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清遠市政協常委、裕亨國際實業董事長何毅強1981

年由清遠隻身來港，甚有生意頭腦的他，第二年已創業當

老闆。三十多年的香港、內地及海外經商生涯，令其堅信

「中國人勤奮、肯吃苦，國家一定會強大」，也因此令其

在商海上一帆風順。何毅強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記者專訪時謙稱：「我雖冇幾多錢，但好在生活簡樸，覺得

有飯食有屋住就已經好滿足，希望將自己多年積累咗嘅經驗同

人脈，去幫多啲年輕人創業，幫家鄉發展，為香港社會『做少

少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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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何毅強對妻子讚不
絕口，他說：「以前自己係

工作狂，常常忙到日夜不停，現在又全心投入社
團及政協。返屋企啲衫隨便丟，更冇幫手做家
務，但太太好理解我，仲好體貼照料我嘅生活起
居，真係冇得講。」
何毅強更破例透露他與妻子之間不曾被人知的

「秘密」，他說：「當年驗身做體檢，突然發現
我嘅腎有『一粒嘢』，後來更確診係Cancer（癌
症）。當時好驚，但我邊個都冇講，只話畀太太
聽。因當時自己剛剛被委任為香港清遠各界慶國
慶61周年聯歡晚會執行主席，就不想影響到大
家。除咗太太，其他人都唔知呢件事，結果佢陪
我到養和醫院，事先做好一切手續，等到國慶晚

會成功完成，第二朝10點即入醫院做手術。」
何毅強說：「很慶幸，手術好成功，幾年過
去，現在身體已完全康復。闖過人生這一關，令
我更加珍惜所有的嘢，好感恩，好滿足。所以，
覺得自己有能力，就要更認真好好為社會做多啲
嘢。」

兒成家立室 添「才氣新抱」
何毅強有個幸福的小家庭，兒子於1996年赴

加拿大多倫多留學，更協助父親開拓美國及加拿
大食品市場，畢業後返港從事金融行業，去年更
與同是金融界才女的同行「拉埋天窗」，為何家
添「才氣新抱」。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賢內助體貼 管好家務「後勤」

「因為家鄉清遠歷來
都好窮，一窮二白，但
講來又近珠江三角洲，
隸屬1小時經濟圈，為何
還是這麼窮？我細個時
大家已經咁講，現在真
的 好 想 為 家 鄉 做 啲
嘢。」何毅強一身質
樸，談吐平實，細數參
與社團的緣起。2008
年，何毅強參與的首個
社團便是家鄉「世界清
遠聯誼大會」，獲邀出
任名譽主席。他說：
「以前只是奔奔波波埋

頭做生意，希望儲多啲資本為社會做嘢，而2008
年起，自己才真正開始參與社會事務。」
何毅強隨後加入廣東清遠海外聯誼會及香港清

遠友好協進會，2010年擔任香港清遠各界慶國慶
61周年聯歡晚會執行主席。當時清遠市在港主要

有3個社團，包括清遠商會、清遠友好協進會及清遠公
會，每次慶國慶，3間社團各自籌辦，規模及影響力不
足。何毅強提出應凝聚3間社團力量，統籌成立慶國慶
籌委會，以增強社團間的凝聚力和社會影響力。

責任心強「應承咗一定做」
何毅強自言自己責任心太強，「應承咗啲嘢一定要自
己一手一腳全部做晒、做好才安心。」凡事都要親力親
為，而且注重細節，如活動會場的頭頭尾尾都要跟到
足。他回憶稱：「當時國慶大會紀念品及嘉賓徽章的製
作出咗問題，到最後一刻都仲未搞定，我就自己揸車連
夜上深圳，找公司通宵製作，第二早又趕返香港，趕得
及晚上的儀式，最終國慶晚會順利進行。」
「除咗啲緊急啲嘢，每場活動我也都會跟到足，如散

會送完啲領導，我又會返會場，將留下啲會刊、資料執返
起，基本是做埋清潔掃尾的工作。」他表示，「直至今時
今日，做社團對我來講始終都是一份全身投入的義工工
作，一直是抱着一份熱忱用心去做。」
何毅強指出，香港回歸後其實存在着好多問題，現在

不斷浮現出來，「自己只是想積極做好每一件事，搭建
更多平台，凝聚更多人參與，希望為香港社會『做少少
嘢』。」何毅強現時還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香

港客屬總會副主席、香港清遠社團總會副主席、香港清遠友好協
進會常務副會長、廣東清遠海外聯誼會副會長等職。笑言：「幾
乎將全部時間投入社團工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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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何毅強「帶幾套
爛衣服及幾千蚊」來港寄宿
在親戚家，由借錢買下第一

輛二手貨車「重新翻新大修」開始
自己的創業之路。由貨車運輸、糧油貿易、農
副、食品貿易、化工原料生產，到物業投資、
創新科技產品，再到前海港貨中心，何毅強的
生意不停轉變，充分實踐「人無我有，人有我
優，人優我轉」的商業戰略，輕輕鬆鬆馳騁商
海，實現每個夢想。
何毅強說：「來港之前就已經想好，我將來
一定要做生意、闖出一片天。」來港後，何毅
強四處借錢籌得八九千元買下第一架貨車，翻
新後自己揸車日做夜做幫人運貨，幾年間已經
擁有幾架貨車。
上世紀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何毅強抓住機
會返回內地考察。他看到當時中國的農副產品
包括糧油、罐頭、食品等在國際市場極具競爭
力，於是決定投資，「當時都唔係幾好做，因
為自己都冇乜本錢，但都好勤力去搵商機，諗

辦法，累積資金」。

工業成本漲 立轉型創科
他回憶：「當時無論去到哪，都帶着一顆

『生意頭腦』。去到一個新地方一定要去看市
場、看價格，回去內地就尋找類似的產品，思
考如何加工、包裝，之後就裝貨櫃銷往國
外。」1992年，何毅強接手外母的化工原料
廠，一番改革後，工廠規模擴大，更在深圳設
廠、加工，後隨內地加工業成本上升，何毅強
又迅速轉型，進軍物業投資及創新科技產品，
現時投資家鄉工業園區及前海「港貨中心」佔
有一席之地。
何毅強雖錯過上大學的機會，但數十年來他

一直沒停止過學習，笑言：「我好鍾意讀書，
一直堅持自修及進修。」何毅強小學未畢業就
趕上內地「文革」，但因自己「年紀細又生得
細粒，所以有得留返學校讀書」，畢業後被分
配到廣東省運輸公司的車隊學做汽車修理學
徒。3年的學徒生涯中，何毅強不僅重新自修

完成初中、高中課程，更閱讀大量技術書籍，
成為8級技工，之後更學駕駛。數年後，何毅
強以突出表現升任為車隊技術改革小組組長。

持續進修「學到嘢感充實」
來港後，何毅強亦堅持一邊創業，一邊讀香

港夜校。他回憶：「當時夜校條件差，修讀的
人也很多，空間好逼，人人都夾着膀子，將書
舉在胸前讀，好逼好辛苦，但能學到嘢卻感到
很充實。」之後，何毅強還報讀香港中文大
學、北京大學的課程，持續進修增值。
2007年，何毅強赴深圳大學修讀EMBA課

程，深造國際營銷，因此結識好多同學，更因
為是班中最年長者，受到同學的尊敬，之後大
家更合作做生意。
不久前，何毅強與多位同學合作投資前海，

在周大福於前海投資的「港貨中心」租得一舖
位，擬銷售香港高科技電子產品、保健品、生
活用品及食品等。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清遠是何毅強的家鄉，對這片故土，何毅強盡
心盡力，多年來，他持續關注家鄉發展，一

有機會就帶朋友前往投資興業，並盡己所能支援
家鄉慈善公益事業。何毅強2009年當選為清遠市
政協委員，後任常委並兼任港澳小組召集人。
參政議政7年來，何毅強稱：「從不缺席、不早
退。」無論他有多忙，即使推掉公司會議、家庭活
動，也要回清遠參加政協會議及活動。
正是憑着對家鄉事務的一份熱忱，以及自身投

資家鄉的實踐經驗，何毅強的提案大都切中要
害，中肯實際。2015年，何毅強「新常態下工業
園區發展建議」的提案，更被評為優秀提案。
何毅強坦言，清遠市各方面發展還未完善，急需

招商引資。但每次帶香港、海外或深圳的朋友回清
遠考察、興業，卻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相關
政策不清晰、投資區域不集中，政府政策支援不夠
等。「令人感到左右為難，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方

面是家鄉，有很深的感情，一方面是自己的朋友、
合作夥伴，也要顧及他們的利益，所幸幾經協調，
最終都能達至共贏。」

倡設工業園區 招商引資
為引導家鄉更好實現招商引資，他建議市政府

集中成立工業園區，並引入互聯網思維，與專業
機構合作實現眾籌及合作開發運營，探索項目
「直接落地」機制。
他介紹，自己與朋友現已有6個項目正式簽

約落戶清遠華僑工業園，「有些是朋友直接投
資，有些是我與朋友合資，雖然中間很多波
折，但好在家鄉政府認同我的努力，我始終堅
持家鄉的事都要親力親為，用心去做，也一定
能做得好。」
出身教師世家的何毅強，亦對家鄉教育不遺餘

力。他透露，回鄉自己會四處去走走看看，其間

了解到清遠山區的學生，即使考上大學，都無錢
交學費，更有七八歲的小學生，每天要走好長的
山路返學，午餐是涼米飯，滴上幾滴豉油加半個
冰冷的雞蛋，喝的是山水，開水都沒得喝，「連
冬天都照飲凍山水，好慘！睇到心裡好難過。」

籌數百萬為200校設「關愛廚房」
何毅強感好心痛，遂帶頭發起「關愛廚房」行

動，誓讓山村學生「吃上熱飯、喝上熱水」。行
動可謂一呼百應，各界善心者及港區委員紛紛加
入，鼎力支持，捐錢獻力，最終籌集到數百萬元
善款，為200多間小學完成「關愛廚房」，「為學
校裝上熱水爐、蒸飯電爐，並送飯盒，山區清貧
學生終可吃上熱乎乎的午餐、飲乾凈熱水。」此
外，何毅強亦捐款百萬元於家鄉興建教學樓、連
續多年資助貧困生等，更被委任為清遠市關心下
一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何毅強發起籌募逾百萬贊助家鄉清遠學校建設「關愛廚
房」。

■何毅強（右）與妻子（左）及兒子於澳洲旅
行，享家庭樂。

■■何毅強何毅強（（右四右四））
隨市政協考察團前隨市政協考察團前
往雲南考察往雲南考察。。

■何毅強（右五）出任2010年香港清遠各界慶國慶執委會主席，賓主主
持開幕儀式。

■廣東社團總會(右五至右六)副主席余錦坤及何毅強去年為3位出選西貢區的候選人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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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強（右）與廣東省委常委兼統
戰部部長林雄合影。

■■何毅強闖過人生關何毅強闖過人生關
口口，，令其更加努力回令其更加努力回
饋社會饋社會。。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