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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昭」惠州設廠 推介健康飲食
何家勁與友斥資億元 生產五穀分享養生

今年快55歲的「展大俠」何家勁，精力充沛，隨時
掛着陽光笑容，愛與工廠的年輕員工們說笑，一點

架子都沒有，一下子拉近了與記者的距離。
記者採訪的兩個小時內，工廠就接待了三個旅遊團。
一看到大批遊客前來要求合影，何家勁熟練地走到合影
區打開燈光，請大家排隊，又大聲安撫每個人都可以合
影。全程面帶笑容，沒有一絲疲倦。遊客可以在工廠走
廊透過玻璃參觀生產流水線，可以在展廳了解健康養生
知識，還設有品嚐食品區和購物區。不過最吸引人的，
還有與何家勁的親密互動和合影。
令人意外的是，何家勁午餐也和員工、遊客一起。他
熱情與飯堂工作人員打招呼，快速吃完飯又回到工作的
地點，雷厲風行。見他全天熱情洋溢，去不同地點他都
拒絕坐車要走路，記者不得不佩服他精力充沛。

拍戲傷身 吃五穀雜糧調理
談起與惠州結緣，他說，最早是因為有朋友在惠州做

生意，來過惠州幾次，非常喜歡這座城市的景色、氣候
和氛圍，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幾年，他經常邀請外
地朋友來惠州玩。
而很早以前就到惠州投資的南旋集團董事長、全國人
大代表王庭聰和澳寶集團董事長吳惠城，正是他的兩位
好友，三人在香港就經常一起玩。2006年前後，三人與
時任市委書記的黃業斌及教育局長的范中傑等一起吃
飯，席間范中傑先生以開玩笑的口吻，盛情邀請何家勁
擔任惠州市青少年親善大使。何家勁覺得有趣，就一口
答應下來，從此與惠州結下不解之緣。
儘管他演藝經歷十分輝煌，但最令他感興趣的話題，
卻是健康和飲食。他說，曾經因為拍戲太過辛苦，他的
皮膚長滿痘痘，後來開始吃五穀雜糧才出現好轉。他由
此萌生了做健康食品的想法，並與好友王庭聰及周港富
一拍即合，在惠州開設工廠，目前已投資超過1億元人
民幣。

嚴謹負責 口感味道親把關
活力無限的何家勁，笑指自己對美食和運動情有獨
鍾。不過他喜歡的美食，並非山珍海味，而是簡單的日

常麵食、雜糧，品味獨到。公司所有的產品全都經由他
來鑒定，濃一些淡一些都不可將就。「每個產品的材料
都有好幾種，例如紅豆多一些，或者黑豆多一些的口感
就很不同，有時都說不上是什麼不對，但我覺得不滿
意，就不能通過。」他說，曾經試產品試到舌頭受傷。
轉眼之間，在惠州經營企業已有數年，何家勁早把這

裡視為第二故鄉，很滿意現在的生活，即便平日忙於推
廣，常在外地與本市往返，奔波之餘仍不忘顧及生活健
康，除了跑步運動，也堅持規律作息，每天精神煥發，
皮膚紅潤。

上世紀 90年代飾演《包青天》中展昭一

角，讓港星何家勁紅遍內地。近年來，他轉戰

商界，與友人投資上億元人民幣在廣東惠州開

設「勁家莊」工廠，生產五穀健康食品，他也

樂得長期在惠州居住，享受內地大好山水。

2013年工廠成功申請到旅遊牌，廠房頓時變

成惠州著名景點，一年半就接待了 30萬遊

客，何家勁更是不厭其煩與遊客互動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余麗齡 惠州報道

逾千港生與內地傑青「零距離」互動

港商投港商投33千萬鼓勵青少年創新千萬鼓勵青少年創新

無償擔任旅遊形象大使
2008年至今，何家勁擔任惠州市政協委員後，又經常

在惠州參與各項慈善活動，還擔任了惠州公安「東江亮
劍」代言人、惠州旅遊形象大使等。
他強調，在惠州參與的這些形象代言工作，沒有收過

任何代言費，主要就是覺得好玩，而且自己喜歡惠州，
所以樂此不疲。
在政協會議上，他曾提議惠州在發展成為旅遊休閒度

假城市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旅遊配套設施的建設和禮儀
方面的培養。
此外，他還建議，香港經濟發展已經非常蓬勃，甚至

可以說有些飽和了，而內地，如惠州仍有很大空間，加
上惠州坐擁好山好水，工作生活都適宜。香港人尤其是
年輕人，應該放眼內地尋找機會。
記者注意到，近期何家勁又擔任原創動漫音樂電視

《花詠惠州城》主唱，當真是為推廣惠州不遺餘力。

■何家勁
向顧客介
紹產品。
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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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近日舉行的滬港青年面對面交流活
動上，內地青年舞蹈家、上海歌舞團藝術總監黃豆豆、
前中國短道速滑名將楊揚等5名內地傑出青年代表，與
1,200名「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成員、
200名回訪上海世博會的香港青年代表一起展開交流，
分享成長歷程。內地傑出青年代表還回答了香港青年就
兩地文藝交流、青年發展就業、如何克服困難等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舞蹈藝術的發展中，香港舞蹈
團、香港芭蕾舞團等知名舞蹈團體裡，不少成員來自內
地，包括香港演藝學院內也有內地的大學生讀書深造，
在文化藝術領域兩地都是融合發展的勢態。」黃豆豆在
活動上說。

醫生啟發港青知難而進
在回答「香港與內地藝術家未來是否會開展更多交
流？」的問題時，黃豆豆表示，藝術就是五湖四海的藝
術家匯聚在一起，把夢想變成藝術作品獻給社會。「我

認為未來在這個方面會有更多合作，大家懷着的是同一
個夢想，就是用作品飛揚出我們的激情」。
另一名香港學子在舉手發問時提及，現在青少年內心

比較脆弱，遇到困難比較難克服，「對於如何做青少年
工作，促進青少年更好發展有何建議？」
對此，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創傷骨科副主
任蘇佳燦欣然回答：「讀大學時，我的入學考分曾是第
一，感覺好像許多『光環』在身上。但這之後我驕傲
了，在大三那年跌了很大一個跟頭，因為我一直是好學
生的典範，突然從好學生變成差生，當時真的很坎坷，
大三半年時間裡我的頭髮白了一半，但我告訴自己一定
要站起來。」
「跌倒了，你爬起來，就還是一條漢子。」蘇佳燦用

自己的求學經歷來啟發現場的香港青年。他還說，「我
後來變得更加清醒了，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再到後來工
作的時候，就會更加小心走好每一步」，「我想失敗並
不可怕，關鍵在於你失敗跌倒了，你就在那個地方躺着

不起來了，這才可怕」。

楊揚鼓勵青年激發夢想
楊揚則以在2008年北京奧組委志願者部的工作經

歷，分享了自己對於如何促進青少年更好發展的心得。
她說，當時她自己覺得做奧運會志願者就是要來奉獻
的，但在招募的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志願者的目的不是這
樣，他們覺得「當了志願者，可以免費看奧運會，有的
人則是覺得志願者的服裝比較好看」，「我很氣憤，但
一位負責人告訴我，志願服務只要他願意參加，不論目
的如何，我們都先接受他，然後用我們志願服務的精神
去感染他」。所以，「我相信青年心中最重要的一個詞
是夢想。如何去激發夢想，是我們的職責。」楊揚說。
據了解，「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成

員，以及上海世博會5周年回訪團的香港青年，還將
在上海開展一系列參訪活動，深入社區感受內地青年
的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第十一屆
「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昨日在廣州落下帷幕。來自
全國各地200多名少年兒童及輔導老師，帶着267件入
圍發明作品齊聚廣州，一齊展示少兒科技最新成果。中
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唐聞生女士在開幕式上說：
「『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自設立15年以來，不僅獲
得科技界的重視，也受到了內地及港澳台地區逾十萬師

生的歡迎。祈福集團也一直以獨家捐助方身份不遺餘力
地支持參與其中，多年累計捐資逾 3,000 萬元人民
幣」。
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及總經理孟麗紅則表示，少年兒童

是中國的希望，希望通過這個平台，激發青少年的科技
創造發明熱情。同時她亦坦言，公益慈善應該是發自內
心的一種想法和行為，給孩子們搭建平台，不僅能激發

青少年對生活的熱情，也能讓參與其中的成年人感受到
小孩子的天馬行空以及對生活的細微觀察，這本身就是
一件非常愉悅的事情。

辦校解決外籍童入學難題
在廣州有「小香港」美譽之稱的祈福新村，是孟麗紅及

其先生彭磷基在1991年興建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吸
引了不少在穗工作的香港人來此置業。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第43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的金獎和特別專項獎
作品「手搖發電與太陽能冷暖食物便攜箱」，其發明者正
是來自祈福英語實驗學校高中學生李志豪、鄭俊鴻。
「當年港人和一批外籍人士入住祈福，但他們的子女
因為語言不通，或者戶籍問題，無法進入番禺當地的學
校。不少業主請求開發商能夠在社區裡辦一所國際化學
校，解決小孩入學難題。」 提及辦校初衷，孟麗紅表
示，「當時也有人建議我直接與國內或國際名校合作，
成立名校分校，這樣非常省事」。但是孟麗紅認為，既
然想要辦一件事情，那絕對不是為了追求省事。
現如今親自辦起來的學校被外界受到認可，孟麗紅告

訴記者說：「只要基礎扎實，事情一定能辦好；所以對
青少年兒童的創新精神的培養，打好基礎，搭建平台也
是一件需要扎扎實實去推進的事情。」

■■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正中正中））參觀參觀
發明獎現場發明獎現場。。 胡若璋胡若璋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首屆中
國（深圳）華僑華人產業交易會日前在深圳會展
中心舉行，著名辭賦家、詩人陳少慈先生攜辭賦
作品《潮汕賦》、《怡心泉記》、《武當記》亮
相，展示潮汕地區厚重獨特的區域文化。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香港潮商協會會長張成
雄等前往展區參觀，並表示將在香港推廣，讓年
輕人更多接受、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

作品列入國家教科書
陳少慈，廣東潮汕人，自幼愛好鑽研詩詞歌

賦，在創作出代表作《潮汕賦》之前20年，曾
遊遍三山五嶽，尋古覓跡，拜訪名家，而這些經
歷對他後來的作品風格有巨大影響。作品《潮汕
賦》雖通篇只有古文500餘字，但佈局合理，措
辭華美，氣勢不凡，生動勾勒出潮汕地區的歷來
變革、山木江河、人文習俗和古今之差，字詞之
間無不透露出對家鄉深深的愛戀和自豪之情。
記者了解到，自西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左

思《三都賦》以至後來蘇軾的《赤壁賦》，
「賦」這一文學形式皆以辭藻華麗、排比鮮明、
情感突出為長，在世界文學界頗具光芒。此次選
中《潮汕賦》參與首屆僑交會，是希望將這一古
老的文學體材從回歸國際的視野，展示中國
5,000年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蘊。
據悉，此前《潮汕賦》被列入中國內地《大學

語文》教材，意味着陳少慈本人成為自蘇軾之
後，辭賦被編入國家教科書的第一人。
陳少慈認為，創作「辭賦」這種題材作品是希

望傳承中國文化，在他看來，老一輩的海外華僑
對古文詩詞是有興趣的，通過向海外傳遞中國傳
統文化，可以增強華僑的凝聚力，讓世界多了一
個視角和窗口來了解中國。

潮汕文化亮相僑交會
藉傳統增華僑凝聚力

■■香港潮商協會會長張成雄香港潮商協會會長張成雄、、陳少慈陳少慈、、香香
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合照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合照。。 李薇李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