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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四獎章獲得者王柏榮談掛職西部農村一年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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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榮聯絡港澳社團捐贈王柏榮聯絡港澳社團捐贈，，扶貧對口村小學扶貧對口村小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專青會成立後專青會成立後，，王柏榮還組織了多場慈善公益活動王柏榮還組織了多場慈善公益活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王柏榮扶貧時要經常走王柏榮扶貧時要經常走
訪農戶訪農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 今年五四青年節對港青王

柏榮而言意義非凡，這一天他獲

得「北京青年五四獎章」，成為第一位在內地獲得這一殊榮的香港青

年。讀研就業、組織京港青年交流活動、掛職西部地區、請纓深入扶

貧一線、帶領港生搞慈善做公益、積極參加國家每一場重要活動……

王柏榮內地六年經歷精彩紛呈，如魚得水，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更

廣闊空間，收穫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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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職並非走過場 勇擔當做實事

組建專青會 京港搭橋人

忙人柏榮：累並快樂着

■■扶貧走訪農戶時忙着工作扶貧走訪農戶時忙着工作，，王柏榮沒有王柏榮沒有
留下太多的照片留下太多的照片，，這是他忙裡偷閒留下的這是他忙裡偷閒留下的
僅有的幾張自拍照之一僅有的幾張自拍照之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2014年王柏榮從香港大學畢業，原本可
以在香港做一名老師，有一份體面且穩
定的工作。但是王柏榮還是選擇北上，
到內地發展，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讓自己萌生這個想法的是一本書──《世
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書中說
2008年之前，非洲大陸超過90％的手機
是直接或間接從香港重慶大廈賣出去
的，2012年之後，重慶大廈開始沒落，
很多外國人進貨買貨，不再需要經過香
港，而是直接走進內地。「外國人都可
以進入內地尋找機會，我作為一個中國
人，是不是在內地也有一個能發揮的舞
台呢？」王柏榮說。
機緣巧合，王柏榮2014年來到北京，

這一呆就是六年，並且真的找到了能讓
他充分發揮的廣闊舞台。「最早選擇北
京，是因為我本人對非洲很感興趣，正
好有個與非洲有關又在內地的工作機會
在北京。北京又是國家的首都，很有吸
引力。到北京後我發現北京格局很大，
最重要的是包容性極強，在這裡你可以
與各個階層的人交往，既有富豪名流，
又有普通民眾甚至是最貧困的那個群
體，無論職業，不論身份，每個人都可
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到北京不久，王柏榮認識了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彼時，
協會正在籌劃如何展開香港青年教育工
作，剛剛大學畢業又有滿腔熱忱且看到
內地發展機遇的王柏榮是推動這項工作
最佳人選。組建香港專業人士（北京）
協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專青會），搭建
京港兩地青年交流平台，王柏榮也就此
找到了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做京港兩地
青年的搭橋人。「我們成立專青會的想
法很簡單，就是向更多香港青年介紹內
地，介紹國家發展機遇，讓他們獲得更
多發展。當然也包括向內地介紹香港，
介紹香港青年。」
專青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路走

來並不是很容易。「最早的時候我們沒
有資源，沒有資金，很多都是靠會長和
一些在內地發展很多年的香港各界人士
一點點去爭取來的。」王柏榮說，如今
專青會已經形成一定影響力，與各政府
部門和高校構建了良好的合作機制，也
成為在內地發展港青很看重的平台。
「或許我們現在影響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但是這一部分人還會影響他們可以
影響的一部分人，慢慢地，就會越來越
多。通過對國家的更多更深了解，相信
會減少一些人對國家的誤解，也相信香
港青年也會獲得更多更好發展，香港的
未來也會由此越來越好。」

六年間，王柏榮說令他最驕傲的是在
廣西掛職期間到最基層的農村扶貧

一線。他說，雖然條件艱苦，收入微薄，
但是這種機會或許是很多人一生都不能擁
有的。一年掛職經歷讓他更加全面地認識
了自己的祖國，了解到國家政策如何逐層
落實，體會到國家是如何以民為本，實實
在在地幫助每一個普通民眾。

看到國家不忘記每一個國民
2018年，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讀
研的王柏榮通過北大推薦和相關部門協
調，到廣西防城港統戰部掛職鍛煉。「當
時很多人問我，你去掛職是有很高的收
入，還是為了以後有更好的待遇？其實都
不是，我去掛職每個月只有一千元左右的
補貼。很多人很奇怪，一個香港的北大碩
士，為什麼肯去西部貧困的農村一呆就是
一年。對我而言，這恰恰是最難得的寶貴
機會，我可能不缺一份年薪五六十萬的工
作機會，但是對於在香港長大，在北京工
作，一直呆在繁華都市的香港青年而言，
到祖國的農村去工作，這樣的機會是很少
的。」
掛職期間，王柏榮主動請纓，申請到最

基層的農村扶貧。 2019年4月他來到對口
幫扶貧困村——那農村參加扶貧工作。他
在當地的居住環境極為簡陋，「雖然生活
條件一般，但是風景很美啊。」
在王柏榮看來，正是到扶貧一線，自己

才認識到國家的偉大，看到國家在努力提
升GDP的同時不忘記每一個國民，感受
到國家的財富屬於民眾，不只是屬於少數
有權有錢的階層。「只有真正參與其中，
我才知道國家是實實在在地在推動扶貧攻
堅計劃，要讓每一個國人都能分享到發展
紅利。」

熟悉內地政府部門運作規律
王柏榮說，這段經歷也讓他了解到國家

在制定和推行一個政策時，是如何考慮和
運作的。他說，很多香港青年不了解中央
的政策是如何制定落實的，也不了解國家
的運作模式和方式，對中央產生了很多誤
解。「其實，都是不夠了解造成的，這樣
的誤會是可以減少和消除的。」
王柏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掛職對自己

繼續做好香港與內地青年交流工作也是有益
的，熟悉政府部門的運作規律和體制內語
言，可以讓自己幫助香港青年在內地更快找

到發展機會。而他也將自己的搭橋範圍從京
港兩地擴展到京港桂三地青年，在掛職期間
還組織香港青年團到防城港參觀交流。
走訪貧困戶是王柏榮在扶貧初期做的主

要工作，他認真分析了當地貧窮的原因，
並且鼓勵當地孩子一定要多讀書，拓寬自
己的視野。「在農村期間我發現當地很多民
眾的貧窮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們多是老弱家
庭，或者是因病致貧，或者是家中壯勞力遭
遇意外造成。國家針對這樣的民眾，在教育
和醫療方面都給與了福利和基本保障。對於
一些有能力的家庭，則給其產業上的幫助和
支持。我也很高興在我離開前，我所在的村
已經全面完成脫貧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敢於吃苦耐勞，勇於擔當」是當地政府
部門在王柏榮的掛職鑒定上做出的評價。
與王柏榮相熟的人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這一年，王柏榮並沒有把掛職當鍍金
和走過場，而是切切實實做好一名扶貧幹
部的本職工作，也充分展示了一個刻苦耐
勞、自強不息的香港新青年形象。
王柏榮是在當地政府掛職的第一位香港
青年，因為這個身份，備受關注。「一方
面是北大研究生，一方面是香港身份，我
在掛職期間很受關照，當地領導和各個部
門的工作人員都對我照顧有加，非常熱
情，我在當地也結交了很多好朋友。」

聯絡社團捐贈教育設施
王柏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正因為
此，他也時刻提醒自己不能給香港青年和

北大學子身份抹黑，嚴謹行事，積極作
為。在了解到自己扶貧的村小學教育設施
缺口較大情況後，王柏榮積極聯絡在京港
澳社團給當地捐贈電腦、學習和體育用
品。「學習對當地的孩子很重要，能幫一
點是一點，我還記得電腦到村裡的時候，
老師和孩子們都很開心，我也很高興。」
當地政府在王柏榮的掛職鑒定書記錄了

他掛職期間的主要成績，他理論聯繫實際
撰寫了《建立黨委政府與商會企業溝通協
商制度問題研究－以廣西防城港市為
例》調研文章，榮獲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頒
發的2018年度全區統戰理論政策研究創新
成果獎。組織開展的2018年全市非公有制
企業座談會、「萬企幫萬村」行動、非公
有制經濟人士培訓平台都取得了良好效
果，為防城港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作出了
突出貢獻。

王柏榮被人讚為有着家國情懷的香港青
年，但在採訪過程中，他卻提到，掛職期
間最讓自己感動的是認識了許多在當地任
職的內地青年幹部，很多都是名校畢業，
還有清華北大的碩士博士，他們放棄了大
城市的高薪工作安逸生活，每個月拿着幾
千塊微薄收入，心甘情願扎根祖國最需要
人才的地方，腳踏實地地為國家發展工作
奉獻。「他們才是國家的優秀青年，是我
們應該學習的榜樣，從他們身上我才學到
什麼是真正的家國情懷，什麼是愛國奉
獻，也明白了正是有這些優秀青年，我們
的國家才會發展如此之快。」
王柏榮說，國家現在發展飛速，所需要

的香港青年已經不再只是當年帶着資本和
資金的那一代，而是擁有國際視野、熟悉
內地發展、具備知識能力、又熱愛祖國的
香港新青年。

在北京的柏榮每天都很
忙。忙本職工作，忙着與

在內地的香港學生交流溝通，忙着策劃
各種交流活動，忙着聯絡各種部門和企
業了解政策福利和機遇……1989年出生
的王柏榮身上具有多重身份，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
委、北京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北京市
海淀區歸國華僑聯合會海外委員、北京
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學生事務項目主
管……這些，都讓柏榮很忙。但是他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累並快樂着。」

重要活動都有他的身影
在國家舉行的一些重要活動上，都能看

到王柏榮的身影，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祝
大會群眾遊行，他出現在「一國兩制」
方陣；香港回歸20周年，他帶領300名京港
學子在天安門廣場高歌《歌唱祖國》。當國
家有難時，作為香港青年代表，他更是沒有
缺席，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不眠不休地多
方籌措防疫物資，捐贈一線。他說，這是每
一個中國青年都應該做的。

王柏榮很優秀也很低調，採訪過程中他
並沒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過自己的善

舉。但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搜集資料時，無
意中發現他還經常出現在慈善活動中，多
次組織和代表香港青年赴內地貧困地區進
行捐贈與慰問，疫情期間，還將自己僅剩
不多的口罩捐贈給西部地區。

會幫助更多港青融入內地
在內地的香港學生喜歡王柏榮，他們

到內地的第一場香港新生聯誼，大多都
是王柏榮策劃和組織的，王柏榮是他們
在內地最早認識的「貼心大哥」，遇到
任何問題都可以找他。在內地發展多年
的老港人也喜歡王柏榮，有活力，有擔
當，還很勤奮，能迅速融入國家發展潮
流，他們讚他是有情有義、踏實能幹的
「好幫手」，是港人在京組織的「頂樑
柱」。內地很多政府部門和機構的工作
人員也喜歡王柏榮，他們說他熱情友
善，積極向上，是愛國愛港香港青年的
表率和典型。

王柏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內地
發展很開心，不會離開，他還會幫助更
多願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青年融入內地
生活，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