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家園助300童增值追夢
友師分享行業心得 陪伴指導成長 學員：為入行打下基礎

香港新聞A8

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責任編輯：常 樂

追夢中國人

2019年春運期間，全國旅客發送量29.8億人次，
平均每人出行2次還多。人們不是身在遠方，就是
在奔向遠方的路上。我本人亦是其中一員，每年都
要歷經大約三千公里的行程，才能回到生我養我的
黑土地，如同一隻鴻雁，南來北往。大年三十，中
央電視台按慣例都會直播《一年又一年》，背景音
樂響起，我總會鼻子發酸，千百種思緒湧上心頭。
一年又一年，春去春又來，我們奔波忙碌，為的是
什麼呢？這也許要到離開家的那一刻才能找到答
案。

我想在外打拚的人們或許有同感，我們的行囊中
雖然裝載着遠方親人的思念、旅途奔波的辛苦和背
井離鄉的孤獨，然而更多的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對改善人生境遇的期盼、對「萬一實現了」的夢想
的追求，正是這種期許和追夢激勵着我們，在每一
個春天來臨的時候，又義無反顧地踏上新的征途。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我們中國人難捨桑
梓，但在歷史上卻曾多次發生大規模人口遷徙。回
望上下五千年，許許多多安土重遷的中國人，或是

迫於生計，或為躲避戰亂，不得已踏上了
遷徙之路。單純觀察個

體，我們看到的只是無數的悲歡離合，但是觀照整
體，我們也許能夠發掘歷史的脈絡、興衰的伏筆。
「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恥」，由
於外族入侵，中原士族三次大規模衣冠南渡，中國
的經濟中心逐漸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華夏
文明的疆域不斷擴大，社會結構不斷被打破和重
建，支撐着中華帝國的歷史綿延千年。近代以來，
山東人、河北人「闖關東」，山西人、陝西人「走
西口」，福建人、廣東人「下南洋」，不向命運低
頭的人們從內地遷至邊疆、從大陸前往海外，邊疆
地區經濟活動空前活躍，華人社會的版圖也逐漸向
東南亞地區擴張。與遷徙相伴的，不僅有歷史的蒼
涼，更有疆域的拓展、文明的傳播、經濟的繁榮和
社會的演進。回眸歷史上最為鼎盛的漢唐兩代，無
不是政權開放包容、人口自由流動、文明交融互鑒
的時代，反觀晚清的「閉關鎖國」以及由此引發的
中國近代以來「落後挨打」，難免讓人不勝唏噓。

我現在工作居住的香港，就是一座因遷徙而興的
移民城市。1945年，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
結束時，香港人口大約只有60萬，到1950年人口
迅速增加到200多萬，到1980年更是增加到500萬
以上，新增人口絕大部分來自內地，為香港輸入了
大量人才和勞動力，進而為香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
業創造了條件，推動香港從單純的轉口貿易港走上
了工業化道路，並成功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
1978年，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為香港提供了更加廣

闊的發展空間，許多曾經的「逃港者」帶着資金和
技術回到內地投資興業。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累計
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
來自香港，香港為內地40年的經濟騰飛注入了源源
不斷的動力。

內地與香港之間有着斬不斷的經濟關係，更有着
拆不散的血脈情緣。包玉剛先生、董浩雲先生生長
於浙江寧波，移居香港後分別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
帝國。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的饒宗頤先生，
生長於廣東潮州，自幼受國學浸潤，居港後得以
「利用香港的機會，與世界各地溝通」，終成一代
國學泰斗。霍英東先生生長於香港水上人家，在新
中國成立後幫助內地打破英美經濟封鎖，改革開放
後又率先回到內地發展旅遊事業，在廣州投資興建
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為內地經
濟建設傾注大量心血，成為第一位躋身國家領導人
行列的香港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員往來發展了
內地，也成就了香港，交融互濟孕育了兩地繁榮，
交融互鑒催生着共同進步。

近年來，許多內地學子來港讀書，畢業後成為
「港漂」，還有許多內地優秀人才通過特區政府人
才引進計劃來港就業，他們在這裡打拚奮鬥、施展
才華，也在這裡落地生根、散葉開花。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建設如火如荼，必將成為有志之士創新創
業創造的熱土，隨着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越來

越多的港澳同胞在灣區更廣闊的空間中學習工作生
活、實現人生價值。

流動的中國人，不變的中國心。雖然內地與香港
的社會政治制度有差異，但我們的夢想是相通的，
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
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這是內地同胞與香
港同胞同心共築的中國夢。「和羹之美，在於合
異。」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
融通歷史，人口流動仍在繼續，勇於追夢的中國人
將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中，書寫新
的傳奇。

行財部 于洋

■港青大灣區追夢。 新華社

新家園協會於2017年獲勞工及
福利事務局委託營辦第六批

兒童發展基金項目，分別於深水埗
區、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大埔及北
區推行計劃。項目透過友師指導、
儲蓄計劃及實踐個人發展計劃，協
助新來港、少數族裔及低收入家庭
的學童訂立發展目標，自我增值，
為將來發展作好準備。
兒童發展基金頒獎典禮昨日舉
行，多人分別獲頒發傑出學員獎、
傑出家長獎及傑出友師獎等。大會
並安排得獎者分享參與計劃的經歷
及感受，參與者都表示能結識到業
內有經驗的友師，為將來入行打下
基礎，還能透過項目學習自己感興
趣的課餘愛好，當中獲益良多。

月儲兩百 建理財觀
此外，學員還需要在計劃推行的

前兩年，每月儲蓄200元，以養成
合理運用零用錢的理財習慣。兩年
後學員還可獲得分別由政府及社會
資助的各4,800元，加上儲蓄款合
共14,400元，用於實踐計劃，追求
夢想。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出席

活動並致辭。徐英偉表示，項目的
順利推行離不開眾多義務服務的友
師，他們的指導「實實在在影響了
小朋友的生命」。他指出，兒童發
展基金項目從最初創立，到現在已
經是第六批計劃，總計逾1.8萬名
基層兒童受惠。許多前學員已經進
入了不同行業，有些人成為醫生、
律師之後又再返來，繼續做友師，
回饋社會。
徐英偉並指，項目並非僅影響參

與者一人，對其家庭的兄弟姊妹亦
有正面作用。他呼籲更多人自願加

入友師行列，讓青少年明白儲錢、
讀書和就業的重要性。「年輕人最
重要的是敢有夢想、敢去追夢。」

助青年找配對 殯葬業都得
新家園協會副會長劉晉嵩指出，

此前政府公佈數字顯示，本港青年
貧窮率高達9.3%，可見香港的扶貧
工作仍然艱巨。新家園協會作為兒
童發展基金項目的營辦機構，在推
行計劃時亦特別強調了讓青年學習
正確的理財觀念。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及青少年發展

企業聯盟主席陳龔偉瑩致辭時表
示，作為項目的支持基金之一，兒
童發展配對基金的主要責任是幫助
青少年找到最適合行業的配對友
師，並與政府的兒童發展基金一同
成長。她提到，曾有學員對殯葬行
業感興趣，最終都獲得編配。

17歲的彭秀芳來自基層家
庭，參與兒童發展基金項目
三年來，她有了很大的變
化，「我從沒有目標夢想到
找到了未來的方向。」她希

望將來能夠從事餐飲管理方面的工作。
彭秀芳說，項目提供的不同工作體驗計
劃和講座，讓她找到了興趣所在，為進入
餐飲業，她還累積了做侍應生的經驗。她
指出，做侍應生並不如想像般那麼簡單，

與客人的溝通十分重要，有時遇到突發情
況要提早關店，還需要做取消預訂等緊急
應對措施，這讓她對行業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獲資助學古箏 苦練三載
除了尋找事業目標外，彭秀芳一直都很

想學古箏，但由於樂器和課堂費用昂貴，
家中未能負擔。兒童發展基金項目亦令她
有機會接觸古箏，至今已學習三年。

14歲的傑出學員黃靖童與彭秀芳家庭情
況類似，參與計劃主要讓她對金錢有了規
劃意識。她說，自己每周約有100元零用
錢，此前一般都是直接用掉，用來買衫或
文具等消費品。透過計劃儲錢後，她認識
到累積足夠多的錢，就可以用於對自己更
有幫助的事情。這次項目所得的14,400
元，她計劃要全部用於補習，幫助自己通
過即將到來的中三選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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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夢女孩：基金幫我找到未來方向

王譽森和蕭貫銘是一對獲得傑出學員
和傑出友師獎的師徒。蕭老師是資深保險
從業員者，已有17年經驗，王同學亦對
保險業有濃厚興趣。配對成功後，王譽森
學習了許多保險知識，亦對行業操作有了

基本概念。對蕭貫銘來說，王譽森與自家孩子年紀差不
多，笑言自己彷彿從此「多咗個仔」。
除了傳授專業方面的知識，蕭貫銘對於王同學的生活

煩惱亦會關心傾聽，兩人除了每月固定的見面指導，私
下還會互傳訊息及相約食飯。他說，作為友師，不只是
付出，還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透過和王同學的交
流，他更了解青少年的心態，對教育自己的子女也更有
信心和經驗。

讚「徒弟」年紀小卻有大目標
讓蕭貫銘最感到驚訝的是，王同學不但希望將來能成

為一名保險業
精英，還立志
要做一名優秀
的 立 法 會 議
員。他讚歎於
對方小小年紀
就有這份遠大
卻又務實的目
標，很榮幸能
夠認識這位有
志青年。
對於現時香港年輕人出現的一些偏差行為，蕭貫銘認

為主要是他們的人生缺乏目標和規劃，進而迷失方向。
他建議，人應該從少年時代就養成儲蓄和理財的習慣，
這樣才能為將來實現目標留有足夠的儲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傳授保險知識 友師：好似多咗個仔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少年階段對於個人成長至關

重要，亦是訂立長遠目標乃至未來職業志向的選擇期。許多新

來港、少數族裔及低收入家庭的學童相對較少有機會了解香港

社會的各行各業，政府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旨在幫助這些青少

年在個人發展中獲得足夠支援。 新家園協會昨日舉行兒童發展

基金頒獎典禮暨同樂日，是屆項目於2017年啟動，為期三

年，已服務逾300名有需求的中小學學童。每位學員均按照個

人興趣獲配一位友師，友師負責陪伴及指導學員成長，並分享

行業心得，幫助學員實踐個人發展規劃。

■黃靖童參與計劃
後，不再隨意買
衫，學會儲錢去補
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彭秀芳透過項目
找到未來進入餐飲
業目標，並學習古
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新家園協會舉行兒童發展基金頒獎典禮暨同樂日，是屆項目於2017年啟動，為期三年，已服務逾300名有需求的中小學學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徐英偉與一眾得獎者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對蕭貫銘（右）來說，王譽森
（左）好像自己兒子一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下次攪珠日期：12月24日(星期二)

12月22日(第19/14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832,790 （3注中）

三獎：$89,420 （74.5注中）

多寶：$22,86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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