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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山：港青要有創新奮鬥精神 盡力建設國家香港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領導下，新中國

從當年一窮二白發展至今已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民生、科研

等各方面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與新

中國同歲的香港研究資助局（研資

局）主席、公開大學榮休校長黃玉山

可算是陪着國家一路成長，見證了國

家飛躍性的發展。從到內地院校講

學、開辦研究所，到為公大籌備肇慶

分校等，其事業與國家發展緊密相

連。如今他看見內地全面脫貧、成功

控制新冠疫情，慶幸自己曾在不同崗

位服務國家，亦寄語香港年輕人要有

創新、奮鬥的精神與

魄力，共同為建設國

家及香港盡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成功創
造全面脫貧的偉大壯舉，有份推
動扶貧工作的科研人員功不可
沒。曾經多次深入貧困地區的黃
玉山，回想昔日貧農的苦況，依
然難掩心酸。看見國家脫貧、步
入小康社會，他欣慰國家有長足
發展，改善了國民生活，中華民
族正在邁向偉大復興。

用科技改善貧農生活
黃玉山現時為香港學者協會主

席，協會由來自本港各所大學的
知名學者組成。在1992年4月，
協會部分成員在北京與國家科學
技術委員會科技扶貧辦公室負責
人見面，了解「科技扶貧」的內
容，意即透過科技人員隊伍將新
技術、管理方法等引入貧困地
區，改善貧農生活質素。
1992年 9月及翌年9月，學者
協會透過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
會及新華社安排，先後往中國的
大別山地區及陝北地區考察；及
後協會在北京與國家科委科技扶
貧辦公室正式商訂，建立一個獎
勵科技扶貧工作者的計劃，並將
其命名為「振華科技扶貧獎勵基
金」。往後近十年的時間，學者
協會每年都會籌款支持扶貧工
作，黃玉山等學者亦隨協會深入
不同地區考察。
黃玉山以「造血」作比喻，指
科技扶貧是教導貧窮人口必要的
知識及技能，讓他們有更多手段
提升收益，而非一味「輸血」。

他提到當年到江西井岡山探訪一個獨居老
婆婆時更是難掩心酸，「她的家什麼都沒
有，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唯獨房子中
間有一副棺材，她說那是家裏唯一的財
產，以後自己用……」
當年的考察，也有其他難忘的經歷，他

憶述曾下榻一間招待所，「招待所沒有自
來水，只能以搪瓷裝水來洗臉；既然當
地環境這麼困難，為何房間的牆壁會有幅
山水畫呢？我們走近一看，原來那牆發霉
了，遠看像潑墨畫。」
正因為親眼目睹過國家落後的一面，今

時今日能夠見證國家一步步走向富強，黃
玉山言語間流露自豪感：「中華民族在
過去是非常強盛的，但近代一百多年的時
間，國家發展變得困難，農村也自然貧
困；如今我們步入小康社會，這是國家非
常了不起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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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活在這時代
親歷國家走向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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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遭到列強侵略，連年戰亂導致民
不聊生。國家現在繁榮昌盛，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黃玉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不斷發展進
步，為中華民族創造了一條康莊大道，讓中國
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這過程中，無數人付
出了血汗，讓國家慢慢變得富強。他說：「我
很慶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目睹國家從貧窮落
後，走向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以學者身份推「知識脫貧」
年輕時的黃玉山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取得植
物生化學博士學位，回流香港後，他在不同大學
任職，同時亦積極與內地在教育及科研上合作。
作為知識分子，黃玉山深明「知識就是力量」的
道理，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已自發到內地講
學，與內地院校、學生交流，亦曾以學者身份推
動「知識脫貧」，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在1993年，香港學者協會與國家科委科技

扶貧辦公室正式商訂建立「振華科技扶貧獎
勵基金」，向有份參與扶貧工作的科技人員
發放獎勵。當年已是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成
員的黃玉山憶述，在那往後差不多十年間，
每個暑假都會前往湖北、江西的偏遠地區，
為當地貧農打打氣，「那是非常有意義的工
作，現在那些地區已經脫貧了。」
為了進一步加強兩地學術交流，本身為紅樹
林專家的黃玉山曾牽頭建設學術研究所。2003
年，他當時任職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行
政），在內伶仃福田自然保護區內成立福
田——城大紅樹林研究中心，成為全國重要的
紅樹林研究平台。
黃玉山在2014年成為公大校長，任內適逢

國家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進
一步確立了兩地教育的交流合作。公大於去年
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簽署協議，三方
共同籌辦香港公開大學（肇慶），分校建設正
如火如荼地進行。

在各層面為國貢獻感滿意
回想自己在教育、學術方面的工作歷程，他
笑言「最初是（到內地）講學幾天，後來兩地
合作研究是一兩年，到後來成立研究所、設立
分校，能在不同層面為國家作出貢獻，自己也
非常滿意！」
過去數十年，黃玉山亦積極從不同方面貢獻
國家，「我在1993年成為福建省政協委員，
後來成為了福建省政協常委，為自己的故鄉做
些事情；後來在2008年，我獲選為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扮演國家與市民之間的橋樑角色。」
雖然黃玉山年屆古稀，但活力依然，樂意繼
續為國家服務。他笑言，自己是國家的一顆
「螺絲釘」，「這些都是直接服務國家的機
會，我只是在做自己的本分，盡我能力做一點
工作！」

「我自己一輩子從沒離開過學
校」，公大榮休校長黃玉山如此
總結自己過去數十年的教育工作
生涯。其實他當初只是想當一名
中學教師，卻在念書進修的時候
發現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志趣，從
此轉變了人生道路。目前黃玉山
雖已從大學崗位退下，但他仍然
擔任研資局主席，為香港科研作
出貢獻。
自小對教育事業有抱負及使命

感的黃玉山，在大學畢業後到中
學當老師，「我只教了一年，發
現自己『唔夠料』，於是到加拿
大念書進修，本打算碩士畢業就
回港繼續當中學教師。」
不過，當時黃玉山的科研能力

出眾，1977年時已經在權威科學
雜誌《Science》發表論文，當時
他只是27歲左右；後來又在不同
科學雜誌發表論文，經過論文指
導老師鼓勵後，他毅然朝大學

科研方面發展。
黃玉山認為，教育是立國之

本，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石；
而科技創新則是國家進一步發展
的重要方向，「我自己一輩子從
沒離開過學校，教育及科研是我
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業。」言語間
不期然流露抱負得以實踐的成
功感，亦讓人感受到他會繼續在
不同崗位為教育及科研服務的決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投身教育界數十載，公大榮休校長
黃玉山認識不同年代的年輕人。他認
為現今的年輕人思想靈活，但希望他
們要保持艱苦奮鬥的決心，並抓緊國
家發展的機遇，發揮所長、貢獻社
會。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
很大的機遇，年輕人要對香港、對國
家的發展有信心。」

「時代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風
格。」黃玉山認為，現時的年輕人思
想靈活；隨科技發展，他們運用資
訊科技的能力很高。他指整體社會較
數十年前富裕，市民的生活質素提
升，或許會減磨了年輕一輩艱苦奮鬥
的決心。
黃玉山認為，年輕人面對香港、內

地乃至全世界的激烈競爭，必須不斷
努力學習、創新，才能推動社會不停
發展。他說：「近年香港在很多方面
都落後於周邊的城市，無論是科技發
展、商業形式、靈活度等都有待提
升，進步速度比從前慢了許多。」
此外，他指不少香港年輕人對內地

仍然存在誤解，抗拒與內地合作交流

的機會，動輒以所謂「移民」外國為
解決問題的手段，但黃玉山認為，年
輕人固然可以志在四方，但若單以
「不喜歡香港」、「香港冇前途」等
原因而離開香港，其實並不明智，他
呼籲年輕人要好好把握國家發展的機
遇，而非用消極的態度逃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籲港青抓灣區機遇 對國家發展有信心

「教育科研是一輩子最重要事業」

●黃玉山於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受訪者供圖

●黃玉山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見證了國家飛躍性的發展，看見內地全面脫貧、成功控制新冠疫情，慶幸
自己曾在不同崗位服務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玉山笑言黃玉山笑言，，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生中最重要的
事業是教育及科研事業是教育及科研。。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曾經多次深入貧困地區的黃玉山，看到
國家步入小康社會倍感欣慰。圖為江西農
戶。 資料圖片

●黃玉山曾與多名時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視察深圳港人
子弟學校。 資料圖片

●2010年黃玉山代表香港學者協會，與全國博士後管
委會辦公室代表簽訂「香江學者計劃」合約。資料圖片

●黃玉山在任職城大時，出席城大深圳產學研基地奠
基儀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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