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王柏榮獲獎，我們這些昔日的
『同事』們並不感到意外，以他

的性格和做事能力，這個獎拿得實至名
歸。」楊星一頭清爽的短髮，圓圓的臉蛋
配上熱情的笑容，有種天然的親近感。回
憶起和王柏榮一起工作的日子，楊星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由於兩人年齡相仿，又
在同一個辦公室，不多久兩人就從同事變
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王柏榮）
剛來防城港的時候，很多東西不熟悉，整
天一口一個『楊姐』的問這問那，有工作
上的事，也有生活中的事，交流多了我們
就熟絡起來了。」
在楊星看來，王柏榮是個行動力特別

強的人，一旦下定決心做的事，絕不會
中途放棄。「當時去貧困村參加扶貧工
作，並不是柏榮一時興起，早在他來廣
西前就想去基層鍛煉了，來了之後也跟
我提了很多次。最後到那農村對口扶
貧，是他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機會。」

同事：他比我們任何人都更有毅力
楊星還透露，剛剛下鄉那段時間，王柏
榮也受了不少苦。他從小就有過敏性濕
疹，到那農村時正值梅雨季節，氣候潮濕
悶熱，加上基層條件簡陋沒有空調，王
柏榮的濕疹便復發了。「過敏性濕疹一
旦發作就瘙癢難耐，當時我勸他實在不
行就回去吧，他卻跟沒事似的堅持在
基層一線。」楊星說，這件事給自
己的印象特別深刻，所以得到王柏
榮獲獎的消息時毫不意外，他是實
至名歸。「其實他（王柏榮）一開
始去基層，很多人認定他吃不了

苦，可能三天兩頭就要回市裏，沒想到他比
我們任何人都更有毅力。」楊星感歎道。
基層的扶貧工作並不輕鬆，除了走訪

貧困戶建檔立卡，還要到村民家裏檢查
電線盒安裝是否規範、實地核查危房改
造申請等。所以除了要克服身體上的不
適，王柏榮還苦惱自己無法融入當地村
民。楊星說王柏榮曾向她求助，「不少
村民覺得他是從大城市來的，很多生活
中遇到的問題，都先入為主地認為他不
會理解，所以覺得村民不容易和他交
心，他也很難融入其中。」
楊星一邊建議王柏榮多與駐紮當地的

第一書記陳作棠溝通，一邊自己也和陳
作棠打好招呼，多帶着王柏榮走訪，認
識當地的村民。兩個月下來，王柏榮和
陳作棠同吃同住同工作，遍訪了全村的
貧困戶，了解掌握貧困戶的真實想法和
意願，並與駐村工作人員一起為貧困戶
制定幫扶措施。

村民：感謝幫忙 順利再就業
陳作棠說，王柏榮是一個適應力強、踏
實肯幹、有想法又熱心的年輕人。「我們
本地方言和粵語是一個語系，為了拉近和
村民的距離，王柏榮就用粵語和村民溝
通，了解村民的情況，積極幫助村民。」
在一次走訪中，王柏榮得知那農村青年韋
科再失業在家，便積極給他提供就業信
息，幫他聯繫工作崗位等，最後幫助韋科
再在廣東順利就業。雖說如今韋科再已換
新工作，但是陳作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今年回鄉過年的韋科再仍十分感激王
柏榮當時的幫忙。

五四青年節之際，楊星在王柏榮微

信朋友圈中看到其獲得第34屆北京

青年五四獎章的消息，隨即發了條微

信祝賀王柏榮。楊星是廣西防城港統

戰部非公經濟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是港青王柏榮在防城港掛職期

間到農村扶貧一線的「親密戰友」。王柏榮在這裏的工作歷練，讓大家

對香港青年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廣西十分需要像王柏榮一樣的香

港有為青年，希望能有更多的平台，創造更多的機會，讓港澳台青年都

能來廣西基層學習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回想起初到那農村的王柏
榮，陳作棠憶起一件趣事。
在和王柏榮一起走訪貧困戶

時，看到農戶家裏養的雞，從
小在香港長大的王柏榮竟不知公雞與母雞
的區別，問陳作棠：「這些是公雞還是母
雞啊？」從小在村裏長大的陳作棠忍不住
一邊笑一邊給王柏榮解釋。「我能理解城
裏長大的孩子，我以前念高中，不少城裏
的孩子還把水稻苗子當成了雜草。」

雖然和王柏榮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是
防城港市統戰部非公經濟辦公室主任吳

善威對他的印象卻十分深刻。「小伙子
（王柏榮）十分謙虛，有想法也有行動
力，工作時也會利用自身優勢，注重在
防城港投資的港商，經常走訪港商了解
他們的需求。」吳善威也因此呼籲，希
望有更多港澳台的青年可以到廣西基層
來交流。「作為內地正蓬勃發展的西部
欠發達地區，廣西十分需要像王柏榮一
樣的香港有為青年，希望能有更多的平
台，創造更多的機會，讓港澳台青年都
能來廣西基層學習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在簡陋的村委辦公室見到陳作棠時，他
正忙着給村民辦理業務，辦公室一角的展
示架上，展示着農家土雞、竹筍乾等土特
產禮盒。忙完，陳作棠擦擦額頭上的汗，
不好意思地笑着說：「村裏辦公條件比較
簡陋，沒有空調，夏天忙起來容易熱出一
身汗，王柏榮就是在這裏和我們一起工
作、生活了兩個月。」

在桂傳播港歷史文化
陳作棠家人在防城港市，每到周末他便
會開車回市裏陪陪家人。但在他的記憶
中，王柏榮到村裏之後幾乎連周末都很少
回市裏。「他到基層來並不是走過場，是
真心實意地做事。」陳作棠說，王柏榮在
那農村工作期間受扶隆鎮政府之邀，曾給
扶隆鎮全體幹部職工上了一堂講習課，該
堂課以時間為線索，給當地幹部職工講了
香港近現代歷史和文化，以及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情況，讓當地民眾都對香港有了更
全面的認知和了解。
「我們當時還想給那農村的孩子們也

上一課，但是王柏榮突然有事匆忙赴京
了，行李都沒來得及拿。很遺憾沒能一
起給孩子們講課，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有
時間再回來給孩子們補上這一課？」陳

作棠續說，柏榮還給孩子們捐贈了電
腦，「現在孩子們有了新電腦，雖然通
過網絡也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畢竟互
聯網的信息真假難辨，還需謹慎鑒別，
要是柏榮能再回來給孩子們上一課，這
也不失為一種增進桂港兩地青年溝通交
流的好方式。」
王柏榮離開後，那農村的脫貧工作仍在

有序進行。據陳作棠介紹，原來的貧困山
村如今已經「脫貧摘帽」，迎來了嶄新的
變化。「現在那農村村民都有穩定的收入
來源、有穩固的住房、有基本的醫療保障，
全村的適齡兒童也都接受義務教育，戶戶有
安全的自來飲用水，有電視看，全村所有家
庭人均純收入也超過了國家扶貧標準，村民
的生產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王柏榮住在那農小學宿舍的日子裏，看
到孩子的教學環境簡陋，便利用自身資
源，積極聯繫捐贈了電腦和體育用品。那
農小學校長韋國臣指着其中一台白色主機
的電腦介紹說：「這四台電腦就是當時王
柏榮幫忙聯繫捐贈的電腦，有了電腦，老
師再也不用只用紙質的材料來給學生上課
了，也可以製作一些簡單的多媒體課件，
豐富教學內容。」據介紹，那農小學屬於
鄉村教學點，教學設施一直以來都較為匱
乏，沒有音樂教師、多媒體教師、實驗室
等現代化教室。

冀政府社會施予援手
「王柏榮幫忙聯繫捐贈了四台電腦之

後，上級學校又劃撥了兩台電腦，如今六
台電腦僅能滿足教師日常教學工作，學生
課餘時間有需要也可以來辦公室，用電腦

查詢資料等。」校長韋國
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以前學校只有一
台老式電腦，全校

老師們辦公、學生們學習都靠它，現在有
了新的電腦，老師辦公條件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學生也可以通過網絡了解新鮮的事
物。「不過以目前條件來說，學校還是達
不到開設電腦課的標準，一是設備不足，
二是教師人員不足。」韋國臣坦言，教學
條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鄉村教學點
受各種因素限制，學生們想要獲得和市裏
學校一樣的教學條件，還需要上級單位以
及社會愛心人士的幫忙。
除了電腦，教師辦公室牆上還掛着幾

副羽毛球拍，韋國臣拿下其中一套說，
這些體育器材，也是王柏榮幫忙聯繫捐
贈的。「以前學校操場只有一個籃球
框，和一張乒乓球枱，每到下課時學生
們都要搶着玩，後來王柏榮幫忙聯絡捐
贈了一批羽毛球、跳繩等體育設施，下
課後同學們都特別愛拿去玩。你看，這
羽毛都快掉光了，可見羽毛球有多受歡
迎。」韋國臣一邊走一邊指着介紹，二
樓多了一間多媒體教室，一樓一年級的
新生們換了一批嶄新的課桌椅……

聯繫捐贈 改善教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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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柏榮再回來給孩子們上課」

公雞母雞傻傻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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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農小學的教師宿舍那農小學的教師宿舍，，條件比較條件比較
簡陋簡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第一書記陳作棠展示當地土雞、竹筍乾
等特產禮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攝

■王柏榮在一線扶貧期間，帶領商會、企業參與扶貧捐贈。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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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朗的王柏榮到防城港開朗的王柏榮到防城港
掛職很快就和同事們成為了掛職很快就和同事們成為了
朋友朋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本報5月
5日關於王

柏榮獲北京青年
五四獎章的報

道。

■王柏榮（左一）和駐村第一書記陳作棠
（左二）一起走訪貧困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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