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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捐善款 至今逾兩億

看準「帶路」商機「走出去」緬建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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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客屬社群
凝聚愛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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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權哥」的吳惠權，給人的印象
爽直、熱心腸、重情義，是員工心

目中的好老闆，在圈中享有良好口碑及
信譽。

率鄉親惠社群 河源地位日增
10年前，吳惠權接掌香港河源社團總
會主席，在他帶領下，總會迅速發展壯
大起來，會員人數激增，目前已登記選
民超過3萬人。
他先後兩次牽頭捐資購買會所擴大會
址，更牽頭捐資捐物，落手落腳走在最前
線，帶領會員和義工參與大量社會事務和
地區工作，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日益提升。

對河源社團的建設，吳惠權可謂費盡
心思，出心、出錢、出力、出時間，近
年致力推動河源「五縣一區」各自成立
同鄉會，冀將香港河源籍鄉親更廣泛團
結凝聚起來。今年4月，他更以「發揚人
民政協的優良傳統，加強歷屆政協委員
的聯誼」的宗旨，創立了「香港河源政
協歷屆委員聯誼會」，出任首席會長，
為香港再添一支愛國愛港力量。
吳惠權在訪問中透露：「以前香港客
家人出來社會做事，不會預你一份，因
為河源沒人站出來。楊釗曾笑我，現在
好了，有阿權出來，他會拍心口說『我
出 50萬元、100 萬元，我可以拉隊出

來』。不過，最令我開心的是，香港人
從此知道河源在哪裡了。」
「我們香港人飲的是東江水，東江水

源頭就是河源的萬綠湖，政府為保潔淨
水質，杜絕任何會造成污染的工業和餐
廳，犧牲了河源經濟。然而，以前香港
人講客家人只知梅州、惠州，就是不知
河源，我是河源人真的很心痛。」
今年8月，吳惠權接掌香港客屬總會主

席，任期3年。上任之初，他已為總會籌
得超過2,000萬元會務經費，當中他和執
行主席曾智明各出300萬元，4個常務副
主席張國榮、吳火豪、古爾夫、梁錫光
各出150萬元，楊釗和梁亮勝各出200萬

元等，一呼百應的籌款能力，盡顯其獲
眾多客屬知名人士的信賴和支持。

凝聚客屬力量 為繁榮做實事
吳惠權欣慰地說：「客家人的凝聚力

非常強，香港客屬總會的起點也很高，
在成立初時，已有梅州、惠州、河源、
深圳、東莞、韶關、清遠共7市的社團總
會共同參與。成立短短6年來，總會已廣
納70多個團體會員。」
他透露，在香港客屬社群超過200萬

人，未來總會將努力團結和凝聚這批力
量，攜手共進，為香港的「一國兩制」
和長期繁榮穩定多做實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福新國際集團董事長

吳惠權，是香港粵籍客屬社群的領袖人物。作為客家人的佼佼者，今年

他獲推舉為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成為擁有70多個客籍屬會的掌舵人。

吳惠權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憶述：「早年提及廣

東客家人，大家只知道梅州、惠州，沒人知河源，可香港人飲的東江水

源頭就在河源，卻不知道河源在哪裡。」10多年來，吳惠權在港默默耕

耘，團結河源鄉親，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致力壯大河源社團力量，

推介家鄉河源，令河源知名度不斷提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吳惠權祖籍廣東河源龍川，迄今加入政協大家
庭20年，先後任龍川縣政協常委、河源市政協常
委、廣東省政協委員，2013年榮任全國政協。回
顧全國政協工作，他說，自己極力為香港人爭取
國民待遇，向全國政協提交各種建議，例如粵港
直通車司機取消「健康證」和車輛年檢、要求內
地大學開放更多配額予香港學生，以及內地交
通、旅遊景點為香港長者、兒童及學生提供門票

優惠等。
吳惠權初入全國政協，已提案建議國家教育部開放內

地大學配額招收香港學生。他在訪問中表示：「這些年
我提交的建議正逐步實現中，今年內地大學招收大約
4,000名香港學生，不過這個數目還未夠，我覺得有需
要繼續放寬包括一些重點大學的配額。」
他分析指，香港每年有4萬多名學生參加大學聯招，

8間大學收錄1.8萬人，到海外升學有8,000多人，其他
有的選讀副學士，有的修讀專業文憑，當中還剩下大約
6,000多人，這些學生要怎麼辦？「內地有如此多的大
學，每年招收數千名香港學生，我相信對內地教育不會
造成影響。」
他續指，香港回歸20年，如何幫助香港年輕人了解
國家歷史文化，讓香港學生到內地求學是其中一個有效
的方法和途徑，將來他們無論留在內地工作，亦或選擇
返港，對他們來說都是有益處的。

粵港車可豁免年檢
提及最新提案，吳惠權指，之前粵港直通車不論新舊

每年都要接受檢查，今年3月，他與簡松年（另一全國
政協委員）聯署向全國政協提案希望能夠取消。「我們
現已收到通知，由今年7月1日起，凡是6年內購買的
車輛全都可以豁免年檢。」

他續指，以往粵港直通車司機每年都要接受身體檢查，又稱「健康
證」，對業界構成極大不便，一直提出很多意見，我連續兩年向全國
政協提交建議，獲當局重視，終在2015年 10月批准取消「健康
證」，預計4萬多名司機受惠。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沈清麗

作為香港福新國際集團董事
長的吳惠權，今年剛好踏入
「耳順之年」，對事業的熱誠
和拚搏不減當年。他看準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商機，不畏
難辛，遠赴緬甸做「開荒
牛」，2014 年多次到緬甸考
察，2015年斥資過億元在緬甸

伊洛瓦省勃生工業區買地建廠，工
廠總佔地200多畝，2016年6月首期
工廠正式投產，僱有1,300多員工，
二期正在興建中，已成為緬甸最大
的毛衫織造廠。
吳惠權在緬甸一片荒地再建織造
王國，經常要舟車勞頓，受蚊叮蟲
咬，他說：「每次我從香港飛到緬甸
仰光，再坐上3個多小時車到工廠，
通常是半夜了，在飯堂吃飯，在工廠
宿舍睡覺，在之前只能住酒店，一整
晚都在拍蚊。」
員工都慨嘆老闆很辛苦，他卻笑
着說：「我出身貧苦，已經捱慣了，
30多年前，我隻身去廣東增城投
資，現在還有一幫夥計同我一起出去
拚搏。」
他又指，最初請了當地華僑做翻
譯，一做下來，有兩個姊妹已能熟識

工序，「我們幹脆讓她們做部門主
管，現在我們已培養了多個華僑做主
管，就好像當年返內地設廠，由香港
人帶動內地人，我覺得要做好一個企
業，一定要用當地人管理當地人。」
談及緬甸印象，吳惠權一臉興

奮，如數家珍。他指，緬甸是「一
帶一路」建設中的關鍵節點，中緬
經貿關係發展潛力巨大，緬甸的法
律、會計與香港相似，緬甸民風淳
樸，工人月薪約120美元，請人較
沒難度，在緬甸生產的毛衫出口至
歐盟和日本可享稅務優惠。

內地很多企業已「走出去」
他又強調，「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有中國的支持，發展前景不可估
量。「得益於我們國家『一帶一
路』政策，內地很多企業都已走出
去，好像我在緬甸的工廠區，共有8
間工廠，除了我是港資，其他7間
都是浙江及上海企業，大家聚在一
起，讓彼此都可有更多生意做。」
他舉例指，「今年3月至8月，我

們緬甸廠房已經生產70萬件毛衫，
預計今年全年可達100萬件，至明
年生產量更會翻倍，甚至達到300

萬件，未來3年公司七成毛衫都會
由緬甸廠房生產。」

中國公司助緬甸銀行電子化
此外，中國公司幫助緬甸銀行全

面電子化及建立便捷電子通訊，現
在員工薪金都可以電子過賬。中國
與緬甸打開了貿易通道，交通來往
有了巨大改善。去年年中，公司由

香港寄速遞去緬甸，今天寄明天到
仰光，但送到工廠仍要多等兩天。
今年已經不同了，今天寄速遞明天
就直達工廠了。「另外今年開始，
我們貨櫃可以從河源經陸路直達緬
甸，9天就到廠了，較以往經海路到
緬甸簡直快到無法想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沈清麗

吳惠權身兼九龍慈善基金會主
席、廣東慈善總會名譽會長，獲廣
東慈善之星、2009南方華人慈善人
物獎等殊榮，至今其在香港和內地
的捐資善款逾兩億元。

今年帶頭捐300萬設河源基金
今年他帶頭捐資 300 萬元成立

「河源市希望教育基金會」，恒常資助
河源貧困大學生。他說：「河源有很多
貧困大學生，過去20年都是以個人名義
助學，但我擔心如果有天我不在了，那
怎麼辦？所以我希望成立基金，希望可
籌夠1,000萬元。」
吳惠權移居香港近40載，一直心繫家

鄉發展，他說：「我既是河源人，又是
香港人，香港和河源共飲一江水，當飲
水思源，並思報之。」
1992年，他和弟弟吳惠城捐出128萬

元在家鄉興建了「雙柳權城教學樓」，
是第一筆捐助家鄉教育的款項，其後不
間斷捐資家鄉各項公益。
除自己捐資外，吳惠權亦帶領居港河

源鄉親一起參與家鄉公益事業。2004
年，家鄉遭遇水災，他動員香港鄉親短
短數天籌得逾360萬元，迄今香港河源
鄉親在家鄉捐資總額達數億元，為家鄉
善業交出了一張不俗的成績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沈清麗

吳惠權自認是個工作狂，每周穿梭香港和河源兩地，工作起來
沒有周末觀念。現時他將八成半時間投放在社團，工作暫時放一
邊。平時靠游泳減壓，閒時也愛享受天倫樂。
他育有三名兒子，長子及次子是一對雙胞胎，其中長子結婚
後，生了三胞胎，目前兩歲半，長得趣致可愛。吳惠權笑說：
「我有雙胞胎，他有三胞胎，簡直是青出於藍啊！」
他的三名兒子都相當出色，長子和次子分別負責公司在河源和

上海的地產項目，幼子剛修讀完美國波士頓大學金融系，在紐約
工作3年，去年進一步修讀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今年暑假特別選
到上海做暑期工，幼子雖未畢業，但已有很多銀行向他招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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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權斥資過億元在緬甸投資設廠。

■全國政協委員吳惠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吳惠權任客總主席，接受特首林鄭月娥頒發證書。

■吳惠權感謝市民簽名「反佔中」。

■吳惠權牽頭成立河源政協委員聯誼會。

■吳惠權(右)捐資300萬元創立河源市教育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