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女心繫貴州童童
中秋節山區送愛愛
發文具贈寒衣 投身公益感恩生活

「公益旅遊」概念 聚集同道人

中秋節期間，蘇玉敏、趙得芳、謝美

麗和黃少瓊等人從香港出發，在來自福

建泉州、從事公益的老潘帶領下，一行

13人深入千里之外的貴州貧困山區，給

當地孩子送去文具、月餅、糖果、過冬

衣物和資助款等，願孩子度過一個溫暖

的中秋。短短4天，震撼和感動的，不

僅是山區的孩子，而且還有這群具有愛

心的香港女性。「與孩子對比下，其實

我們生活得很好，應該滿足了。」趙得

芳說。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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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是蘇玉敏第三次到訪貴州山區。首次貴州
行，她去的是黎平縣九潮鎮弄團苗寨。「那次是
孩子過兒童節。那時候寨子裡沒通電，我們自
己帶了兩個太陽能燈過去。」除了生活條件惡
劣，最讓她揪心的是山裡孩子毫無希望的「病
態」。
「他們都沒有表情，也不會笑。拿東西給他們一

點反應都沒有，完全想像不到還有人會是這樣。」
這種麻木，勾起了蘇玉敏心底的憐惜，「他們那種

目無表情，讓人覺得他們毫無希望，只是活着而
已，可他們還只是孩子。」
去年中秋，蘇玉敏再赴弄團。「那時候寨裡通電

了，有了電視，孩子的五官也生動了許多，可感覺
到他們從毫無生氣到逐漸有了自信。」蘇玉敏發
現，國家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入，已逐漸打通此前幾
乎無人關注的偏遠山區。「愛心人士也更多地到了那
裡，衛生間、浴室慢慢都有了，真的看到了變化。」
蘇玉敏說。

趙得芳把此次貴州公益行一點一滴都發到微信朋
友圈，希望以此影響身邊朋友。她說：「只想給身
邊朋友看看，這裡很需要大家幫助，或讓公益慈善
的理念在朋友間傳遞。」
「香港很多人都很有愛心，都紛紛表示願意為山

區的孩子做些什麼。大家不是麻木，只是缺少渠道
和真正讓人放心的公益組織。」趙得芳的女兒在台
灣讀大學，「在山區這幾天的經歷很有意義，有錢
都買不到。有機會一定要把女兒帶到這裡看看，讓
她看看最窮的地方。」
蘇玉敏每年來貴州山區，家裡人都很支持。為善

最樂，是她所堅守的信念。「我也是這樣告訴兒
女，我兒子還在讀書，女兒在香港工作，也經常做
義工。」蘇玉敏亦希望帶着孩子到貴州山區走走，

吃吃苦。她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國民教育」。
謝美麗的女兒在日本出生，成長和工作都在香

港。「她跟我一樣，從小沒吃過苦。她從小唯一吃
的苦，就是洗碗。我相信女兒也願意來看看。」

老潘是福建泉州的一名自由職業者，身體力行
地向外界散發公益理念，並影響越來越多人。位
於泉州的國立華僑大學MBA協會引入老潘的
「公益旅遊」概念，由此吸引了不少人加入。蘇
玉敏認識了同樣因公益與老潘結緣的友人杜昀熹
後，加入這個團隊，又影響了同事趙得芳，以及
上司和同學謝美麗、黃少瓊等人。
在同道友人眼裡，經歷過汶川地震救援的老潘

是個孤獨而堅強的人。此行深山路上，播放的一
首台灣歌手翁立友演唱的閩南語歌曲《送行》，
老潘聽得流下眼淚。他沒過多細說汶川經歷，只
告訴大家，汶川地震出發前，他一直在聽這首

歌。現在重新聽到，好像回到了行前。

「他一直幫人，希望他建康」
在水堯小學，一個小女孩一路跟隨黃少瓊。

黃少瓊說：「小女孩長得很不起眼，我覺得她
很孤獨。別人都是幾個孩子一起玩，但她一直就
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站在遠處看着我們。」
「那個小女孩讓我想到潘老師，他是一個孤獨

的老人，雖然比我大不了幾歲。」說到這裡，黃
少瓊再次哽咽，「我很不忍心他自己一個人，這
次也特意留了一箱奶粉給他。他一直在幫別人，
希望他保持健康。」

到達貴州的動車站，大家的行李很多，加上
帶着給孩子的物資，每個人都背着很多東
西。謝美麗的手做過手術，無法提重物。她
說：「我的行李是大家幫我拿的，隨行的背包也
是他們包了。動車站沒有電梯，大家都搶着互相
幫忙搬行李。」

看着大家都在搬東西，謝美麗也搶了兩箱
水果，抱起來就走。「可能是集體精神激發
了我，那時候都忘了我的手能不能拿起那些

東西。」看到蘇玉敏拖着的行李箱上再堆放
了一箱準備給孩子的奶粉，謝美麗一把搶了
過去。

「我知道玉敏也有腰傷，她不能搬太重的東
西。」然而，她仍拗不過蘇玉敏的堅持。「少瓊
身體也不好，一樣都在幫忙。一
路上，大家我擔心她，她擔心
我，都互相照顧，集體精神互相
感染。」謝美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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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精神 激發團結力量

國家投入大 苗寨有希望

身體力行傳愛 生命影響生命

■吾架村以民族特色攔路歌、攔路酒，在村口迎接貴客。謝美
麗（左1）、趙得芳（左2）、蘇玉敏（右2）、黃少瓊（右1）
在村口前合影。

■蘇玉敏（左）給與祖母、弟弟相依
為命的潘梨翠送上過冬羽絨服。

■弄吾小
學校長給
香港捐資
者撰寫的
《 感 謝
詩》。

■■謝美麗和蘇玉敏謝美麗和蘇玉敏
給孩子派發文具給孩子派發文具。。

■■香港女士捐資助編水族文化教材香港女士捐資助編水族文化教材。。圖為她圖為她
們與水堯小學校長胡國政們與水堯小學校長胡國政（（中中））合影合影。。

■■穿着侗族盛裝的女孩們拉着穿着侗族盛裝的女孩們拉着
香港愛心人士在村寨裡水泥地香港愛心人士在村寨裡水泥地
上跳起踩堂舞上跳起踩堂舞。。

■■侗族吾架村侗族吾架村
全村男女老幼全村男女老幼
敲鑼打鼓迎接敲鑼打鼓迎接
香港來的愛心香港來的愛心
人士人士。。

■■水堯小學內的水族文字水堯小學內的水族文字，，右邊為右邊為「「愛祖國愛祖國」，」，
左邊為左邊為「「愛父母愛父母」。」。

帶隊的老潘今年六十歲，在結束自發參加四川汶川大地震的
救援後，他選擇獨自留在貴州深山從事公益。此後通過華

僑大學MBA協會的平台，他結識了有志一道做公益的朋友，其
中就包括同行的幾位港人，此前也一起參與過其他的公益項目。
經過3小時山路環繞，老潘帶着趙得芳和蘇玉敏到達黔東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往洞鎮弄吾小學。在這裡，她們見到了
上一年共同捐贈的國旗旗杆和體育運動器材。她們倆既是保險
公司的同事，亦是公益路上的好友。

全村出動盛裝迎候
聽說有香港同胞前來，往洞鎮吾架村全村出動，年輕女孩穿

着侗族節日盛裝，在村口擺起攔路酒，唱起攔路歌，寨裡男子
吹起歡快的蘆笙。別樣的民族風情和習俗，讓一行人興奮不
已，紛紛拿起手機拍照留念。
進入村寨，紅紙上的《感謝詩》引起大家注意，「詩」出自
弄吾小學校長胡官臻。該校僅兩名教員，53歲的胡校長亦是炊
事員和任課老師。他說，近年總有愛心人士來幫助寨裡孩子，
這首詩希望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村長伍金合亦說，村裡計劃
立碑，將愛心人士名字都刻上去，讓後人永遠記住。
退休前在香港從事健康醫療器械銷售的謝美麗，是第一次深
入最真實的貧困山區。雖手上有傷，她仍堅持幫忙派發文具、月
餅和奶粉。「贈送蠟筆時，孩子都搶着要。這裡的孩子生活比較
艱苦，一粒糖可能都來之不易，但他們仍希望用彩色畫筆畫出多
彩的內心。」謝美麗說。
派發完物資，寨裡男女老幼唱起由《感謝詩》改編的侗族山

歌：「香港內陸本一家，百年遭受外寇踏。『一國兩制』宏圖
美，國泰民安更強大……」
在歌聲下，蘇玉敏等一行和村民跳起踩堂舞。

捐資助水族編文化教材
眾人帶着「任務」，又經過近6小時車程，傍晚時分抵達了
老潘所說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縣水窯鄉水堯小學。
「這裡以水族為主，孩子大多說水語，但基本不會寫水文。學
校裡的象形文字，就是水文。我們希望佈置這樣的氛圍，讓孩
子能夠直觀地看懂簡單的水文。」校長胡國政說，該校欲編撰
一套包含水文、水語、水服、水歌等「四水文化」的教材。
「現在孩子跟外界接觸較多，但本民族文化更需傳承好，希
望這套教材各人有一本，讓『四水』文化得到更好傳承。」蘇
玉敏等一行當天共同向該校捐資，助編教材；趙得芳亦向該校
轄下2個小學點捐贈了25套木床，供孩子午休。
另外，趙得芳和蘇玉敏還特意從香港購買了過冬羽絨服，送
給與祖母相依為命的潘梨翠姐弟一家。「中國貧困地方太多，
來貴州也是緣分。」蘇玉敏說。

找回童年親切記憶
操場上有很多孩子在打球，嬉鬧。「雖然他們的生活條件並

不好，但是香港或內地城市的小孩也沒有他們的樂趣。」謝美
麗說：「看到這些孩子在操場上嬉鬧，我好像回到童年讀書的
時候，看到自己小時候的影子，感覺很親切。」
在操場角落，幾個小女孩正在跳橡皮筋。「我差點想衝進去

跟着一起跳，真的謝謝孩子真的謝謝孩子，，讓我找回童讓我找回童年的回憶。」謝美麗
感性地說。

■■趙得芳趙得芳（（左左））與蘇玉敏與蘇玉敏
（（右右））在弄吾小學在弄吾小學，，與共與共
同捐贈的國旗旗杆合影同捐贈的國旗旗杆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