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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4 委員訪談

■江蘇省政協委員、蘇州九龍醫
院董事長孫曦

江蘇省政協委員、蘇

州九龍醫院董事長孫

曦，日前接受了香港文

匯報人民政協組專訪。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孫

曦堅守蘇州，協調防疫

物資及醫護工作。生於

香港、求學加拿大的

他，始終未忘自己的中

國心。對於內地、香港

如何相互借鑒醫療經

驗，他胸中千言；對於

如何幫助港澳青年人心

回歸，他亦有自身獨到

見解。

陳幼南在領導國際潮團總會的同時，
亦擔任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譽

主席兼監事會成員、香港潮州商會永遠榮
譽會長，為團結鄉親、敦睦鄉誼親力親
為、出錢出力。他與父親陳偉南服務香港
數十載，凝聚潮汕力量有目共睹，是拓展
家鄉會務的先行者。陳幼南表示：「早前
習主席專程前往潮州、汕頭調研，這無疑
是對潮汕的肯定，潮汕僑胞一定會繼續發
揚團結精神，承傳優良的愛國愛鄉傳統，
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全球潮籍人士約6000
萬人，致力將這麼大的一股力量團結起
來，是我從事社會事務的初心和宗旨。」

從四方面擴大潮人影響力
國際潮團總會直屬單位有國際潮學研究

會、國際潮商經濟合作組織及國際潮籍博
士聯合會、國際潮青聯合會等。陳幼南介
紹指，四大板塊的核心工作涵蓋文化、商
務、學術研究及青年等多個範疇。當中，
國際潮團總會透過舉辦論壇及交流會等方
式，期望帶領潮青開拓新方向，合作打造
和創建和平共贏的未來。
提到習主席此次訪問潮汕，稱讚潮汕文

化、飲食以及僑胞的愛國愛鄉精神，陳幼
南表示，國際潮學研究會正是以推動潮汕
文化為己任，對於凝聚下一代發揮着重要
作用，曾任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的他，
介紹了該會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包括潮
州節、盂蘭文化節、潮劇講座、潮州菜比
賽、敬老盆菜宴等。他表示，潮汕人注重
精神上的凝聚，很多鄉親都積極主動加入
這些活動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回想
2012年香港潮州商會成立90周年，陳幼
南榮膺當屆會長，特別舉辦了「潮州
節」，連續三天以潮劇、講座、攝影比
賽、美食博覽和工藝展覽等一系列活動，
推廣潮汕文化。他又以盂蘭文化節為例，
指出其背後有很多內涵，包括表達孝順和
博愛等，再配合比賽、科技、話劇等方式
來體現，引起不少青年人的興趣。為了吸
納新血，他亦推動舉辦「潮拚天下」活
動，頒發獎項予對社會有傑出貢獻的潮籍
青年。
陳幼南表示：「總說潮州人擅長做生

意，如何建立一個平台創造更多交流合作
的機會，達到集思廣益、共謀發展呢？國
際潮商經濟合作組織因此應運而生。」

眾所周知，在東盟地
區有不少具有經濟實力
的潮商，回顧過去，東
盟成為中國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成果顯著
的地區。陳幼南認為在
東盟發展的潮商面對眾
多機遇，也可以貢獻自
己力量參與，讓東盟與
「一帶一路」共同發
展、共享繁榮。
陳幼南2013年創立

了國際潮籍博士聯合
會，匯聚全球頂尖的潮
籍學者：「我們在全世
界招募博士進行學術交
流，希望通過這個智庫
組織有助開發內地城市
成為智能城市。博士聯合會成員來自各個
研究領域，例如研究新冠肺炎、神舟五號
及六號的副總設計師、從事印度宗教研究
的學者等，這體現到潮人不僅能夠在企業
中發揮力量，更能夠在學術研究方面大有
作為。」

提到教育，
他一直有一個
願景—辦「潮
汕大學」。他
說：「粵東地
區近 2000 萬
人口，只有一
間汕頭大學，
是遠遠不夠
的，我們希望
辦一間以科研
為主的高端大
學。」陳幼南

為此大計，經常奔走各地，走訪多家大
學，聽取專家學者意見，期望在各方資源
的配合和努力下，共同實現這個理想，為
潮汕的教育工作加磚添瓦。

冀青年親身了解國家科技發展
習主席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
大會提到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
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
業、生活。陳幼南表示，國際潮團總會正
正是一直在做相關的工作。他提到，香港
年輕人要走進內地，親身了解國家。「我
認為要帶他們回去，認識新中國和中國的
高新科技，我相信他們看到現時國家的科
技發展，一定會相當震撼。國家的變化是
一日千里的，當中會有挫折、會有艱難的
時刻，但現在我們所見國家的確取得了令
人驕傲的成績，這是事實，是不容置疑
的。」

■廣東省政協委員、國際潮團總
會執行主席陳幼南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南

下廣東視察，並參加深圳

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

祝大會。習主席首站選擇

潮汕，行程當中盛讚和認

同潮汕文化，廣東省政協

委員、國際潮團總會執行

主席陳幼南對此感到自豪

和溫暖。長期致力於團結

潮籍鄉親工作的他，現透

過國際潮團這個聯繫全球

近六千萬潮籍鄉親的大平

台，推動潮商、潮博、潮

青和潮學四大板塊的發

展，為東西方文化交流融

合及經濟交流架起了一道

金橋。

發揚潮汕僑胞團結精神
四大板塊開拓共享機遇

陳
幼
南
：

：國家發展經濟騰飛青年回流人心回歸
孫

曦
疫情之下堅守前線

由孫曦父親孫福林所創辦的蘇州九
龍醫院，是 2003 年前後醫療體制

改革、引進外資的產物。其首期投資規
模即達 6.5 億，二期再度投入十數億，
迄今，已成為江蘇省首間、全國第四間
民營綜合性三甲醫院。
今年二月，新冠疫情爆發，九龍醫院

擔負重任。當時蘇州全市僅有兩輛負壓
救護車，其中一輛便屬九龍醫院急救
站，這輛救護車便需擔負起轉運全市確
診病患或疑似患者的轉運任務。另外，
由於地處蘇州工業園區，外來人口多，
蘇州市第一例確診便在九龍醫院發現。
孫曦表示，當時，由於援助湖北，口
罩、防疫服都短缺，面臨不小挑戰。但
內地的管制措施極為高效，病患在九龍
醫院篩查後隨即便由蘇州市政府統一收
治管理，因而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特殊時刻、特殊措施，身為在內地的

香港人，他認為這些非常時期的舉措值
得香港政府及衞生系統借鑒。同時他亦
覺得香港的「分級診療」及「多點執

業」可以引入內地，幫助
醫生體現真正價值。

走南闖北認識中國
九龍醫院所處的蘇州工

業園區，由中國和新加坡
政府共同開發，時至今
日，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
開發區。但二十年前孫福
林初來此考察時，尚一片
荒蕪。二十年舊貌新顏。
對此，孫曦亦深有感觸。
2007 年，孫曦結束學

業，回到內地協助父親。
當時他二十出頭，就如香
港大部分的年輕人一樣，
對內地的經濟、政治和文
化缺乏認知，且由於多年
求學海外，他甚而戲稱自己是個「香
蕉人」：外面黃、裏面白。13 年間，
他奔赴全國各地，參加了許多研討
會、學習班，既到過廣州深圳這樣的
發達地區，也去過井岡山、延安這樣
的老區，還到過一些經濟落後的地

方，例如在甘肅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
撒拉族自治縣，便捐助過衞生院。
這十三年的經歷，幫助孫曦重建了對於

整個中國的認知和理解。他親眼見證着中
國城市的發展、法治的完善、經濟的騰
飛。於他，這不是幾句空洞的話，而是切
身的經歷。作為一個親歷祖國發展、進步
的港澳青年，他對籌辦活動，讓更多港澳
青年赴內地參訪格外上心。由各類團體所
組織的學生團，或考察、或學習、或實
習，他都熱心安排，並熱衷與青年學生交
流、對話。
作為江蘇省政協委員，主動履職參政議

政，特別是在做好蘇港合作交流方面，積
極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孫曦期望能夠見到
更多的青年交流形式，很多他也寫進了提
案裏。例如，能否以運動作為招徠？譬
如，讓港澳青年到內地，和姚明打一場籃
球，或是和丁俊暉打一場桌球，是否能增
強活動的吸引力？以此作為由頭，吸引他
們到內地，在活動之餘參訪內地的發展變
化，做到人心回歸。

厚德濟世看好未來
孫曦的祖籍在蘇州，能說一口流暢的

蘇州話。多年在外，如今葉落歸根。現
在他事業的重心在蘇州，在醫療事業
上，除了繼續運營、擴展九龍醫院，還
有分別針對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專科醫院
各一間，尚在建設當中。
他非常看好蘇州、江蘇、中國的發
展。別的不提，僅蘇州的 GDP 就極為
亮眼，即將突破兩萬億人民幣。即使因
為外向型經濟上半年的數據受到較大影
響，但下半年，很多數據業已恢復。他
時常在思考怎樣提升民營醫院的競爭
力，怎樣與公立醫院形成良性競爭，從
而讓內地醫療體系更好更快發展，最終
讓老百姓獲益。
孫曦始終堅持厚德濟世的理念，主動

承擔社會責任，多年來，九龍醫院累計
已為困難患者減免醫療費 4000 多萬元。
身為 80 後的他依舊年輕，他相信，更好
的未來還在路上。

■江蘇省衛
健委領導調
研指導蘇州
九龍醫院抗
疫工作

■陳幼南代表國際潮團總會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簽署合作
協議

■陳幼南（前排左7）出席在香港舉行的第十屆國際潮青聯誼
年會，與各地潮青歡聚一堂。

■陳幼南（前排左9）、郭明忠（前排左10）與出席第四屆國際潮籍博士論壇的潮籍精英
合照。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蘇州九龍醫院醫務人員奮戰在抗疫一
線。

■孫曦堅守蘇州，協調防疫物資及醫護工作，期間向吳江福
利院捐贈價值3萬元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