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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江經驗作標杆
助辦中學生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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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晉江經驗」，源於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
近平到晉江市調研，他將此次調研思考整理提煉，撰寫成

《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一文，先後刊登於
《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晉江經驗」由此提出，從此成
為引領福建加快改革、全面發展的一個標杆。

積經驗重實踐 推動家鄉建設
陳聰聰表示，自「晉江經驗」提出來以後，16年來，晉江通過
不停地踐行努力，成功走出了一條全面發展之路。「今次晉江能
夠獲得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舉辦權，可說是高票當選，力
壓桃園等申辦城市。我覺得，晉江最大的勝出優勢，除了全體晉
江人的共同努力，還有這些年來，晉江一直不停踐行『晉江經
驗』，成為福建經濟發展最快、實力最強、最具活力的地區。晉
江城市開放、經濟雄厚、交通便利，加上歷史悠久、生態優美，
使其城市精神與體育精神高度融合起來。」
陳聰聰曾任兩屆福建省政協委員，2013年踏上全國政協大舞
台，在地方政協及全國政協累積了寶貴的經驗，任內亦撰寫過不
少提案積極參與推動家鄉和國家發展。
她說，「政協委員，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回顧我
擔任委員的心得與體會，有一條體會很深刻，我認為身為政協委
員，應當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反映社會和民眾的聲音。」

與民同歷風災 開會風雨不改
她憶述，我故鄉晉江市洋下村，三面臨海，由於長年海堤失
修，每當颱風季節，便會有大量的良田和房屋被海水吞蝕，威脅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當時我深入晉江沿海各重災區向當地群眾
了解受災情況，並整理成書面材料，向省政協提交了提案，引起
省政協的重視，及時撥下100多萬元專款，用於晉江沿海海堤建
設。」
回顧自己逾15年的政協人生，陳聰聰憶述最為感到驕傲及自
豪的事，「我擔任政協委員這麼多年，未曾缺席過一次會議，也
未曾遲到過一次會議。即使3年前，我在北京開兩會，在酒店中
意外摔斷了手，我到醫院接好骨，依然堅持留京開完會議，因為
我相信做人做事都要有始有終。」

2017年10月15日，福建省晉江市成功獲得2020

年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舉辦權，喜訊傳來時，

祖籍晉江的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同鄉會會長陳聰

聰感到與有榮焉，即時以福建同鄉會名義向家鄉領導

發函致賀。陳聰聰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訪問時表示，自「晉江經驗」提出來以後，10幾

年來，晉江發展勢頭一直很強勁，她相信晉江能夠藉

着舉辦今次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大力推動福建體育事

業的發展，同時促進福建體育對外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道）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信義集團主席李賢義捐
資3,800萬元，於2016年設立「深圳市李賢
義教育基金會」，主要對深圳龍崗的優秀教
師、優秀學生實施獎勵。基金會日前舉行第
二屆獎教獎學大會，表彰了共計1,553名優秀
學生和優秀教師。
李賢義早在1993年設立橫崗鎮李賢義教育

基金會，25年來累計獎勵師生達28,000多
人，獎教獎學金額達到3,000多萬元，資助特
困生2,000多人。
30多年來，信義及李賢義通過7個教育基

金會及其他途徑進行持續性的獎教助學。

捐資建逾30希望學校
李賢義是改革開放後最早投資內地的香港

愛國商人，是著名工業家、慈善家。他長期
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尤其重視教育事業發
展。在安徽、廣西、四川、福建、廣東等
地，李賢義及其家族捐資建設的希望學校超
過30所。
投資內地30多年來，李賢義累計為中國的

慈善公益、文化交通、教育衛生、環保賑
災、見義勇為事業捐資捐贈數億元人民幣。

李賢義捐3800萬 獎勵龍崗優秀師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劉蕊鄭州報道）精準扶貧
是黨中央實施的一項重大戰略決
策，是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一
項重大工程。
在河南鄭州參加河南省政協十

二屆一次會議的來自香港澳門的
政協委員表示，港澳台僑企業不
應缺席，應該發揮愛心與熱心，
積極參與內地扶貧工作，找出貧
困地區的「痛點」並有針對性解
決，真正讓老百姓有獲得感，提
升快樂指數。

打通產業「血脈」促致富
河南省政協委員、香港中知書

院校董陸冰珊告訴記者，調研改
變思路，來自香港的委員應多多
深入內地貧困地區進行調研，了
解其貧困的原因，同時發揮香港
企業的愛心與熱心，為貧困地區
尋找致富出路，「比如可為貧困
山區的綠色產品建立品牌、銷售
渠道等，讓貧困地區的產品能夠
走出去。」
河南省政協委員、澳門凱侖創

建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凱賢

則表示，一些宏觀調控政策是針
對整個經濟結構的，老百姓或許
無法切身體會到這些政策所帶來
的「利是」。
他表示，要真正從找到老百姓

的「痛點」問題並有針對性地進
行解決，真正讓老百姓有獲得
感，提升老百姓的快樂指數。
從事文化藝術創作的河南省政

協委員沈釗昌則表示，藝術扶貧
亦不失為一種有效形式，可以助
力當地的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經
濟發展優勢。

港
澳
台
企
齊
扶
貧

研
治
「
痛
點
」助
百
姓

陳聰聰祖籍福建晉江，移居香
港多年，鄉音不改，鄉情不變。
她的母校是福州大學，居港後，
她最早參與的公職便是出任福州
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更在任內
購入了永久會所，成為香港校友
之家，隨着會務不斷推展，更成
為了愛國愛港重要力量。
陳聰聰開心地說：「在我手上，我

一共購買了3個會所，除了校友會
外，我也為香港福建同鄉會將軍澳分
會、香港福建婦女協會買了永久會
所。」
現為香港福建同鄉會會長的陳聰聰

在訪問中表示，將軍澳居住着逾10
萬名福建人，福建同鄉會於2005年
成立將軍澳分會，發展至今已成為同
鄉會在新界東的一支強大主力軍。

「去年，我們耗資了600多萬元為將
軍澳分會購買了會所，希望分會日後
繼續在香港重要社會事務中積極配合
同鄉會工作，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
力量。」
陳聰聰擔任兩屆福建同鄉會會長，

作為會長，她承傳同鄉會的愛國愛港
愛鄉的熱情，在她帶領下，福建同鄉
會每年舉辦一次千人齋宴大型活動，
以千人齋宴為平台，廣泛團結居港閩
籍鄉親，傳遞正能量。

籌資830萬北角購新會所
2014年，香港發生長達79日的違法
「佔中」，有見及此，陳聰聰與蔡黃玲
玲牽頭創辦了香港福建婦女協會。她
說，「我們與眾閩籍姊妹發起成立婦
協，目的是希望發揮好母親的角色，做

好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工作。」
2016年底，大家籌資830萬元在北

角購置800多呎新會所，以此為平台
團結更多閩籍婦女，進一步拓展會
務。陳聰聰指，「有了會所，就像有
了一個家，除了可以加強會員之間的

聯繫和交流，同時也可以使會務一直
延續下去。」
去年，陳聰聰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

荊星章，以表彰她一直致力服務香港
福建社群。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籌資買會所「有了一個家」

陳聰聰的丈夫是已故著名
「華僑小英雄」余亞周，陳
聰聰過往鮮少公開談論丈
夫，當日訪問中，她首談自
己與丈夫的感情。她說，自
己與丈夫相識於福建福州大
學，當年余亞周主修化工

系，她修讀電機系自動化專業。
「因為我們都是學生幹部，所以
認識了對方。大學畢業後，我們
結婚組織了家庭，他是老實、顧
家的人，我們結婚多年，他從未
與我吵過架，他很懂得關心、體
諒、包容我。」

余亞周是上世紀「41名華僑小
英雄」的代表人物。上世紀60年
代中期，僅十幾歲的41名華僑青
少年學生面對海外反華排華逆
流，進行了英勇不屈的堅決鬥
爭，維護了海外僑胞的正當權
益，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被
譽為「41名華僑小英雄」。

勉好好學習 為國努力
陳聰聰憶指，1966年，「41名

華僑小英雄」回國後，受到了周
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
切接見和高度讚揚。「余亞周很

難忘這次經歷，他說：『周總理
摸着他的頭，鼓勵他好好學習，
為國家努力。』他聽了後心情非
常激動，開心不已，結果一整天
也吃不下飯。」
1972年，陳聰聰與余亞周結

婚，婚後育有一名兒子，兒子現
為香港公務員。丈夫逝世多年，
卻一直活在她心中。
2004年，為紀念丈夫逝世10周
年，她捐款贊助「余亞周紀念杯」
中日女排對抗賽；又在丈夫逝世15
周年，捐資興辦小學並命名為「亞
周小學」，以及出版了《余亞周先
生逝世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深情
緬懷丈夫的事跡。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先夫「華僑小英雄」維護僑胞權益

■基金會表彰了共計基金會表彰了共計11,,553553名優秀學生和優秀教師名優秀學生和優秀教師。。 ■李賢義表彰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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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聰聰與蔡黃玲玲等籌資為香
港福建婦女協會購入會所。

■香港福建
婦女協會深
入基層登記
選民。

■陳聰聰與丈夫余亞周、兒子的合照。余亞周是上
世紀「41名華僑小英雄」的代表人物。

■陳聰聰(右)獲林鄭月娥頒授銅
紫荊星章。

■全國政協委員陳聰聰分享政協委員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