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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姜玉堆懷揣20元港幣隻身
由福建石獅來港，第二天即到工廠打
工，憑閩南人「愛拚敢贏」的精神，白
手興家創立「萬匯發展機構」，從事貿
易、製造等業務。懷着濃郁的家鄉情

懷，雖經人生起伏，但數十年來義無反顧堅
守在愛國愛港第一線，赤子之心從未動搖。

袋20元南下 打工愛加班
他在訪問中回憶了自己37年前來港的情況：
「當初一無所有，兌換的20元港幣到紅磡火車
站只剩幾蚊，第二天即到親戚介紹的工廠開
工，日薪17蚊，吃住都在工廠，墊張紙皮睡地
下。當時加班雙薪計，所以特別喜歡加班。」
姜玉堆笑說：「在福建老家從未吃過苦，

到香港覺得香港很不好，但想起中學讀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相信成長的過
程一定要經歷磨練，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
人。咬着牙硬撐了過來，好不容易買了張尼
龍床，由地下睡到床上。」
雖然工作異常辛苦，但他並沒有安於現狀，
仍有一股強烈的向上動力。「我來香港的第一
件事，就是好專心學廣東話，你不識講廣東
話，好難融入社會。」半年時間，姜玉堆已過
語言關，一年後他轉去國貨公司做售貨員，廣
東話更加流利，隨後再轉到永安百貨傢俬部。
姜玉堆回憶說：「當時賣的傢俬都是歐洲

貨，非常貴，一張椅能賣到幾萬元，香港有
錢人才能用得起，我當時琢磨了一套心理推
銷法，傢俬賣得很好。結果有個供應商很喜
歡我，叫我去幫他開專賣店，做到了經理，

更幫他在港九新界開了10間分店。」
可惜，到了1983年中英談判，大批富人離開香港，

結果老闆不得不結業，打工風光日子不再，但給他創
業的機會；做生意的起伏經歷，令他體會更多的人生
價值觀。
他笑言：「我身兼很多公職，喜歡做社會事務，是

『不務正業』，身邊的朋友說，如果我拿做社團的精
力去做生意，可能現在很有錢。但我這個人對財富看
得唔係好重，不是很執着，我覺得人不一定要很有
錢、要同別人比，一生能夠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也
是一種財富。」
自己長期投身社會工作，姜玉堆特別感謝家人支
持，如今一子一女均已成家，生意主要交弟弟打理，
姜王堆的心願仍是繼續「不務正業」，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陳文華、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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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協委員、泉州市政協委員姜玉堆，1980年代投身社區工作，1990

年代轉攻青年事務，傾情青年工作20多年，去年發生違法「佔中」，他開始

有更深刻反思。姜玉堆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他認為，青少

年問題的癥結在於對國家民族、對共產黨不了解，盲目追求不切實際的「理

想」。他建議要將國民教育提升到國家層面去做，將青年工作當作事業去投

資，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特區政府出資支持，全社會共同推廣國民教育，相

信通過5年努力，必有另一番景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陳文華

不熟國情「盲追夢」
港青「國教」應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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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公職數十項 服務社會幾十載

辦港青「尋根之旅」創出品牌
姜玉堆憑滿腔赤子之心，於上世紀80年代投身愛國
愛港社團工作，20多年來更不遺餘力地推動青年工作和
國民教育，組織了數以萬計的青少年赴內地交流。近10
年來與內地各省市政府及國務院僑辦合作的香港青少年
「紅色之旅」及「尋根之旅」，創出品牌，獲學生及家

長歡迎，更起到示範作用，令各大社團及組織爭相效仿。他
在訪問中欣喜地表示，通過參與內地交流，香港青少年對國
家有更多的了解，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也大大提升。
在特區政府和國務院僑辦的支持下，「紅色之旅」及「尋
根之旅」已組團十多次，吸引數千名學生參與，踏足福建、
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革命勝地。
「紅色之旅」及「尋根之旅」的構思，源於多年舉辦兩地

交流活動的探索。「兩地青年的純粹交流，只是多了對國家
的感性認識，他們始終認識不到中國近代史。有特定主題，
學生可進一步了解國家的近代史、現代史及中國共產黨史，
有助消除他們對共產黨的恐懼及疑念。」姜玉堆說。

喜見兩地青年享受交流團
在「紅色之旅」設計上，姜玉堆可謂費盡心思，除講座、

參觀軍營、參觀升旗儀式等愛國教育外，近年他更設計了
「三比一配對交流」，即3個香港學生與內地1個學生配為
一組，學生自己安排一天活動。
他說，兩地青年均非常享受有關的安排，「內地學生家長

好熱情，條件好的家庭出動私家車，帶學生周圍去，更會請

港生豪吃一餐，也有的會帶孩子出去放模型飛機、釣魚
等。」
姜玉堆笑說：「小孩子很容易熟，好快成為好朋友，好多

人會通過微信等方式保持聯絡，孩子交流之餘也帶動兩地家
長，變成兩個家庭的往來，兩地家庭時常在香港或內地聚
會，大家感情越來越好。」
舉辦交流團另一個發現是：「來報名的小孩30%沒有回鄉

證，說明從未去過內地。而返港的分享會上，聽他們的發
言，看他們寫的感想，你覺得他們成長了很多。」
現在令姜玉堆頭痛的是，人民幣升值，加上內地景點門

票昂貴得令人難以承受，令交流團的費用越來越大。故他一
再強調，「青年工作需要政府投資，作為常態項目，以長遠
的投資看待。」

盼年輕一代要飲水要思源
姜玉堆透露，早於2011年，他即以「關於香港國民教育
及青少年工作若干意見」為題去信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大膽反映香港國民教育現況及青少年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據
悉，「習主席做了相關批示，令我備受鼓舞。」
他並透露，今年是東江供水50周年，自己將組織「香港

青少年飲水思源東江之水粵山來追思團」，赴河源，了解東
江供水歷史，「（上世紀）60年代香港實行制水，4天才供
水一次。飲水要思源，希望年輕一代要知感恩。」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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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主席的姜玉堆表
示，在今年福建省及泉州市政協會議

上，他均以香港國民教育作為提案內容，政
協提案以《開展閩港青少年交流活動，培養
愛國愛港愛鄉情懷》為題，受到省、市政府
的高度重視。

先育家鄉情 再生國家情
他透露：「現在有很多香港的閩籍後輩不

願意回鄉，他們大部分於香港出生，家鄉觀
念淡薄，值得大家面對。青年人要先有家鄉
情，有了鄉情才能有國家情懷。」
姜玉堆介紹，他自己做了20多年青年工

作：先後與友人創辦了香港青年會、港台青
年交流促進會等組織，2004年率先提議進行
「國民教育」，建議將「公民教育」一詞更
正為「國民教育」，2005年創立「香港國民
教育促進會」，以「推動國民教育． 提高國
民意識」為宗旨，全力推廣國民教育工作。
他透露自己曾去信時任特首曾蔭權，要求
將「中國歷史」重新列入中學必修科並計學
分，可惜後來政府教育部門開了「國民教育
及德育科」，「這根本不對，因為『國民教
育』只是個概念，而不是科目，德育本來就
是國民教育的其中一部分，結果搞出個反國
教，閙得滿城風雨。」

誓言將一直堅持給特首寫信
為爭取將「中國歷史」納入中學課程，他
曾寫信給兩任行政長官，結果到臨門一腳的

實施環節都不了了之。「這件事，我會一直
堅持做下去。」他一臉堅定地說。
與青年打交道20多年，姜玉堆深信他自己

比任何人都了解香港青年的困惑，他舉例
說：「他們的付出與收入不對等，向上游很
難，對未來很灰心。」「沙士那一年，為安
定學生，民政事務局給我20個人，津貼4,000
元僱用，來我們福建同鄉會工作半年，有一
個學生後來轉行做速遞員，月薪4,000元，10
年後我在街上碰見他，他還在做速遞，人工
都不夠5,000元。」
他感嘆，不少人處於社會最底層，這個群體
數量很大，他們覺得前路迷茫，看不到未來。
「在香港貧富懸殊的大環境下，這些青年再勤
力、再有理想都沒用，很難賺到第一桶金。」

另一角度分析「佔中」事件
對部分青年人參與「佔中」的問題，姜玉

堆對此有獨特見解：「熱血青年有理想有熱
情，易犯錯是他們的天性。有人說這是青年
問題，但我認為更多的是社會問題，社會問
題都是通過青年暴露出來的。」
他坦言「佔中」從另一個角度看未必不是

件好事，「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這件事觸
動了很多人的神經，也讓中央政府和特區政
府發現問題，然後實實在在地採取措施，重
視青年工作。我相信青年工作搞不好，青年
人對國家民族缺乏向心力，香港會永無寧
日，『佔中』只是表象，若社會更深層矛盾
長期得不到解決，一場大風暴還在後面。」

：

上世紀80年代起，姜玉堆已關注社會、積
極作為，一手創立香港青年會、港台青年交
流促進會，以召集人的身份成立「香港各界
要求中央電視台在港落地轉播聯席會議」，
並身兼香港福建同鄉會秘書長、香港同胞慶

祝國慶籌委會委員等數十項社會公職，數十年來服
務社會，不問回報。
姜玉堆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敢闖敢拚，有一股

強烈的向上衝力。福建同鄉會在他的倡導下，於
1993年成立「關注同鄉權益委員會」，這在同鄉
會歷史上算「大件事」。
姜玉堆說：「同鄉會多守舊，我建議成立『關

注同鄉權益委員會』，以『關心社會事務，關注同
鄉權益』為宗旨，打開同鄉會大門，面向社會，讓
鄉親更多參與社會事務。委員會幫助生活困難的鄉
親，與社會福利署合作，協助同鄉申請綜援金、公
屋等手續，實實在在解決鄉親生活問題。」

收入與房價脫鈎 房策入死路
多年的地區工作，令姜玉堆關注到香港民生和

政局。他指政治、民生及經濟密不可分，「香港的
問題歸根到底是房屋問題。香港很多人『一生只為
一間屋』。普羅大眾的收入與房價完全脫鈎，都顯
示香港房屋政策行入死路。」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借鑒新加坡房屋政策並加以

優化：新加坡公屋採取只買不租，將個人收入的
30%用來還貸，剩下70%用來活化社會經濟。相

反，港人用70%收入供樓，30%用來生活，住私家
樓的人生活拮据，公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又沒及
時檢討而被人濫用，令香港人生活壓力及怨氣都很
大，激化社會矛盾。
姜玉堆續說，香港貧困問題也很突出：「美國
領取救濟金的家庭有18萬個，香港卻有40萬家庭
在領綜援，有120萬貧困人口。太多窮人，社會嚴
重失衡。綜援金制度也欠妥，領綜援的人就不能工
作，否則就不能領。我建議應設一定金額，鼓勵人
去工作，達不到金額的再由政府補上。」

爭取央視在港落地轉播
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居民之間越來越多的衝

突，甚至出現少數人鼓吹「港獨」，姜玉堆對此
非常着急，面對人心沒有回歸，他強烈建議加強
兩地交流，包括曾去信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建議
將中央電視台在港落地轉播，讓香港市民了解內
地。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實現中央電視台綜合頻
道在亞視的成功轉播。「現在亞洲電視不獲續
牌，我又要再寫信落實這件事。」姜玉堆說。
在青年工作方面，姜玉堆有更多的期許：「做

這些工作，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心血，以前我
覺得是我的責任，現在我只會盡力去做，只要有能
力我就會繼續做。但更重要的是社會的責任、政府
的責任，希望能凝聚更多力量，共同做好青年工
作，為國家、為香港做更多有利的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陳文華、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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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右）於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湖南行開幕
式向主席姜玉堆授旗。

◀姜玉堆(左)接受前新華社香港分
社（現稱中聯辦）副社長張浚生為
香港青年會題字。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成立典禮，姜
玉堆向主禮嘉賓中聯辦原副主任鄭坤
生(左)致送紀念品。

■香港回歸當
晚，姜玉堆與
各界友好筵開
200 席喜慶香
港回歸祖國。

◀姜玉堆認為青年工作應提
升到國家層面，作為一項事
業投資來做。 彭子文 攝

■姜玉堆一家與中聯辦原副主任王鳳超（中）於華山留影。

■由香港國民教育主辦的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福建之行，於古田會議舊址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