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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孟加拉國首都達卡45分
鐘車程的一家工廠裏，生產線上有

上萬名工人忙忙碌碌。這家工廠一天可生產超過20萬頂
帽子，銷往世界各地。工廠的創辦人是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企業家顏寶鈴。
12年前，顏寶鈴緊隨 「一帶一路」 倡議，決定赴沿

線國家投資，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成為率先進駐孟
加拉國的香港企業。顏寶鈴早前接受《大公報》專
訪，講述她受益於 「一帶一路」 機遇，親歷孟加
拉近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體現了香港企業
與當地構建 「命運共同體」 ，深受歡迎。

大公報記者 義昊

2013年，顏寶鈴作為新當選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全新的
視野讓她對國家大政方針有了更多關注。
當年秋天， 「一帶一路」 倡議正式提出，
她意識到這是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 「走出
去」 發展的難得契機。

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至於為何選擇孟加拉，她表示，儘管

孟加拉被稱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交通基礎設施和能源電力供應嚴重不足，
但考慮到孟加拉國是全球第二大服裝加工
和出口國，人口密集度最高，有豐富製衣
經驗的年輕勞動力，且工人工資水平較
低，比其他國家更適合製造業發展。

萬事開頭難，顏寶鈴在孟加拉國的事
業起步並不順利。她表示，外商在孟加拉
設廠要應對複雜而繁瑣的手續， 「註冊一
間公司耗時18個月，完成全部手續要蓋30
多個印章，當地政府官員又無人會講英
語，連勞工法都是孟文。」 最終，她選擇
收購當地一間小工廠，在此基礎上發展。
顏寶鈴頂着不少人 「不看好」 的目光，前
三年堅持每月從香港飛三、四次到孟加拉，
大興土木，招聘工人，第四年將工廠帶上軌
道，一步步將企業積累數年的管理經驗、
高新科技 「移植」 到當地。工廠讓所在村鎮
的村民們穿上了新衣、住上了新房、置辦了
家用電器，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中國提供資金及技術支援
「12年來， 『一帶一路』 造福了孟加

拉。中國不止提供資金支持，還有工程、
技術方面的援助。」 2013年來到孟加拉投
資建廠至今，顏寶鈴親眼見證了首都達卡
在交通、電力、能源等各方面基建的完
善。她說，中國投了大筆資金在孟加拉的
電能領域，讓她的工廠可免受一天停電二
三十次的痛苦；孟加拉交通建設提速後，
工廠到貨運港口的車程從17小時縮減到4小
時，效率大大提升。

如今， 「一帶一路」 已進入第二個黃
金十年。顏寶鈴表示，過去12年， 「一帶

一路」 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受到了國際社
會的廣泛認可，給想要 「走出去」 及來中
國發展的海內外工商界都提供了機遇。過
去，前往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布局的大
部分為傳統製造業，隨着國家提出發展新
質生產力，打造 「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合
作新高地，希望可以有更多科創企業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開展合作，而香港

正可以發揮國際化優勢，幫助這些企業走
穩、走遠、走實。

顏寶鈴說，發展科創需要大量人才，
然而 「一帶一路」 沿線大部分為發展中國
家，尚未進行工業轉型，國民基礎教育相
對薄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地人
一直在國際化環境中成長，自幼稚園便開
始接受雙語教學，大部分人投入工作後都
有處理內地及海外業務經驗，非常適合在
「一帶一路」 國家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這

不僅可以使香港更好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也可以鞏固 「十四五」 規劃
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定
位。

助華僑華商在當地扎根

2024年8月，孟加拉國出現政局變
化，發生全國性暴力示威，當地經濟受到
嚴重打擊。不少外資工廠紛紛關門，影響

了整個工業鏈。
曠日持久的罷工和抗議升級並沒有影響到顏寶鈴的

工廠。 「工人們自發組建了一支安保隊伍，每天在工廠
巡邏。」 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顏寶鈴仍然感動不已。她
表示，鎮上每家每戶至少有一人在她的工廠工作，她相

信尊重當地文化，拉近與員工的距離，便會得到來自對
方同樣的尊重，這正是民心相通的意義。

顏寶鈴說，一個地區的安全穩定是營商最重要的因
素，一旦出現問題就像多米諾骨牌，產業鏈的每一個環
節都 「掉鏈子」 。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有穩健的金融
系統，是亞洲橋頭堡，有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的護航，相信國際投資者如果想進入中國市場，會首
先考慮香港作為投資目的地。

民心相通拉近距離
渡過
難關

孟加拉位於南亞次大陸東
北部的恆河和布拉馬普特拉河
沖積而成的三角洲上。該國全

境85%的地區為平原，大部分地區屬亞熱
帶季風氣候，濕熱多雨。綜合條件造就了河
道縱橫的 「河湖之鄉」 。該國有大小河流
230多條，內河航運線總長約6000公里。

自1986年至2024年的近40年間，中
國政府援助孟加拉國修建了8座象徵友誼的
大橋。對河網密集的孟加拉國來說，這些
友誼橋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方
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連接孟加拉國
南部庫爾納專區和巴里薩爾專區的孟中友
誼八橋於2022年9月4日通車運營，不僅直
接促進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改善孟加拉

國南部的路網結構，並給孟加拉國南部的
漁業、農業、工業、旅遊業發展及人民日
常工作生活帶來極大便利。未來，中孟友
誼九橋、十橋、十一橋的選址也已初步確
定。

由中國中鐵大橋局中標承建的帕德瑪
大橋於2022年6月26日正式通車。這座橋
全長6.15公里，將位於恆河幹流右岸的西
南部地區連接起來。通車後，兩岸交通由
原有2至8小時的擺渡渡河時間縮短至10分
鐘，結束了兩岸居民千百年來只能擺渡往
來的歷史，因此被當地人稱為 「夢想之
橋」 。這座橋是孟加拉國最大的橋樑項目
和最大的基建項目，同時也創下中國企業
承建的最大海外橋樑工程紀錄。

中孟友誼橋陸續興建
為各業帶來極大便利

▲製帽工廠在當地聘用了近萬員工，每日生產20萬頂帽子，銷售到全世界。

▲工廠當地員工每年都會收到盛載了米、油和日用
品的福袋。

▲顏寶鈴在孟加拉由百多人小廠房，發展
成近萬員工的大型廠房，帶動了當地村鎮
的民生經濟發展。

▲顏寶鈴講述孟加拉近年來翻天覆地的變
化。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顏寶鈴把先進生產技術移植到孟加拉。

經過逾十年的不懈奮鬥，顏寶鈴的
公司在孟加拉的生產基地已從當初百多
人的簡陋小廠，發展成為擁有萬人規模

的現代化大廠，為孟加拉當地提供了近萬個就業崗
位。工廠所在的村莊伴隨着工廠的發展壯大，從當初
不到400人，到現在已成為擁有四萬多人口的繁華市
鎮，並在2017年獲當局正式命名為 「飛達鎮」。

民心相通是 「一帶一路」的關鍵基礎，12年來，
飛達帽業始終堅持定期向當地員工派發裝有米、麵、
糖、油等生活必需品的 「福袋」，顏寶鈴還慷慨設立
扶貧基金，捐資興建清真寺、集市和孤兒院。每逢當
地節日，她都會身穿孟加拉的傳統民族服裝，與當地
民眾一同歡慶，深度融入當地文化與生活。

為了幫助其他來孟加拉投資發展的同胞，顏寶鈴
還牽頭成立孟加拉華僑華人聯合會，凝聚華僑華商力
量，資源共享，成為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堅力
量。華聯會定期邀請孟加拉國政府部門人員向大家介
紹投資、稅務等方面的資訊，為 「走出去」的企業牽
線搭橋、排憂解難。她表示，能為中國企業提供實實
在在的幫助，她感到非常有意義。

凝聚
力量

專訪

啟德園很成功
啟德體育園開幕後，曾經入場的觀

眾及運動員對場內設施都表示滿意，整
體而言，啟園的 「硬件」 是世界級的。

雖然從兩場桌球風波顯示，體育園管理方面的 「軟件」 ，有磨
合及提升空間，但啟德園很成功，無可否認。

桌球大獎賽是不限時的，即使通宵作賽，也不會要求觀眾
離場，顯然主辦方與啟園管理層事前沒有做足溝通及充分安
排，這就是 「軟件」 出問題。同樣地，觀眾離場去洗手間後，
因比賽進行中被拒入場，也是 「軟件」 問題。涉及市民是否懂
得作為桌球現場觀眾的常識，及球場管理上是否在場內作出告
示？顯而易見，是觀眾教育與球場管理同時需要磨合、改善。

啟園剛啟用，如同全新電腦系統運作初期，總會出現這樣
那樣的軟件問題，不必放大一些瑕疵。事實上，有關方面十分
重視，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園方對管理上的 「軟件」 問
題，也很重視，吃透不同項目的特點，加強與主辦機構溝通，
累積經驗，相信將來會確保觀眾在我們的世界級場館得到最佳
體驗。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多個私
人泳池去年底被揭發聘請無牌救生員，更有
人持假救生證或盜用他人證件。食物環境衞
生署昨日（6日）表示，署方計劃於今年泳
季起採取措施，包括加強巡查私人泳池每位
當值救生員的身份，防範和打擊懷疑聘用不
合資格人士的情況，以保障泳池使用者的
安全。如發現無牌救生員，署方會報警處
理。

要求聘用前核對救生章
食環署表示，將明確要求持牌人在聘

用救生員前須核對其身份證明文件、救生
章和救生手冊，以及妥善保存文件副本。
與此同時，食環署會加強巡查，包括在每
月突擊巡查中檢查並核對每位當值救生員
的身份證明文件；署方亦會向中國香港拯

溺總會（拯溺總會）核實救生章的有效性，
以確認當值救生員的救生資格。

署方如發現泳池沒有足夠的合資格救生
員當值，會即時採取跟進行動，包括要求持
牌人立即關閉泳池，直至有足夠的合資格救
生員當值方可重開，以及向持牌人發出警告

甚或提出檢控。若有泳池屢次違規，食環署
會考慮取消其牌照。如有人使用假證件或使
用他人的證件，署方會報警處理。

根據《泳池規例》（第132CA章）及相
關牌照條文，持牌人在泳池開放期間必須安
排足夠的合資格救生員當值。救生員的資格
由拯溺總會負責考核，合資格救生員會獲
發載有其姓名和照片的救生章。食環署會
制定標準格式，供持牌人記錄當值救生員
的身份證明文件和救生章資料。

現時，全港約有1400個持牌私人泳
池，食環署早前已要求持牌人在泳池入口
顯眼位置展示在泳池開放時間應在場當值
的救生員數目，以及在場當值救生員的近
照、姓名和泳池救生章編號，供泳池使用
者共同監察。持牌人並須保留救生員當值
紀錄最少90天，以便署方查閱。

食環署嚴查私人泳池 杜絕無牌救生員

▲食環署計劃今年泳季開始，加強巡查私人泳池有
否聘用無牌救生員。

抓緊一帶一路機遇
港商開拓市場有優勢

夢想
之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