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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低碳環保生活 惠及逾5000名有需要人士

恒隆全國性周年義工日
近800名義工身體力行

恒隆地產日前在香港及內地九個城市同步以可持續發展為
主題，舉辦全國性周年義工活動，以別具意義的方式慶祝集團
的周年慶。近800名企業義工，用行動推動低碳環保生活，並
向有需要人士傳遞愛與關懷，惠及逾5000多名人士。

▲上海港匯恒隆廣場及上海恒隆廣場的義工們分批前往各街道的學
校，向學生們派送健康暖心環保禮包，包括洗手液、可重用水杯、環
保書等，迎接新學年的來臨。

▲天津恒隆廣場義工隊號召企業義工及場內商戶、協議酒店、轄區街道
等的工作人員組成健步走團，於天津的母親河—海河舉行健步走活
動，用實際行動踐行保護水資源、低碳出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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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恒隆周年義工日透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讓兒童和青少年、
以至社會大眾實踐可持續的生活。來自香港、上海、瀋陽、濟南、無錫、
天津、大連、昆明、武漢和杭州的恒隆一心義工隊，在當地政府部門和社
福機構的鼎力支持下，向中小學、特殊學校的學生和貧困家庭，傳授生態
環保知識，內容涵蓋有機種植、惜物減廢、資源分享和廢物升級等領域，
幫助學生營造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同時提升公眾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恒隆地產行政總裁盧韋柏先生表示︰「企業的成功及卓越的營運與可
持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恒隆以締造優享生活空間為願景，致力為各持份
者提供無與倫比的環境、設施及服務，以提升其身心健康及生活體驗。透
過持續投入各項永續社區投資項目，不但讓我們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區，
更讓公司和員工藉此回饋社會，造福社群。在此，我為香港及內地恒隆一
心義工隊多年來積極投入義務工作而感到自豪，並深信義務工作為服務對
象及參與義工所帶來的喜悅是無價的。在這次全國性周年義工活動中，義
工們為提升社會福祉及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所付出的努力，正好體現恒隆
『只選好的 只做對的』理念，延續關愛社群的精神。」

邀請小學生參與環保
在香港，恒隆一心義工隊夥拍長期合作夥伴香港青年協會，邀請100名

小學生到青協有機農莊，親身參與有機耕種和環保工作坊，從體驗中學習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義工隊亦準備了1000份環保開學包，當中包括書
券、可重用餐盒、水杯、飲管、廢紙回收重造的紙巾等，並透過七間社福
機構送贈予基層及長期病患學童，讓下一代從小培養綠色生活習慣，開展
一個既環保又愉快的新學年。

一直以來，恒隆肩負企業社會責任，以公眾利益和環境保護為重任，
致力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為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的環保意識，恒
隆一心義工隊與不同的社區團體及慈善機構合作，推出環保宣傳及教育活
動等。恒隆一心義工隊於2012年在香港成立，至今內地九個城市的11個項
目皆已成立了當地的義工隊，集中關注青少年教育與發展、長者服務、環
境保護以及多元共融。義工隊現時有超過1700名義工，每年服務時數逾
13000小時。

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全球八大「世
界美食之都」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佛山

市順德區的粵菜式樣已發展到5,400多種，粵式
點心1,000餘種。
活動上，佛山商道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經濟
學博士、順德美食文化研究者郝偉介紹道，美
食是傳統節日和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粵港
澳地區，居民在中秋節有吃芋頭、沙田柚、菱
角、田螺的習俗，根據民間說法，吃芋頭的寓
意是辟邪消災，沙田柚則有團圓的寓意，且
「柚」與粵語「佑」諧音，也有中秋拜月祈福
的文化內涵。

即蝴蝶以形取名
活動上，李禧記 第四代傳人李學雄、第
五代傳人李錦烽與專家和學校德育負責人對話交
流，向學生們解讀順德美食守正創新的故事以及
在傳達情感、溝通民心中的作用。
大良 作為順德最為著名的粵式點心之一，

與盲公餅、西樵大餅稱為佛山三大「手信」特
產，為麵粉拌和豬油、南乳、白糖等配料油炸而

成的食品，形似金黃色蝴蝶，而 在順德就是
蝴蝶的意思。
傳統美食堅持守正創新。「包括 在內，我
們的點心製作主要環節至今沒有引入機械化生
產，而採用純手工製作，並不斷發掘新口味。」
李錦烽說。

港澳生：增強祖國認同感
在場學生聽得十分仔細，有些甚至提出不少提

升傳統美食知名度和銷路的創意點子。
來自香港的初二在校學生黃駿謙說，平時都是

專注學科類知識的學習，而在這種特別的課堂
上，不僅學到知識，品嚐到美食，還能夠親自
動手，收穫特別大。另一名香港學生張學
霖，北上上學後就吃過了大良 。「我
一直不知道它為什麼叫這個名字，今天才
知道它形狀如蝴蝶，而蝴蝶的本地叫法
就是 。」
來自澳門的學生曾芷妍表示，

澳門也有很多粵式美食，很多
做法、吃法和廣東美食類
似，通過此次活動，更
進一步了解到粵港澳
文化同根同源，增
強了對祖國的認
同感。

大良美食進校園
在粵港生嚐文化
跟老字號傳人學做點心 體驗粵港澳同根同源

「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14日在中國國家博
物館開展，商周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大青銅圓鼎子龍鼎、
大盂鼎、大克鼎集中亮相，並與禹鼎、雷紋鼎等具有極高
歷史、美學價值的精品文物一同以裸展形式，與觀眾「零
距離對話」。
據悉，今次展覽匯集了近40件商周時期極具代表性的
青銅禮器，結合陶範、全形拓，從用鼎制度、造型藝
術、紋飾紋樣、銘文內容、製作工藝等方面綜合呈
現商周青銅禮儀文明的源遠流長。
在目前所見的商代大型青銅圓鼎中，國博藏子
龍鼎是體量最大的一尊，高103厘米，口徑80
厘米，重達230千克。周代大型青銅圓鼎則以
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館所
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
負盛名。今次展覽第一單元「圓鼎之尊」
就集中展示了子龍鼎、大盂鼎和大克鼎。

顛沛命運成看點
青銅重器的經歷是展覽的看點之一。
子龍鼎，相傳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土
於河南輝縣，後流入日本，又輾轉至香
港， 2006年4月國家文物局將其徵集
回國。抗日戰爭期間，大盂鼎和大克鼎
的收藏者潘氏家族將雙鼎裝入木箱安
置於潘宅地下，躲避日寇劫掠。1951
年，潘氏後人將雙鼎獻於上海文物管
理委員會，後藏於上博。1959年，中
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博）開館，大盂鼎
應徵北上。國博說，大盂鼎、大克鼎和
子龍鼎不僅是早期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的
重要物證，而且它們在近代出土、流轉
和歸藏的顛沛命運，也充分見證了中華
民族走向復興的輝煌歷程。
展覽策展人翟勝利表示，這三件鼎是中

國古代青銅鼎中的經典之作，本次齊聚一
堂，殊為難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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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節日．中秋節」順德美食歷史

文化論壇日前在佛山順德拔萃實驗學校舉行，

包括20名港澳學生在內的兩百多名中學生受邀參

加。多位文化學者圍繞中秋節給學生們上了一堂生動的

傳統文化課，廣東百年老字號李禧記兩代傳承人分享包括

大良 等經典粵式美食的歷史、傳承創新故事。聽課之餘，

學生們品嚐美食，跟着師傅動手做點心。港澳生紛紛表示，收穫

非常大，期待有更多學科外的類似活動，可以從中多學習和了解中

華傳統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佛山報道

●學生受邀上台參與互動，與文化學者、粵式美
食傳承人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 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展覽
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大良大良 。 網上圖片

●●李學雄為同學示範大良李學雄為同學示範大良 的做法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