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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商販張杰省吃儉用捐助家鄉辦學令人
尊敬，沒想到大公報記者與這名大善長亦

有數面之緣。
千禧年間，大閘蟹十分受港人歡迎，尖沙咀

及多區都增設出售大閘蟹的店舖，而張杰的雜貨
店兼賣大閘蟹，店舖雖小，但因價錢實惠深受食

家歡迎，愛吃大閘蟹的記者當年也曾多次幫襯。
驚悉張杰離世，記者昨日再到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4號張杰的舊舖時，

發現昔日的雜貨舖已結業多時，店舖原址已拆卸成地盤，正在興建大廈。
附近老街坊表示難忘張杰，盛讚他節儉一生為家鄉辦學扶貧，令人敬佩。

街坊：他省吃儉用行善，令人感動



我努力賣蟹 你們努力提高教學質量

得悉張杰多年捐1500多萬為家鄉辦學

▲張杰40多年來捐資1500萬元貢獻家鄉教育事業，令人敬佩。
上虞師生參觀展覽，學習張杰無私奉獻的精神。

學生：努力讀書，回報睡地板的老爺爺
獲益者眾



▲張杰為了內地的學生勤勞一生，非
常樸素慳儉。

獨家報道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余風

當年 今日▲張杰早年在尖沙咀加連威老道開雜
貨店兼賣大閘蟹，廣受街坊歡迎。

▲張杰昔日店舖的原址已變成了地盤，正
在興建大廈。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張杰先生
留給我印象最深

的一句話就是， 『我努力賣蟹，你們
努力提高教學質量。』 」 原上虞中學
校長謝宜燦說， 「他非常關心學校發
展，一直鼓勵我們要提高教育質量，
要位居浙江省前列。他曾跟我說 『國
家建設要靠人才，人才要靠學校教育
培養。』 所以每次回來，他都要來學
校跟老師、同學聊聊天。讓我們有什
麼困難一定要說，他來想辦法解決。
但他唯一有個要求，就是自己捐贈的
『每一個銅板都要用在教育上』 。」

謝宜燦告訴大公報記者，有一年
上虞中學有位學生獲得了浙江省奧林
匹克數學競賽一等獎，當張杰得知這
個消息後很高興。 「他覺得這是為學
校爭光、為上虞爭光的大事，為此他

拿出了2000元獎勵同學，又給學校數
學教研組發了獎勵。」

張杰長壽秘訣：把錢看得很淡
「去年八月我們還特意去了香港

為張先生祝賀95歲大壽。」 上虞鄉賢
研究會會長陳秋強說， 「當時我還特
意問老先生長壽秘訣，他笑着很有哲
理地告訴我 『我這一輩子把錢看得很
淡，一輩子雖然省吃儉用，但鈔票都
捐給家鄉辦學了，心裏開心。所以長
壽也算是老天對我的回報吧！』 」

在陳秋強看來，張杰助學的善舉
已成為家風得以傳承。 「他70大壽
時，子女們準備5000元說給他賀壽。
他跟子女商量說想把這筆錢捐給上虞
中學買圖書，沒有一個子女反對，全
部同意。」 大公報記者王莉

在香港，
張杰只是一個默

默無聞的小商販，而在家鄉上虞，至
少一半50歲以下的人都曾直接或間接
地受到過他的幫助，或是獲得過他設
立的獎學金，完成了求學夢想；或是
在他出資建造的教學樓裏上過課，做
過實驗；或是使用過他贈送的教學、
體育器材。

浙江省上虞張杰中學初三學生吳
子渝已連續兩年榮獲 「張杰獎教獎學

基金」 的獎勵。 「我雖然沒有見過張
爺爺，但老師有跟我們講過，印象最
深的就是張爺爺白天是老闆，晚上睡
地板，節省下來的錢都為家鄉教育事
業做貢獻了。」

母子兩代同受惠
吳子渝說，當從新聞上得知張爺

爺去世消息的時候，心裏很難受。
「能獲得獎學金對我來說是一種激
勵。馬上就要中考了，我希望能以優

異的成績考上心儀的學校，回報這位
『睡地板』 的老爺爺。」

子渝媽媽也同樣畢業於張杰中
學。她說： 「我小學、中學都是在張
傑捐贈的學校讀的。在我們還很小的
時候，就已經知道學校是一位在香港
賣茶葉蛋的爺爺捐的。同村同鄉的老
人都會和我們講他的故事，所以當地
人不管是不是認識他，見過他，只要
說起 『張杰』 這個名字，大家也都很
尊重他。」 大公報記者王莉

十年滄海桑田，尖沙咀變化巨大。記
者幾經尋訪，找到兩名曾經在附近開店認
識張杰的老街坊。一名在金巴利道永利大
廈經營雜貨店的蔡伯伯指出，認識張杰數
十年，大家都是老街坊，以前大家不時會
碰面聊天，知道張杰有多名女兒，店舖是
租的，女兒們經常在店裏幫手，數十年如
一日。不過，可能年事已高，加上業主加
租，約十年前雜貨店最終亦難逃結業，之
後就較少見到他。

對於張杰的離世，
80多歲的蔡伯伯表示，
張杰平時為人低調，非

常樸素慳儉，人緣很好，可以說是勤勞一
生。蔡伯伯知道張杰以前不時都會返國內
鄉下探親，也偶有聽到他為鄉下捐款辦學
的事情，但想不到他數十年來 「死慳死
抵」 ，為家鄉辦校捐了1500多萬元，
「真是了不起，令人感動！」

另一名經營菜檔的姓鄭街坊表示，以
前常在附近工作，認識張杰20多年，在
上址經營了幾十年。每到食大閘蟹季節
時，張的兩名女兒經常到店幫手。張杰平
時都是用上海話與人溝通，他雖然不懂講
粵語，但為人和善，人緣好。對於張杰的
離世，鄭先生深感惋惜，希望張杰家人節
哀順變，日後好好生活。

退休後仍返鄉巡視學校
一向節儉的張杰，退休後返回鄉下上

虞，一面享受清新空氣、寧靜的退休生
活，一面亦會巡視其助學的 「業務」 。三
女兒張蕉珍表示，父親非常關注學生的學
習，經常往學校內巡視，了解學生學習情
況。但張杰本月中返港度歲期間，出現發
燒及流感徵狀，延至2月18日（年初九）
去世。

校長致敬

◀張杰早
年與太太
合力經營
小店，老
人含辛茹
苦，省吃
儉用。

街坊鄭先生

醫療券跨境升級愛國是香港人的光榮傳統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擴大醫療

券使用地點，將7間位於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醫療機構納入其中，讓
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在大灣區使用
醫療券時有更多的選擇，這個
「試點計劃」 將在今年第三季落

實，這意味着香港醫療券已進化
為 「大灣區醫療券」 。

長者醫療券於2009年推出後不
斷優化，如擴大醫療適用範圍，
由牙科擴大至聽力、營養、臨床
心理及語言治療；允許配偶使用
配額；允許累積至4000元；推出為
期三年的 「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
計劃」 ，鼓勵長者善用醫療券接
受持續預防護理和慢性疾病管理
等服務。可以說，每年金額為2000
元的醫療券，為保障長者的健康
福祉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隨着大灣區建設加速，希望
到大灣區安老的長者越來越多，
解決醫療資源跨境安排成為當務
之急。在廣東省支持之下，特區
政府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物色了七
間醫療機構，包括兩間牙科診
所，在大灣區安老的香港合資格
長者固然可以就近接受有關服

務，住在香港的長者也可以到內
地使用，如此一來，本港公立醫
院的壓力獲得減輕，其他港人也
能間接受惠。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的醫療
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有四項突破：
一是首次衝出香港和深圳，基本
上覆蓋了大灣區核心城市；二是
首次有非港資內地三甲醫院加
入；三是首次有民營醫療機構參
與；四是首次有專業牙科專業醫
療機構參與。可以說，這七間機
構都是精心選擇，覆蓋面廣，這
體現了特區政府及內地政府全力
以赴，積極支援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生活的香港長者的良苦用心。

醫 療 券 跨 境 安 排 是 一 項 德
政，解除了香港長者內地安老的
後顧之憂。其實類似的跨境安排
越來越多，如跨境就學、跨境就
業、跨境置業、跨境創業等等。
短短五年之間，大灣區建設取得
了豐碩成果。期待香港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繼續加強合作，進一步
為香港高質量發展帶來源源不竭
的動能，也切實改善港人的生活
體驗和生活質素。

2月18日大年初九，一位名叫張杰
的長者走了，享年95歲。張杰在香港籍
籍無名，但在他的故鄉浙江上虞卻是人
所皆知的慈善家。得知張杰離世後，上
虞很多人沉浸在緬懷之中，有的自發前
往其故居，鞠一個躬，獻一朵花，以表
達哀思和感謝。事實上，像張杰這樣樂
於助人的香港市民多不勝數，他們關心
同胞，造福鄉梓，將深沉的愛國情懷體
現在默默奉獻之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張杰為故鄉學
校捐贈了一台價值3000元的電視機，從
此一發不可收拾。40年多年來，張杰共
捐資1500萬元，建造了18棟教學樓，32
間教室和宿舍樓、圖書館，並設立200
萬元的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當地傳媒
報道，至少有一半50歲以下的上虞人，
都曾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他的幫助，或
拿過他設立的獎學金，或在他出資興建
的教室上過課，或使用過他贈送的教

學、體育器材。雖然大多數受助者與張
杰素昧平生，但他卻陪伴着大家成長、
成才。

1500萬元的捐款額不算很多，但對
小販出身的張杰而言卻是省吃節用後的
傾囊而出。張杰出身於貧困家庭，小學
未畢業即出外謀生，輾轉來到香港，多

年打工之後，在尖沙咀加連威老道租了
一間約60呎的樓梯口，做起出售糉子、
茶葉蛋、螃蟹等小本生意。他平時對自
己很苛刻，但幫助家鄉年輕人接受教育
時卻非常大方。古稀之年，家人決定為
他做壽，他卻將5000元壽金捐了出去。
有次家鄉派人來港看望他，才驚訝地發
現這位大家心目中的 「老闆」 竟然住在
300多呎的蝸居中。當家裏招呼客人
時，張杰就打地鋪休息，他也自嘲是一
位 「睡地板」 的 「老闆」 。

張杰有條件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
卻將辛苦賺來的錢資助家鄉辦學，所為
何來？原因就是兒時沒有條件接受教

育，艱難的謀生路引發並堅定了自己捐
資興學的平生意願。他曾告訴當地記
者： 「中國之所以長期貧窮落後，關鍵
是教育落後，中國要富強，一定要把教

育搞上去。但人口多，攤子大，光靠政
府是不夠的，要全民來支持教育，捐資
興學才行。」

張杰是一位平凡人，但他以一己之
力幫助許多人改變了人生軌跡，做出不
平凡之事，成就了不平凡人生。亦因
此，當地人感謝他，懷念他，縱然他已
離開人世，但依然活在人們心中。在香
港，熱心幫助內地同胞的善長仁翁不知

凡幾，既有像邵逸夫這樣的大企業家，
但更多的是像張杰這樣的小市民。過去
每逢內地有災難，港人總是踴躍捐資。
1996年華東水災，百位香港明星為籌款
賑災而組織義演，彰顯了港人與內地同
胞血濃於水的感情；2008年汶川地震，
700萬港人共捐資230億元，人均3000
元，創造了一項世界之最。

香港人是愛國的，既不為名更不為
利，只為着自己是生於斯、長於斯、終
老於斯的中國人，血管裏流的是炎黃子
孫的血。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為家鄉建
設、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發揮着自己
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貢獻。改革開放之
初，港人到內地投資興業，是愛國；回
歸後，香港發揮內通外聯的獨特作用，
是愛國；而捐資興學只是其中常見的愛
國的方式。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去年底指
出，愛國愛港是香港同胞的光榮傳統，
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
事實上，愛國愛港並非一句空話，而是
體現在一件件小事實事當中，體現在張
杰這樣的無數平凡人身上。一代又一代
的香港人，以實際行動，詮釋着家國情
懷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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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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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張杰生前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