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中華總商會昨於該會禮堂舉行第五十
屆常務會董選舉，在該會選舉委員會
主持及監督下順利完成，近百名會董
出席了投票，共選出54位常務會董，
他們來自不同行業，包括綜合企業、
金融、地產、製造、服務、貿易及專

業服務等。中總並將於10月24日選出
該會新一屆會長及8位副會長。

12月2日會展舉行就職禮
該會新一屆會董就職典禮定於12月

2日（星期五）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預計筵開百餘席。

■■中總選舉委員會中總選舉委員會
主持選出新一屆主持選出新一屆
5454位常務會董位常務會董。。

中總換屆選出54位常董

廠商會下月辦「帶路」研討會

■賓主於
傳媒茶敘
上合影。
李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匯福
集團及奕豐金融集團昨舉行傳媒茶
敘，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盧毓
琳、金融服務業主席羅程剛、青年委
員會主席顏明秀出席，與大家暢談香
港企業及青年人如何把握「一帶一
路」帶來的商機及機遇。
據悉，廠商會將作為支持機構，於

11月25日與匯福集團、奕豐金融集團
舉辦「一帶一路．創新絲路」研討
會，屆時將邀請中小企管理層、本港
及內地大專生一同探索「一帶一路」
為港帶來的全新機遇，以及金融服務
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揮的作
用。
盧毓琳表示，廠商會曾到部分「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考察。在全球化趨
勢下，文化、語言的多元化成為趨
勢，廠商會成立專項基金，鼓勵更多
國外青年到香港的大學學習交流，更
強調香港學生若要取得新的發展，需
多了解國外狀況，學習別國語言，這
樣有利於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為未
來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他表示，「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建、醫療、教
育等方面有大量需求，同時將衍生出
金融服務、高新科技、文化產業等行
業服務，其中金融、基建最受惠，他
鼓勵香港青年人發揚自強不息的獅子
山精神，實現香港新一輪發展。
羅程剛預料，語言不通，法制體系不

同等因素，將會增加拓展「一帶一路」
的難度，他鼓勵大家搶佔先機，多到沿
線國家考察，深入了解當地文化，熟悉
法制文化，以達至人心相通。
顏明秀認為，年輕一代富冒險精神
及創新思維，金融、物流、創新科技
等界別將是未來的重點行業，她鼓勵
青年裝備自己把握機遇。

匯福奕豐勉港青抓機遇
匯福集團董事湯浩然、奕豐金融集
團營運總監葉學賢表示，兩集團將合
作，結合網絡及金融專業優勢為中小
企提供融資、債券等多元化金融服
務，為往「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帶
來便利，鼓勵香港年輕人充分發揮創
意，積極參與。

福建社聯高層訪本集團

廠商會迎廣西三代表團
陳武讚工展會成功吸企業 史立德戴澤良冀促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華廠商會日前接待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貴港市及百色市政府代表團，

廠商會副會長史立德、戴澤良分別主持接待，賓主就

促進桂港經貿合作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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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率領的代表團一行到訪，廠
商會副會長史立德等熱情接待。史立
德表示，1934年成立的廠商會，促進
工商不遺餘力，品牌活動工展會近年
已擴至內地，協助港商開拓市場，
2010年工展會也曾在南寧舉辦，商會
期望有機會再與廣西合作。
陳武讚揚廠商會2010年的南寧工展
會取得理想成績，成功吸引更多企業
到廣西，開拓貿易領域合作及機會。
他期望今後繼續與廠商會緊密聯繫，
尋求更多合作機會。
出席活動的賓主尚包括廣西壯族自
治區副主席張曉欽、政府秘書長莫恭
明等，廠商會副會長戴澤良等。

韋朝暉：貴港交通便利有優勢
另外，廣西貴港市副市長韋朝暉日
前率領代表團拜訪廠商會，廠商會副
會長戴澤良主持接待。
戴澤良表示，廠商會是香港四大商
會之一，成立至今已有82年歷史，多
年來積極推動工商業發展，會務包括
到不同城市舉辦工展會、品牌局每年

舉辦名牌及品牌選舉、檢定中心提供
多項產品檢測和諮詢服務等。他稱，
廠商會每年接待超過130多個來自各地
的代表團，藉此加強交流和經貿聯
繫，尋求合作商機。
韋朝暉副市長表示，貴港市歷史悠

久，自20年前由縣提升為地級市後，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貴港市交通便
利，除了是一個縣縣通高速、高鐵和
高級航道的城市外，也擁有華南第一
大內河港，現正積極發展，期望通過
今次訪問推廣貴港市優勢，加強兩地
經貿合作。

廖偉東：百色環境佳利拓旅業
同日，戴澤良副會長還接待了由廣

西百色市副市長廖偉東率領的代表
團。戴澤良表示，近年百色市建設發
展積極進取，具有很大潛力，相信可
吸引港商到當地投資。
廖偉東副市長表示，百色市生態環

境佳，農業產量豐富，近年更積極發
展旅遊業。他期望能與廠商會加強聯
繫，吸引投資，促進兩地工商業界交
流和合作。 ■戴澤良（右六）致送紀念品予廣西百色市副市長廖偉東（左六）。■戴澤良（中）致送紀念品予廣西貴港市副市長韋朝暉（左四）。

■史立德（前排右五）致送紀念品予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前排左五）並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 10月13日，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
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一行到訪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受到本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董事姜亞兵等熱情接待。
姜在忠董事長向吳良好主席介紹了大公報、文匯報
的歷史以及集團的發展現狀。吳良好主席表示，大文
集團成立以後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公報、文匯報對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舉辦的許多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刊
登了很多正能量的報道，希望今後進一步加強與集團
的合作。
來訪集團的還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林銘森，全國政協社會
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
長周安達源，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秘書長兼總幹事
周珊珊。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徐荷，董事會秘
書、集團辦主任韓紀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事業發
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方明珊等一同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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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屆廣交會將

於 10 月 15 日 在 廣 州 開
幕，南北行公所主席、中
總會董、遠大貿易董事長

李歡接受本報專訪，暢談其與廣交會的60
載緣分，他興奮地說：「1957年我參加首
屆廣交會以後，60 年來每屆都出席。」
「在 60 年後的今天，回望新中國發展歷
程，廣交會貢獻巨大，影響深遠，見證了
中國經濟與外貿發展，見證港人和祖國血
濃於水的情誼，也是與世界各地建立商貿
聯繫的有效途徑，是港商與內地緊密聯繫
的有力紐帶。」

1957年中蘇友好大廈辦首屆
李歡憶述，1957年4月，首屆廣交會在中

蘇友好大廈舉辦，「最初的廣交會可供採購
的商品屈指可數，多為土特產、罐頭食品、
原材料和絲綢之類，港商花半天就談完生
意，而60年後的今天，廣交會已從小樹苗
長成了參天大樹！」其間，展址數次更易，
展館擴大數十倍，設施現代化，商品由1.2
萬多種增長逾十倍，參加人數由19個國家
及地區千多客商，增加到現在的210個國家
及地區的18萬5千餘名採購商。交易金額方
面，由最初0.18億美元，增加到逾300億美
元。他欣慰地表示，現在有24,000多家中國
公司及500多家境外公司參展，都是信譽良
好，實力雄厚的大公司，規模媲美全球最大
型展銷會，是中國規模最大、商品最全、採
購商最多及成交額最大的國際貿易盛會，為
爭取外匯、培養外貿人才及知名企業品牌走
向國際貢獻良多。

文革中周恩來過問 未曾中斷
李歡表示，歷史上廣交會獲多位國務院總

理親自關心並佈局，令其印象深刻。「即使
是在文革中，由於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廣
交會也沒有中斷。而李鵬、朱鎔基、溫家寶
總理也曾赴廣交會，並會見港澳地區的『老

廣交』，和大家親切交談。」
李歡至今還記得參加首屆廣交會的情景，

他與南北行公所及中華總商會的幾十名會員
衝破港英封鎖，歷盡艱辛才抵達廣州。而廣
交會的前身則是「華南土特產物資交流
會」，以農產品為主，在廣州文化公園舉
辦，他當年目睹內地有如此豐盛的物產，興
奮不已，那個展會辦了兩屆，後來他又應邀
出席1957年的首屆廣交會。「從那時起，
我就與廣交會結緣，與國貨結緣，逾半世紀
不離不棄。」「不少人問我，為什麼仍堅持
參加廣交會？原因其實很簡單，我的家族是
華僑，我上世紀40年代來港經商，參加愛
國商會，擁有一顆愛國心，一直希望為弘揚
國貨作出貢獻。」

「帶路」沿線展商佔上屆61%

李歡表示，60多年來自己推廣國貨，初
心始終不變，由最初經營單一的農副產品、
京果雜貨，到如今各類土產、白酒、罐頭、
大米、茶葉、糖果等幾十個品種，伴隨國貨
的進步，在港銷路不俗，也銷往歐美及東南
亞。近年，廣交會致力深化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上屆廣交會沿線國
家的採購商有 8 萬 1 千餘人，佔總人數約
44%；來自3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
地區的參展企業 374 家，佔參展企業總數
的61%，他們在廣交會獲得大批訂單，視
廣交會為他們開拓中國市場的最重要陣
地。 ■記者 子京

李歡與廣交會結緣60載
■吳良好（左四）一行到訪，姜在忠（右四）、姜亞兵（左三）等熱情接待。

■李歡(右)出席廣交會獲商務部
副部長鍾山頒發「老廣交」紀念
座。

■1957年4月，首屆廣交會在
中蘇友好大廈舉辦，李歡出席並
在會場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