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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喻為「公職王」的鄭承峰，
22歲投身社會，曾身兼逾百個公
職，當中不得不提的是，服務11
年的仁濟醫院。今年4月卸任仁
濟醫院主席，回望在仁濟工作的
點點滴滴，他說：「獲益良多，
應該說再也沒什麼事可以嚇到
我。」在卸任演說中，他強調，

希望社會上更多的人有「公心」，即
「服務公眾之心」及「公德心」，雖
然期間「會有沮喪、有失敗、有不如
意的時候」，但若大家都只為「反對
而反對」，當自由擴大到無限化的時
候，就是民主的終點。他反問：「香
港是不是要到這個地步才肯收手？」

仁濟生涯 獲益良多
鄭承峰憶述，11年前由兄長鄭承隆

推薦加入仁濟醫院，直至做到主席，
統領這一香港大型慈善機構。要管理
醫院、社區中心多個不同的部門，當
中涉及財務管理、人事編制、對外服
務、公共關係、聯絡政府等。「我上
任主席的第四天，便發生了遺失賣旗
旗袋的事情，原來除了報警，還要第
一時間向社會福利署申報，董事局內
部溝通，之後你就要面對傳媒和社福
界的立法會議員查詢及質疑。」
鄭承峰指，以上多個程序需要在事

發後一小時內處理完成，因仁濟幾乎

每天都有公開活動，每天都
要面對傳媒，如果處理稍有
不慎，就會招致指責，影響
仁濟形象。鄭承峰坦言，任
內處理了諸如醫療事故、新
大樓落成等等好多問題，令
其面對傳媒已可做到「氣定
神閒，應對自如」。
鄭承峰於任內開設了4間

老人中心，他認為社署的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及「一筆過撥款」非
常實際，仁濟社會福利中心
正是靠「一筆過撥款」營運
的，如果取消相關機制，估
計仁濟至少有1,000人失業。
「我作為『一筆過撥款』的
用家，深知問題利弊所在，
希望社會各界能多聽用家的
聲音，而不應盲目為反對而
反對」。

轉換跑道 獻力青年
鄭承峰一臉自豪地說：「從負責傳
媒的仁濟副主席到做完主席，應該再
沒什麼事情能嚇到我，因為突發的事
情太多，令你學會如何應對。」
雖然卸任了仁濟醫院主席，鄭承峰

並沒有就此停下腳步，今年應邀出任
香港青年會主席，冀與志同道合的朋

友為青年工作獻力。

報效祖國 自然之舉
鄭承峰現還身兼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發展基金及生命教育工作小組
委員、東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
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中國僑聯青
年委員會副秘書長，青海省青年聯
合會副主席等青年工作公職。
談及為何如此熱衷於社會公職，

鄭承峰笑言也曾有人這麼問過他。
他說：「如果在我自己家裡擦地
板，沒有人會問是為了什麼的。」
他強調身為中國人、香港人，「為
自己出生、成長、居住的地方及國
家，多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在我看
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不應該問
為了什麼。」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鄧學修

慈善「公心」為上 惠民用家為本

■■鄭承峰鄭承峰（（左二左二））陪同主禮嘉賓主持仁濟內視鏡中心揭幕陪同主禮嘉賓主持仁濟內視鏡中心揭幕。。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鄭承峰，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11年
前初次接觸清遠，但對當年的情景
仍然記憶猶新。「當時清遠市華僑
中學要搬遷，希望能得到一些善長
捐資他們興建一些新的校舍設施。
在朋友介紹下，我認識了華僑中學

的校長，資助了學校的運動場」。十多
年來，見證華僑中學成為廣東省名校，
華僑中學的師生更成了鄭承峰心中的牽
掛。

交流座談 分享心得
華僑中學運動場落成，鄭承峰應邀
赴清遠主禮，場面盛大，令他很有感
觸。
他說：「香港一所中學只有1,000名

學生左右，但華僑中學卻有逾5,000名
學生，而他們在遵守紀律、勤力程
度、學習意識等方面均非常一致，求
學的心非常強烈。」
清遠學生純樸的進取精神，令宅心

仁厚的鄭承峰決定，每年捐助該校20
萬元，設立「獎教助學金」。
他透露，學校每年安排座談會，挑選
了50名品學兼優學生與他交流，讓他們
自由發問，結果大受歡迎，「本想做一
年就完了，沒想到學生很期待，他們主

動提出要再與我見面。這也給我一種推
動力，結果我每年在自己看過的書中挑
出一本書，推介給學生」。

前途無量 人人可讀
多年的座談交流，鄭承峰發現清遠學
生閱讀很多課外書，對很多議題均有深
入認識，涉獵廣博，每年向他們推介的
書，翌年必定得到他們精闢的回應，鄭
承峰大讚清遠學生前途無量。
「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名學生知道
我曾修讀神學，就問我如何看待：『中
國與其他國家在處理宗教問題上的差
異』，以及『既然神是全能的，那祂是
否還會介意人類是否信祂呢？』我當時
花了一整個小時解答他的問題。我認為
一名中學生能夠想到這麼極具深度的問
題，實在是不簡單」。
鄭承峰表示清遠學生面對的競爭很

大，要跟全市、全省乃至全國的學生競
爭，認為他們很值得提攜及照顧，他在
該校設立的「獎教助學金」以助學為
主，不希望家貧的學生失去上學的機
會。他認為「只要讀到書，都應該支
持，家貧的更要讀書，應助他們走出地
域帶來的局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鄧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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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清遠育才 扶貧助學奮進
■■鄭承峰鄭承峰（（左左
三三））向中大捐向中大捐
款款 11,,000000 萬萬
元元，，以支持母以支持母
校的通識教育校的通識教育
課程課程。。

每天早上5時
到清水灣滑水，
是鄭承峰近年的
興趣和習慣，他
認為再繁忙的生
活和工作都需要
調劑，藉此放鬆
心情，享受生

活。「當你看着太陽
慢慢升起，在身旁游來游去的魚
和海龜陸續浮現，加上船隻航行
造成的漣漪，畫面美麗至極」。
鄭承峰有個幸福的小家庭，
與當老師的太太結婚4年，育
有一子一女。然而談及這段羨
煞旁人的婚姻時，事業公職忙
碌的鄭承峰略顯尷尬，「我去
年在港的日子只有103天，有
次我出差回來，快滿3歲的兒
子竟然認不出我來。」鄭承峰
感慨，「孩子成長速度很快，

每次出差後也感到他們長大了
很多、變了很多。」
鄭承峰坦言自己雖然忙碌，

但自由度亦較高，會合理調配
時間，如果周末沒空，便安排
平日的時間來陪伴家人。他感
謝太太一直支持他，將家裡的
事情打理得妥妥當當，令他能
專心事業和公職，可以多做些
公職，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鄧學修

美滿家庭 愜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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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承峰（左二）出席「仁心見睛彩──
黃斑病眼科病友資助計劃」活動。

■■鄭承峰鄭承峰((後排左一後排左一))出席優秀青出席優秀青
年嘉許計劃頒獎禮年嘉許計劃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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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獻力兩地
引導港青識國情

鄭承峰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訪問時說：
「對國家之大存在的複雜性，欠缺充分的認識，是香港青

年的通病。」

青海地震頻發 扶貧助學為主
他稱，正如不同省市的政協委員，也會因應不同省市的情況作
提案。「如上海市的政協委員，多聚焦經濟發展為主；而青海
省、清遠市的政協委員，就以扶貧、助學為主」。港區青海省政
協委員，考慮到青海地震頻發，很多資源都用作賑災重建，捐助
不少學校。
青海受地理位置等不利因素影響，令當地發展受限，委員們就
會提出助青海的特色產品，如酸奶、枸杞、蟲草等銷往其他地區
的建議。
清遠方面，鑑於地理位置與香港相近，鄭承峰希望兩地學生能
夠多作交流，他曾提出關於兩地締結「姊妹學校」及「姊妹社
團」的提案。

細化清港交流 人不多效果好
鄭承峰又指，清遠學生的勤力上進絕不亞於香港學生，可惜
欠缺發展的空間和機會，所以很值得幫助他們「走出去」。
但他坦言，兩地學校規模、學制、學習文化不同，以及資金、
交通、住宿安排等，都可能成為兩地交流的障礙。他認為大家要
細化兩地交流的具體內容及做法，故他建議清遠市政府可以增加
學生交流團的資助額，讓貧困學生來港交流，或將參加棋藝社、
籃球隊的兩地生互訪，這樣人數雖不多，但交流效果更好。

民族文化共融 三地各有最多
中國56個民族文化共融，令鄭承峰大開眼界，青海及清遠就
是最好的演繹。
他稱，有趣的是，「青海是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省，
清遠是廣東省少數民族最多的市。」
他一臉認真地說：「香港是繁華的國際都市，青海則是風光
無限的大草原；香港以黃皮膚人為多，青海則看到各種膚色的
人，令人慨嘆，同是中國的地方，有着多姿多彩的民族及文
化。」

委員「多勞」助港識「中國特色」
鄭承峰進而感歎，「要管理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要推行一
個政策能夠符合13億人的意願，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他指，有人批評內地的一些政策和做法，「這是他們從沒親身感

受到中國之大、文化之廣，才輕視了管理的難度。任何一個問題，
放在其他地方可能是一個小問題，但在中國便是一個大問題」。
他強調，正因為中國人口、民族眾多，處理問題不可能直接用
外國的做法，所以在中國前面要加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對於什麼是「中國特色」，港人要好好去了解。
鑒於還有一些港人對內地仍是一知半解，鄭承峰希望今後能善
用港區政協委員等身份，多做工作讓港人全面增進對國家的了
解，讓年輕人知道可以背靠祖國，把握國家發展的新機遇，發展
自己的事業。

青海省政協委員、廣東省清遠市政協委員、香港

青年會主席鄭承峰，11年前因捐資清遠市華僑中學

而首次踏足清遠，更被清遠學生上進之心及純樸感

情打動，特設「獎教助學金」，勉勵師生上進。他

坦言：「清遠令我對內地大大改觀。」現年34歲

的鄭承峰，曾任逾百項公職，十幾年來憑着一顆

「公心」，服務社會，致力青海、清遠和香港三地

扶貧助學、青年事務等公益慈善工作。鄭承峰希望

以過來人的身份，透過不同的平台，引導香港青年

正確認識內地，增加大家的愛國愛港之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鄧學修、鄭群

■鄭承峰冀憑着一顆「公心」服務香港及國家。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鄧學修 攝■鄭承峰（左四）與主禮嘉賓為香港青年會就職活動主持啟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