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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長緯盼推國彭長緯盼推國
民教育民教育，，加深年加深年
輕人對國家的認輕人對國家的認
識識。。 鄧學修鄧學修 攝攝

身兼多項社會公職的彭長緯，工餘時一直不忘與家人維繫感
情，如當天沒有早會要開，他便早晨7點多與太太帶上小狗去城門
水塘行山晨運，吸收新鮮空氣，保持健康，同時又可與太太溝通，
增進感情。彭長緯笑言：「我做什麼太太都支持，有時辦事處搞活
動，人手不夠，她都來幫忙。」而一對子女也是民建聯成員，傳承
了他的理念，為推動社會向前貢獻過不少力量。彭長緯認為，美滿
的家庭生活，是他一直向前走的動力。
除了家庭的支持外，彭長緯亦用書法來提升自己的修養，他憶

述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後，便報讀了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中國書
法文憑課程。他形容自己是個性急的人，修習書法能夠訓練耐性，讓
他能夠心平氣和，從而調整自己的狀態和心情。
經過兩年半的研修，書法大有長進，他寫得一手各體好字，每年親
自為街坊寫新年揮春，深受街坊喜愛，更為仁愛堂籌得善款，現在書
法亦成為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記者 鄧學修

愛妻力挺奉公 子女傳承為民

數十年來，彭長緯的愛國情懷歷久
彌新。談及自己的家國情，彭長緯指
應從1970年讀中學時講起。中學時的
彭長緯，有幸認識了一位每年聖誕都
會回廣州的學長，結果他要求學長帶
他回廣州，「我騙媽媽去露營4天，
就這樣跟學長一起回他老家。」
到了珠江邊的沙面，彭長緯看到了

兩座大橋，一是解放後建成的人民大橋，
是一座拱橋，有4車道及行人路；另一座
是鋼鐵造的海珠橋。
當時的香港連天橋都沒有，而廣州珠江

卻能擁有兩座大橋，令彭長緯深深感受到
國家的先進。
他說：「當時人民大橋旁邊有人幫忙拍
照，我好興奮站在橋上，花了每張2毫
子，拍了張黑白帶花邊的相，很喜歡那張
相片，可惜多次喬遷給弄丟了。」

憶當年在港 難了解內地情況
彭長緯憶述，當年身處香港要了解內地

是很困難的。在他印象中，每年10月1日
國慶節，只有在中資銀行機構和工會才看
到五星紅旗。當時他將每天1毫子的零用
錢，用來買兩份報紙，從中了解祖國內
地。
往後的歲月，祖國內地成為彭長緯心中

的牽掛。彭長緯時時關注內地發展。1983
年，彭長緯伉儷結婚10周年紀念，特意參
加可以穿州過省、坐36小時火車到北京的
旅行團，首次踏足仰慕已久的首都北京。
他說：「從廣州出發到北京，30多小時

一路經過不同的省份，看到不同的沿路風
景，而且在火車上說普通話，可以藉此練
習一下，與不同城市的人交流，了解國家
不同的面貌。」 ■記者 鄧學修

中學偷偷赴穗
睹大橋極震撼

深圳和香港一河相隔，兩地
關係密不可分。曾於2005年至
2014年出任深圳市政協委員的
彭長緯認為很多香港人不了解
深圳，對深圳的認識只局限於
東門、羅湖商業城等地區，內
容不外乎購物、美容、修甲、

按摩等娛樂活動，欠缺對深圳的整

體發展的認識。

組團助港人 全面識深圳
他強調，深圳發展一日千里，是

國家發展的縮影，若果香港人能深
入認識深圳先進之處，定能從中看
到整個內地的發展水平和前景；相
反，香港繼續原地踏步，與深圳或

內地其他地區的差距將日益擴大。
回顧10年的深圳市政協生涯，彭

長緯形容是很有意義的事，讓他透
過政協平台促進深港兩地的交流，
為香港市民爭取權益，同時可全面
了解深港兩地人的不同想法和需
要。
他發現香港人經常忽略深圳的科

技發展，不知深圳已創立不少知名
品牌大公司，如騰訊、比亞迪等都
在深圳。
有見及此，彭長緯經常組織交流

團，邀請香港老師、社工、學生到
訪深圳，幫助他們全面認識深圳。

高科高購買力 生活電子化
「交流團除了去深南大道，了解

深圳的市容建設、市民中心等設施
外，還有一個必須要去的地方，就
是超市。超市能反映深圳市民的購
買力，如萬象城裡的超市，讓他們
在那裡隨便逛逛，從中看到市民日
常生活的情況，也就是最真實的情
況。」
彭長緯又指，不少香港人對深圳

的認識停留在工資只有兩三千元的
年代，這是一個很深的誤解，希望
能夠從超市的情況，讓團員明白深

圳人的生活，從而看到深圳的現況
及廣闊前景。
談及應用科學的發展，彭長緯認為

香港與內地的距離相差甚遠，如他在
2004年在深圳招商銀行申請了「一卡
通」，除了多種理財、貨幣服務，還
能在自動櫃員機即時列印出3個月的
月結單，而當時香港卻要到銀行申請
和付費才能做到，可見深圳的電子化
的先進程度不言而喻。
他又提及在深圳泊車可以用微信

支付，遠遠較香港採用的咪錶方
便，「身處內地只要有手機，不用
帶銀包，也不用信用卡，都能應付
所有消費，坐的士、飲茶食飯、行
街睇戲，什麼都可以。」

不了解內地 何言放眼世界
彭長緯強調，香港人對深圳欠缺

充分認識的原因，是源於沒有推行
國民教育，並強調國民教育不是向
學生洗腦，而是讓學生知道國家的
發展走到了什麼階段，然後讓他們
決定是否北上發展，「我們希望下
一代放眼世界，但全世界的目光都
放在中國，所以如果連內地都不了
解，我們根本談不上放眼世界。」

■記者 鄧學修

深圳一日千里 憂港原地踏步

彭長緯在沙田穗禾苑商場的議員辦
事處接受本報專訪，娓娓道出自

己堅定的從政之路。他於1980年入住
穗禾苑，1991年當選區議員，1994年
因仰慕曾鈺成而要求加入民建聯，1995
年更代表民建聯參選區域市政局議員、
臨時區域市政局議員。
2005年至2014年彭長緯獲邀任深圳
市政協委員，2013年彭長緯榮膺全國政
協委員，2013年亦榮升民建聯副主席，
更身兼中產聯盟主席、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會長、香港客屬總會副主席等公職，
2015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

遇辱不氣餒 服務街坊30載
他回憶，當年在街上派宣傳單張，
「遇到有個人接過我的單張，看了一
下，說句：『民建聯！』之後便丟進垃
圾桶。我當時好生氣，便做出承諾，若
當選，便結束生意，全職做議員。結果
我當選了，就這樣一直做全職議員到今
天。」
他表示，在穗禾苑生活工作了三十多
年，與街坊幾代人都認識，住所雖搬離
穗禾苑，但辦事處一直沒變。能為穗禾
苑逾萬居民服務，其間爭取到大巴、小
巴等不同路線，實實在在幫到居民，感
到很有成就感。
彭長緯亦坦言做議員實屬不容易，
「聽到好難聽的話，你要忍得；對居民
需求，要用心去做；要犧牲私人時間，
不計較得失。」廿多年的地區工作，令

彭長緯變得越來越樂觀，工作自有一
套，「真心幫人，敢說真話，對人真誠的
個性」，為他贏得不少友情。

不識國情 失北上發展良機
他強調，多年來自己通過不同渠道，
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推動港人了
解內地，多次帶領中、小學生及教師往
內地不同省市交流。他希望港人不要被
一些歪曲報道所誤導，不要誤以為國民
教育就是洗腦：「我們做的國民教育，
是讓港人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讓年輕
一代，可以看到隨國家的發展及強大，
從中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相反，若不
讓年輕人了解國家，不知道內地的真實
情況，其實是扼殺了香港年輕人到內地
發展的機會。」

不怕冷漠刁難 學生受惠要緊
作為政協委員，彭長緯還不時到學校
演講。他說：「這要面對好大挑戰，會遇
到學生的不同反應，如有人會誤以為你是
來洗腦的，有人會以冷漠的眼光看待。對
此，我反而覺得是個契機，有機會跟學生
們講清楚，令他們明白，批評人很容易，
但做到欣賞人家就很難。現在社會就是少
了欣賞，尤其是對自己的國家，只有批
評，不懂欣賞，這是不正常的。」
彭長緯表示：「內地正在走向依法治
國之路，雖然路難行，但已經在走
了。」他堅信，只要做到了，香港人心
也就回歸了。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副主席、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深耕

地區廿多年，服務市民之心及熱情不減當年。他笑言：「『不為五

斗米折腰』是我的座右銘」。這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仔」，自

1970年跟學長「偷」返廣州，見識了廣州人民大橋之宏偉壯觀，

慨嘆內地好先進，自此對國家產生特殊感情。數十年來，他走遍神

州大地，見證祖國內地突飛猛進發展。他不無感慨地說：「現在全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國，都想了解中國，但在港卻有百多萬人沒有

回鄉證，沒想回內地，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港人對自己國人身份認

同的問題，國民教育之路難行，但我不會放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群

■■彭長緯議員辦事處及穗禾苑業主立案法團向仁愛堂遞交善款支票彭長緯議員辦事處及穗禾苑業主立案法團向仁愛堂遞交善款支票。。 ■行政長官於授勳典禮頒授銀紫荊星章予彭長緯。

■彭長緯率中產聯盟發起遊行，反對政府強制性醫療供
款計劃。

■■彭長緯彭長緯（（前左前左
三三））等民建聯成員等民建聯成員
前往深圳交流前往深圳交流。。

■■彭長緯彭長緯（（左三左三））與黨友提供政策意見與黨友提供政策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