小學面臨被拆遷的情勢，這一度令周兆康和同事們感到心寒：難
道花費十多年時間、凝結數百港人心血、投資數千萬善款建設的希望小學，因為政策變
故，就毀於一旦？
「對於港人的愛國行為、善心行為，內地政府應珍惜，並且尊重捐款者的感受。」周兆

康承認，許多香港社團堅持跟進學校捐款進度，是擔憂學校因政策或人為原因被拆遷、荒
廢，令捐款者失望。「我們可以理解政策多變，但不能接受沒交代，慶幸乳源縣政府非常
重視教學，第一時間和我們商討對策。」

內地地方政府決策時應多一份「用心」
採訪中，有港人告訴記者：「香港人不是沒有愛，只是傷得多，愛就會變淡。」事實

上，無論是汶川地震後港人捐資的學校被無故拆遷，還是為「集中教育資源」而撤銷大量
希望學校，內地地方政府在決策時總少了一份「用心」。誠如周兆康所言，一個愛國工會
存在的意義是聚攏人心，但如今這份工作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多。他期望，內地政府在做決
策時更多一份「用心」。只要有心，相信很多矛盾可以化解，很多差異可以包容，人心可
以聚攏。
期望有一天，內地可以在不需要捐款者監督的情況下，將港人的每一筆善款落到實處。
記者相信，只有港人的愛心留在內地，才是最切實的人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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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香港工會聯合會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發起「希望工程重返校園助學計劃」，籌得4,000萬港元捐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
此次籌款中，工會捐出由工人籌集的4萬港元，時任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秘書
長的周兆康，將「捐建內地希望小學」的設想一經提出，獲得工會理事會一致
認可。
同年6月，在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新界辦事處副主任李飛的引薦下，工會多名
負責人來到韶關乳源瑤族自治縣實地考察。「當時還沒有京珠高速，我們從深
圳乘坐『丹霞號』到韶關，大概6個半小時，之後又搭乘了一個半小時汽車到乳
源縣。在當地見到時任副縣長胡又新，他一開始便提議我們捐建縣城中心小
學，但被我們拒絕了。」周兆康透露，在出發前，理事會就有2個共識：捐建學
校選址必須在真正有需求的鄉村，必須有公路可以到達。「捐建的學校將成為
我們工會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參與捐款的會員都希望能到學校參觀。」

屋頂漏水 孩子撐傘上課
在明確了工會的要求後，胡又新二話不說將他們帶到紅雲鄉。「我忘不了當

天那一幕，汽車在砂石路上顛簸了2個多小時，看到學校那一瞬間我們都震驚
了。兩間小小的平房光線幽暗，一下雨屋頂就漏水，孩子們必須撐傘上課，我
們知道內地教育環境不好，但不敢相信，鄉村學校竟是這樣。」
儘管破舊，這兩間平房容納了附近8個自然村100多個孩子。更糟糕的是，再過
幾個月這2間小平房也要被一分為二——根據規劃，一條鄉村公路將橫穿學校。
可是，人均年收入僅392元人民幣的深山小村，哪來資金興建新學校？！「這
兒需要我們，回到縣城理事會就拍板捐建。儘管當時我們並沒有籌集足夠的資
金。」
7月，在工會45周年會慶上，周兆康播放了一段在紅雲鄉的實錄視頻，鄉村學

校的慘狀震驚了無數港人，「那種直觀的感覺是可怕的。」
隨後5個月，超過3,000名工人踴躍參與捐款，金額達到39.8萬港元。這筆如
今看來並不龐大的金額，對香港普羅大眾而言，每分每毫都包含着他們對祖國
的愛。
「捐款期間恰逢工會會友何啟洋、蘇錦軒婚禮，他們在擺酒現場宣佈收取的

禮金將全部捐給希望小學，一共3萬多港元。」周兆康說，像這樣的個案舉不勝
數。

粵首間港澳希望小學建成
1993年5月28日，紅雲希望小學舉行落成典禮。學校的圍牆上趴了上千鄉

民，他們從沒想過，有一天這個貧窮小鄉村能有這麼漂亮的學校。新落成的三
層教學樓配有課室、教務室、教師辦公室、教師宿舍、校門、運動場等，是全
國第一間以香港工會命名、廣東省第一間由港澳同胞籌款興建的希望小學。
統計顯示，從1992年到2008年，乳源縣共收到希望工程捐款超過5,800萬

元，全縣共興建112所希望學校或教學樓，超過4,000名貧困學生被資助接受9
年義務教育，鄉村的辦學條件亦大大改善。

沙啞的鐘聲響起，手持狗尾巴草、口袋中裝滿漿果的孩子嬉鬧着進入課室。一間泥磚雜木建成的平房裡，屋

頂的瓦磚透着微光，屋內一片昏暗。老師的粉筆在坑窪不平的黑板上顛簸，孩子們趴在簡易木板搭建的課桌上

盯着殘破不堪的課本。這是幾十年前廣東韶關乳源縣北部紅雲鄉學生上課的光景。如今，映入眼簾的卻是一所

設計新穎、色彩鮮艷的花園式學校：標準的200米跑道、籃球場，配備齊全的電化教室，嶄新的電腦課室……

依舊貧窮的鄉村辦起了現代化教育。這種變化源於1993年，香港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以下簡稱工會）資助

建成內地首間由港澳同胞籌資興建的希望小學。迄今，工會捐資超過220萬人民幣，先後在紅雲鄉興建小學、

中學、幼兒園「一條龍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廣東韶關報道

2005年，香港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前主席黃燕芳離世。作為首屆港區人
大代表、中國兒童青少年基金會理事，黃燕芳一生關注內地教育事業，在工
會捐建紅雲希望小學期間曾多次前往考察並捐款，2003年其在病重期間，尚
不遠千里前往紅雲希望小學參加成立十周年慶典。為紀念這樣一名備受香港
各界工人愛戴的前輩，有工友出資10萬元成立黃燕芳教學基金，以繼續關注
內地教育事業發展。2006年9月基金先向紅雲希望小學的優秀學生及教師頒
發現金獎勵，此後每年9月，工會負責人都會前往參與頒獎典禮。
2007年，受國家「整合教育資源，撤鄉村學校，集中建設中心小學」政策

影響，紅雲希望小學面臨被拆遷的危險。彼時，乳源縣相關負責人與工會理
事會商議，是否願意加建中學以保留校區。
「當時工會正在香港供樓，經濟緊張，但為了保留這個凝聚了愛國港人心
血的學校，我們決定加建。」周兆康透露，當年並未公開籌資，理事會不想
拿走老會員的「棺材本」，但不少收到風的會友仍在第一時間送上款項。

學校未建成 善長已離世
「有一名紡織廠的老工人黃麗嬋在籌建希望小學時就捐款4萬多元，2007
年底她癌症末期在院，她表示自己還有12萬港幣存款，願意全部捐給希望中
學。遺憾的是，學校還沒建成，她已離世。」為紀念黃麗嬋的善舉，工會將
中學的電腦室命名為「黃麗嬋電腦室」。
2008年5月12日，投資60萬元港幣、佔地面積39,975平方米的「黃燕芳教
學樓」舉行落成典禮，乳源
縣政府決定將紅雲中學命名
為「香港紡織染工會紅雲希
望學校」，以肯定工會及會
友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熱心。
目前，該校6至9年級共
14個班級已有學生697人。
在2014屆 100名參加升學
考試學生中，有84人考入
高級中學，升學率達到
84%。這對山區學生而言，
並非易事。 如果說，在內地山區捐建小學、中學是為了讓山區的孩子享受平等教育，那

麼，建設山區幼兒園，則是為了讓這些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
在港澳同胞的慷慨資助下，內地不少山區已建起漂亮的教學樓，教育水平也

大大提高，但在幼兒教育方面仍較落後。以紅雲鄉為例，2012年該鄉3至5歲幼
童有475人，但區內並無專門適應幼兒的教學中心，僅30多名兒童有機會就讀
紅雲希望小學的「學前班」。

鞏固教育根基 從娃娃培養起
內地山區教育局曾多次向港澳同胞提倡捐建幼兒園。但對於不少港人來說，

興建希望小學是「雪中送炭」，興建幼兒園則是「錦上添花」。即使如此，有
感於「從娃娃培養起方能鞏固教育根基」，工會理事會大膽提出了「建設內地
農村教育一條龍服務」理念。
興建幼兒園的不菲費用再次

讓工會感到憂愁。「讓我們感
動的是，社會愛心人士在了解
到工會20年堅持捐資內地山村
學校的事跡後，主動送上善
款。短短幾個月內，『黃燕芳
教育基金』已募捐了100萬港
幣，為香港同胞協助山區教育
事業發展開創了新篇章。」
2013年9月28日，一棟紅藍
黃相間，色彩鮮艷的校舍矗立
在眼前，與毗鄰的雪白牆身小
學相映生輝，紅雲希望幼兒園
落成了！

■1992年，工會多名負責人來到韶關乳源瑤族自治縣
實地考察時狀況，最右邊為周兆康。 受訪者供圖

■紅雲希望小學剛剛落成時，全村村民前往圍觀。
受訪者供圖

■將婚禮禮金全額捐贈紅雲希望小學的工會會友何啟
洋、蘇錦軒。 受訪者供圖

■香港人黃麗嬋在癌症末期拿出全部積蓄捐贈
的電腦室。 受訪者供圖

■工會認為鞏固教育根基應從幼兒教育開始。
受訪者供圖

■■新建成的幼兒園為內地首個新建成的幼兒園為內地首個
港人捐建幼兒園港人捐建幼兒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為了不讓山區的適齡兒童輸在起跑線為了不讓山區的適齡兒童輸在起跑線，，工會工會
決定在乳源縣續辦幼兒園服務決定在乳源縣續辦幼兒園服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19921992年紅雲鄉教室年紅雲鄉教室
內部情況內部情況。。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