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冬天，學生時代的王諾君隨父母到山東
旅遊，三人不習慣北方的嚴寒，在濟南街頭凍得
瑟瑟發抖，幸好買餃子時獲熱情的老闆招呼到家
裡避寒。時隔多年，山東人的熱情好客仍然是王
諾君心中溫暖的回憶。21年後，王諾君獲任命為
特區政府駐山東聯絡處主任，行走在齊魯大地
上，她時常會想起那年冬天的寒冷和感動，她和
同事們組織和參與了多項文化教育活動，希望促
進魯港兩地的交流與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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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異鄉，很容易會感到孤單，幸運的是老公十
分支持她的工作，辭去香港的工作陪她一起到山
東。和其他北上尋求機會的港人不同，王諾君夫婦
到內地更多的是想體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

夫山東找工作體驗人生
「他在國外長大，工作後到香港，現在正準備在
山東找工作。」王諾君說，「雖然在這邊可能不如
香港收入高，但就是想增加人生閱歷，這種體驗是
最寶貴的。如果這幾年過得有意義，那一切就都值
得。」
每逢假期，王諾君夫婦就去各地旅遊，了解不同

地方的風土人情。「雖然機票有時比從香港直飛還
要貴，但去北邊的城市能節省更多時間」。他們去
得最多的地方還是山東，「感覺17個城市都有自
己的特色，十分有意思」。相對而言，青島是他們
更為喜歡的城市，不僅是因為和香港同為港口城
市，文化較為開放，有很多相似之處，更由於其相
對的空曠和寬闊的空間感。「在青島很容易就找到
一個安靜的咖啡館，這與香港很不同。」
而王諾君夫婦的做法亦得到家人的支持。「老爸

曾經北上發展過，所以非常支持我，這也是一定程
度上的傳承吧。」
從20多年前那個冬天開始，王諾君就與山東結

下了不解之緣。其實不僅如此，齊魯大地從2000
多年前就開始注重誠信，「君子重然諾」，與王諾
君的名字正好寓意相通。

王諾君促魯港文化教育交流王諾君促魯港文化教育交流
王諾君在香港長大，父親是早期

北上發展的「先行者」之一。
或許受此影響，王諾君一直想到內地
走走看看。在香港科技大學讀書時，
她結識了許多內地同學，還跟他們學
會了普通話。原本她計劃到廣東去做
一年左右的義教，恰逢特區政府山東
聯絡處主任空缺，王諾君立刻申請了
這一職位，並成為內地聯絡處中最年
輕的負責人之一。

初到山東沒感到陌生
初到山東，王諾君沒感到陌生和隔

閡，身高1.70米左右的她長相斯文，
卻性格爽快，很快獲當地人接受。她
表示，此次來魯任期三年，主要負責
加強與當地政府的交流，以及聯絡照
顧當地的港人港商。
「多年來，港資一直佔山東外資第一

位，兩地經貿往來十分密切。同時，還有
許多香港學生在山東讀書。」王諾君表
示，近幾年到內地讀書的港生日益增多，
在山東的香港學生有89名，主要就讀管
理、金融、文學等，山東聯絡處成立後通
過多種渠道聯絡到這些香港學子。

「與港商有商會不同，香港學生大
多互不相識。我們找到他們時，他們
都很高興。我們能夠為學子們提供各
類諮詢及資源整合，同時亦方便他們
之間的溝通，增強凝聚力。」據悉，
山東聯絡處還會幫助香港學子在山東
尋找實習機會，組織聯誼、求職培訓
等，希望能為他們提供更多支援。

為經貿合作牽線搭橋
王諾君到山東一年多來，曾到濟

南、青島、煙台、威海、濰坊等多個
城市考察，了解山東各行各業的領軍
企業，並積極為魯港經貿合作牽線搭
橋。王諾君表示，「目前山東和香港
的經貿往來已進入很好的良性循環，
未來兩地應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進一
步加強交流與合作，相互了解。」
據她介紹，山東聯絡處成立以來，

組織和參與了多項文化教育交流活動，
如香港圖片展、文化交流活動、港生內
地交流計劃等。明年是香港回歸20
年，她計劃在山東部分城市舉行香港回
歸成果展等系列活動，讓山東民眾更了
解香港。

清代鄭板橋曾寫過一首《懷濰縣》，「紙花如雪滿天飛，嬌
女鞦韆打四圍。五色羅裙風擺動，好將蝴蝶鬥春歸」。作為
「揚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鄭板橋曾在山東濰縣（今濰坊境
內）做過縣令，他老年念念不忘的正是北方的風箏。時至今
日，放風箏仍然是山東一項喜聞樂見的休閒娛樂運動。入鄉隨
俗，王諾君到山東後也學會了這項運動，周末到泉城廣場放風
箏是她工餘難得的愜意時光。此外，她還學會了打乒乓球，不
過她很快發現當地的老人和小孩打球都很厲害，決定去找個教
練認真學習。

「山東人的說話方式和香港人不太一樣，但能感受到他們很
真誠，溝通起來沒有障礙。」

生活和工作「無縫對接」
與香港相比，到山東後王諾君的生活方式發生了不少變化。

她努力地適應和融入當地，體會不同的風土人情。濟南街頭的
小吃油旋，雖然只要幾塊錢一隻，卻曾是季羨林讚不絕口的美
食，吸引着幾代老濟南的味蕾，王諾君吃後感覺回味無窮。不
過，魯菜的風格和香港迥然不同，王諾君還是更習慣粵菜的清
淡精緻，有空時還是會盡量自己做飯。

更有趣的是，她深刻感受到在內地網購的方便和電子貨幣的
快捷。目前網購已成為她的主要購物方式。每次出去吃飯，王
諾君亦會和當地的年輕人一樣刷手機看是否有團購和電子優惠
券，「在香港優惠券經常都是要打印出來或預約的，在這邊就
不用，用電子優惠券很便利。」

相對於生活和工作上的「無縫對接」，王諾君
認為初期最不適應的反而是天氣。她說，唯一不
喜歡的就是濟南的霧霾，期待當地領導大力改
善，也樂意見證這個改進的過程。

融入當地 學放風箏打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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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結緣 夫妻北上體驗

■■於山東讀書的香港學生於山東讀書的香港學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諾君夫婦在濟南趵突泉公園王諾君夫婦在濟南趵突泉公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王諾君接受本報專王諾君接受本報專
訪訪。。 記者殷江宏記者殷江宏 攝攝

廣州天廣州天河河（（香港香港））聯誼聯誼會會「「慶回歸慶回歸··敘鄉情敘鄉情」」聯誼大會隆重舉行聯誼大會隆重舉行
為慶祝香港回歸19周年，並聯繫香港、天河區兩地鄉親間的情誼，6月29

日，廣州天河（香港）聯誼會（簡稱：天河聯誼會）「慶回歸·敘鄉情」聯
誼大會隆重舉行。天河區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謝偉，天河區政府副區長丁
建華，天河區政協副主席廖國勝，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席黃俊康等蒞臨主
禮。天河聯誼會會長林建名、主席黃龍德以及200多名會員出席，晚宴延開
23席，各界好友新知舊雨，聚首一堂，齊賀回歸。大會上正式將天河聯誼會
改名為「香港廣州天河各界聯誼會」。

天河香港共合作 促進祖國繁榮發展

天河聯誼會會長林建名首先發表歡迎辭。他表示，天河聯誼會成立以
來，在敦睦鄉誼、緊密團結天河區旅港鄉親、凝聚社會各界人士的方

面作出了努力。日後天河聯誼會將一如既往地做好會務，促進天河、香港兩
地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和香港長期繁榮發
展作出貢獻。
天河區科工信局副局長宋愛平在晚宴上推介了天河區科技創新情況。她表

示，天河區在緊鑼密鼓地全面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了眾多的產業集群
和孵化基地，提供了高效的政務服務，打造了優越的創業環境，出台了「1+
1+8」產業扶持和科技創新系列政策，成功爭取了省部共建結合性創業孵化
（實訓）示範基地落戶天河，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環境，培育壯大科技創新
產業。希望大家抓住機遇，到天河這片創新熱土和創新窪地去創新創業。
謝偉致辭表示，當前創新成為發展的潮流，創新發展的號角和集結號已經吹

響，天河區「雙創」的新高潮如火如荼，希望鄉親們能在「十三五」時期搶抓
創新發展的良好機遇，深入參與天河創新發展，在天河這片創新熱土上闖出一
片新天地，創造出更多新奇跡。同時，他希望天河聯誼會能開闊視野，創新思
路，提升社團的凝聚力、活力以及社會影響力，把天河聯誼會建設成為團結奮
進的「聯誼之家」和「鄉親之家」。以「鄉情」、「親情」、「友情」、「商
情」為紐帶，爭取人心，增進認同，增強「愛國愛港愛澳」意識，開創海外聯
誼事業新格局。
晚宴上，謝偉、丁建華、廖國勝、黃俊康及林建名分別為熱心公益的天河聯
誼會會員頒發捐贈表揚狀和優秀義工獎狀，希望會員能繼續支持公益事業，為
促進天河、香港兩地的社會和諧作出貢獻。

■主禮嘉賓大合影 ■主禮嘉賓與天河聯誼會會員祝酒

■天河聯誼會部分青委會會員於晚宴上合影■林建名致歡迎辭

新知舊雨 聚首一堂

■熱心公益的聯誼會會員獲頒優秀義工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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