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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園助赴港者擁抱香港
【大公報訊】記者帥誠報道：香港

回歸以來，粵港兩地民眾交流愈加頻繁
，20年來，持單程證赴港定居者已突破
80萬人。2010年，香港新家園協會正式
成立，致力於為赴港定居人士提供專業
一站式服務，協助他們更快融入香港。
為了更好服務廣東的準赴港定居人士，
2011年，新家園廣州中心註冊成立。

2011年9月，新家園協會成功競得 「
為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的支持服務
期望管理計劃」，新家園廣州中心總幹
事管光洪介紹， 「期望管理計劃」是以
「期望調整、能力提升、鏈接香港」為

服務理念，用於協助準赴港人士調整其
赴港期望，讓這個群體提前對香港的生

活習慣和文化氛圍有所了解，並擁有在
港生活的基本生存能力及工作學習技巧
，讓他們在赴香港前做好充分準備。

為了理解赴港定居人士的心態和困
境，2011年5月開始，管光洪與中心的首
批社工們一起陸續走訪了位於廣州、江
門、汕尾、惠州等赴港單程證申請人聚
集的地區。

在對赴港定居者的心態和現狀有了
較系統的了解後，新家園開始進行就業
輔導活動的組織， 「在我們與赴港定居
人士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人最關
注的是如何在香港成功就業。」針對這
類需求，管光洪在廣州中心組織了多次
活動，為赴港定居者介紹香港的就業服

務資源，認識香港的就業形勢及常見的
求職陷阱等諮詢。

之後，隨着對赴港定居群體了解的
不斷深入，廣州中心還分批組織準備赴
港定居者到香港勞工處體驗工作面試，
組織跨境學徒參觀香港學校等活動，均
受到了活動參與者的一致稱讚。

近年，隨着內地與香港經濟狀況的
變化，一些內地民眾認為放棄本身在內
地的穩定工作赴港定居，會對生活增添
不安定因素。

管光洪坦言：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
認為在內地生活條件並不差，移居香港
後反而會面臨過高的房租開銷和生活節
奏不適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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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腳踏遍青山 愛心呵護綠水

六旬護林員守護東江源37載
發源於江西省贛南地區的東江是香港重要飲用水源，水務署年報顯

示，2015年香港總耗水量中百分之六十二來自東江水。與香港高度繁榮
不同的是，400多公里之外的東江源——江西省贛州市安遠縣，卻是一
處青山綠水、雲霧繚繞的 「人間仙境」 。這裏的180位護林員，每天巡
護一草一木一方水，守護東江源頭。58歲的龔隆壽是當地三百山鎮虎崗

村村民，負責巡護東江源頭三百山一帶，護林已有37載
。被問及守護東江源的意義時，老龔驕傲地說： 「我們
從小知道，這裏的水是要流到香港的，意義非常大！」

Anniversaryth

兩地融通 大公報記者 王 逍

飲水思源 港人反哺東江源頭
【大公報訊】記者王逍報道：2016

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一行在
就東江水源頭水資源環境保護、生態
補償機制等開展專題調研時，對東江
源三百山的優質生態環境讚不絕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譚惠珠曾說： 「為了保護水資源，
源頭居民的犧牲是很大的。」

為回報源頭人民的深情厚誼，港
人近年來紛紛到安遠縣投資興業、捐
資助學和交流活動。三百山腳下天心

鎮五龍村有3000多人口，接受小學教
育的適齡兒童有近800名，而全村唯一
的小學卻因年久失修被列入危房之列
，部分孩子只得去更遠的小學唸書。

2006年，由深圳市外僑辦與香港
深圳社團總會共同舉辦的 「思源之旅
」夏令營活動期間，深港學子沿着東
江一路溯源來到三百山，發現了這座
只有幾間低矮破舊瓦房的學校。香港
深圳社團總會會長蕭樹強當即決定捐
資重建學校，五龍小學教學樓在次年5

月竣工並投入使用，為當地孩子們圓
了上學夢。

據統計，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及會
長蕭樹強還曾為當地捐建多所學校，
並連續多年設立獎學金，組織兩地學
子學習交流；香港大業織造有限公司
董事長沈炳麟捐贈多個校建項目；香
港言愛基金會捐資1000萬元建思源學
校；邵逸夫、香港世界宣明基金會、
香港燭光教育基金會、香港南頭鄉親
總會等亦先後參與安遠教育建設。

一套迷彩服、一雙解放鞋、一隻電喇
叭、一個挎包，是龔隆壽巡山護林的行頭
。他說： 「我沒有周末，看天氣上班，每
天工作至少8小時。天氣惡劣時，我就在家
門口遠望山上的情況。在森林防火期（每
年10月至翌年4月）或者遊客高峰期，我是
一定要上山的，而且做事要認真仔細。」

一年巡山三百日
早晨七點左右，龔隆壽就騎這摩托車

前往三百山，在山上，他主要用電喇叭宣
傳源區管理規定、防火知識，勸阻任何損
壞源區環境的行為，並查看是否有病蟲災
害，第一時間清除隱患。如發現火情要及
時報告，協助撲滅火災與案件查處。此外
，他還要負責制止亂捕亂獵國家和省級重
點保護野生動植物。

中午，他就用暖水壺泡麵或者泉水配
餅乾填飽肚子。休息之後，再巡山一次。
下午五點才能下山回家，遇到遊客多的時
候，停留時間還會更長。

山裏毒蛇、蚊蟲多，護林員要做好防
護措施，還要知曉自救方式。老龔說： 「
早年沒有手機的時候，遇到危險，就很麻
煩。我比較幸運，就是踩在青苔上摔過幾
次，一瘸一拐回家，修養一段時間就好了
。」如今，他一年至少有300天在山上，目
前一年工資和補貼不超萬元，遠不及家裏
橙子大豐收時年入十萬元。

老龔告訴記者，別看現在全鎮老少幾
乎都知道自己是護林員，有領導表揚，記
者採訪。以前護林員卻是一個被嘲笑的職
業： 「一方面，護林就要阻止鄰里鄉親上
山砍柴，要得罪人；另一方面，早年義務
護林，不但辛苦還收入少。」

為工作受盡親友誤解
原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地人上

山打獵，砍柴做飯，燒柴取暖，賣樹補貼

家用。老龔護林打破了 「靠山吃山」的模
式，讓鄉親們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接受，甚
至敵對。他回憶道： 「曾經一個老表在山
上砍柴，我不顧情面去阻止，老表就氣得
直罵我，有時還罵我全家。我理解大家的
心情，就用國家政策、為子孫積福、為香
港同胞做貢獻開導他們，還教他們種果樹
來發家致富。還好，他們沒有打我。」

過去的30多年間，最初一批護林的同
事不少已因年紀大或收入少等原因陸續離
開護林的崗位，老龔說自己也曾有過掙扎
和迷茫： 「我是雷達兵出身，體力好，會
開車，也想過轉行去開大貨車。家人也勸
我，何必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特別是，
白天聽到罵聲後，晚上躺在床上時，睡不
着，越想越不是滋味。一覺醒來，我又趕
早起來去巡山了。就這樣，我一下子堅持
了37年，也沒什麼後悔的。」

話鋒一轉，他指着四周層巒疊嶂，開
心地說： 「你看，三百山的環境多好啊，
這都是鄉親們的功勞。現在，山路比以前
好走多了，老表們的環保意識也比以前強
多了，我的收入也比以前多多了。保護東
江源，儘管辛苦，但是能讓香港同胞喝上
更好的水，我的心裏是非常欣慰的。只要
體力好，國家還需要我，我就會一直做下
去。」

想去香港嘗嘗東江水
【大公報訊】記者王逍報道：和風

細雨之時，老龔特意帶領記者沿着鋪好
木板的山路，一道體驗巡山。山路呈台
階狀，坡度連綿。上坡需要人邁開大步
子，很是消耗體力；下坡則需要盯着濕
漉漉的路面，以防腳步站不穩。百米左
右的距離，記者已經氣喘吁吁，而老龔

面色不改。他笑呵呵地說： 「第一次巡
山時，路還沒有修，我從家裏出發，連
續走了幾十公里山路，最後雙腳磨起了
水泡，還一瘸一拐的。現在，我的腳長
了老繭，都習慣了！」

與大多數護林員一樣，龔隆壽很少
走出大山，更從未去過香港。除了早年
在東北當兵之外，他去過最難忘的地方
就是東莞，那是兒子開小廠的地方。 「
如果有機會的話，想去一次，想看看世
面，想嘗嘗我們在這裏守護的水，在香
港是不是一樣的味道。」

對於30多年守護東江源頭，老龔歸
類於這是一種緣分；對位於東江之尾的
香港，他的心中早生嚮往之情。老龔笑
言，自己見過很多香港遊客，但不好意
思和人家交流。他主動向記者問起， 「
從安遠到香港要多久？怎麼過去？」當
得知需辦理港澳通行證，然後從省會南
昌直飛香港，或者坐大巴、火車經廣東
轉至香港時，他連連點頭。

▲回歸以來粵港交流增多，圖為香港青年在廣州老城區尋找老字號
店舖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三百山護林員龔隆壽護林37年，共走了10萬餘公里，半生的時間都奉獻在保護東江水源 大公報記者王逍攝

▲周恩來總理題詞 「一定要保護好東江
源頭水」 的紀念碑 大公報記者王逍攝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捐建思源亭，以銘念東江母親河的
哺育之恩 大公報記者王逍攝

▲發源於江西省贛州市安遠縣的東江是香港重要飲用水
源 大公報記者王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