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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與特區同齡的人，2003年因沙士錯過了幼
稚園畢業禮，2009年因為豬流感錯過了小學

畢業禮，2019年的大學畢業也受到修例風波影
響，這些劉學廉都一一經歷。同齡的年輕人都經常
笑言，他們是「被選中的一群」。
不過，這些片段都並非劉學廉心中最大的缺失，

反而是一次次的社會事件，令他至今仍有遺憾。在
中學時為升旗隊成員的他，在2014年非法「佔
中」時感受到香港社會的突變，「很多同學對我的
態度都變了，覺得我『好紅』，講很多難聽的說
話，我就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想透過自己的
力量想想如何修補這些關係，改變這個社會，想行
這條路。」

遭街坊吐口水「為何這樣對我？」
就因為這樣的經歷，劉學廉開始有了參政的想
法。2016年，他成為了工聯會競逐連任立法會議
員的王國興的助選義工，大學時期開始投身慈雲山
的地區工作，「當時一邊讀書，一邊做兼職，大概
一個星期來三四日，上完課就跑回來社區，早上工
作完立即去上學等。」
這樣的投入，畢業後成為全職的社區幹事也是理

所當然，但香港的政治氣氛在2019年的黑暴中急劇
惡化。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劉學廉參加了人生中第
一場區議會選舉。他憶述當時感受到的衝擊︰「有
街坊向我說：『覺得你人不錯，可惜你是工聯會，
我們不會投票給你。』當時我非常有挫敗感。」最
難堪的，甚至有街坊對着他吐口水，「如果住在我
服務社區的市民，覺得我服務很差，或者我做了什
麼不符合市民的要求而被罵，我都會坦然接受，然
而我無做錯，為何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呢？」
「我只有23歲，第一次參加選舉，就直接進入

『困難模式』，應該先給我入門級難度嘗試下
嘛！」當日種種苦楚，他今日一笑帶過。

「我們無錯，若放棄便是認輸」
認同他的街坊不投票，就連父母都因為政見不同

而不支持他的工作。懷着種種的不解，劉學廉坦言
有過自我懷疑的時候，但認真思考過，又激起他不
甘及不服輸的心態，「我們無錯，亦沒有所謂的
『火魔法』等，那麼放棄就等於認輸，輸給了黑暴
分子！」
於是，劉學廉堅持下來，冀以更多實幹爭取街坊

認同。在區議會選舉落敗後，一直都有街坊向他打
氣，「雖然只是兩三句簡單的問候及支持，但其實
也給了我很大信心。」
時隔兩三年，今日的香港有香港國安法保護，
有完善了的選舉制度，社會逐漸回復理性，黑暴
分子接連「着草」或入獄，一些2019年當選的區
議員突然音訊全無，不少市民轉而尋求劉學廉的
幫助時，才真正認識這名後生仔。作為資源缺乏
的社區幹事，第五波疫情下他到處找物資協助街
坊，一些人甚至會與他如朋友般傾談，「感覺好
像在『揼石仔』，慢慢鋪路，一步步修復，用心
會被知道。」說到這裏，劉學廉展露打從心底的
笑臉。
在服務社區的同時，他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為

時任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現已當選立法會九龍東
議員的鄧家彪助選。對比當年「柴娃娃」的他跟着
王國興看選舉論壇的謾罵，去年他見證了完善後的
選舉制度，連選舉論壇都變得「高質」，資料都準
備得更充分，「大家真的就政策，如東九龍地鐵線
希望過哪些站、服務哪些街坊、為何支持或有保留
等討論，大家議政質素及能力高了很多。」
25歲的劉學廉正如特區一樣年輕，亦正如特區

一樣面對無限的機遇。他期望自己能學到更多公共
政策議題，更期待自己繼續幫到人，可以服務街
坊，「雖然聽起來好『行』，但是真的。」

香港回歸祖國25年，當年掛在大家口中的1997年

出生的「回歸寶寶」，今日已成了「回歸青年」。

1997年出生的工聯會社區幹事劉學廉，自中學開始就

對社會事務感興趣，20歲開始投身地區工作，然後就

在2019年進入了「困難模式」的區議會選舉，切身體

會社會撕裂所帶來的衝擊，並在落選中更深刻地感受

挫折。不過，劉學廉依然如常服務社區，並在堅持中

看到希望，見證了香港在國家支持下逐步重回正軌，自己的努力亦獲得更

多街坊認同。這名25歲的「新鮮人」，與特區一起成長，與社區共同再起

步，「我想繼續幫到人，可以服務到街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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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廉劉學廉：：

參加區議會選舉落選，現時在慈雲山服
務的劉學廉並沒有議辦，只能自己「睇餸
食飯」，堅持地區工作。在地區服務的同
時，劉學廉亦在工聯會開拓了不同的學習
機會。他形容，這就像遊戲中的「技能
樹」，每到一個部門就可以「解鎖」一項
技能，提升自己的能力。現在還涉獵政策
議題的他，希望自己日後能「解鎖」更多
板塊，更全面地幫助到更多市民。
劉學廉從中學開始便志願日後從政，但

大學時的他，最初只是在連鎖餐廳做兼
職，其間遇到中學老師，老師建議他如果
有心從政，不如早些嘗試，於是為他牽線
工聯會，提早讓他推開了從政的大門。

去不熟悉範疇 處處體驗學習
由最初的派單張、接觸街坊，劉學廉去

年開始到政策研究部，參與研究政策等，
「我每一年都想在機構內有些進步，學多
點東西，所以就想：不如去自己不熟悉的

範疇。」他說，工聯會這樣的老牌大政
黨，其優勢之一是有不同的範疇，可以處
處都體驗學習一番。
從地區接觸街坊，到文書上接觸政策，

劉學廉直言的確是兩個不同的層次與觀
點。他以當區的醫療設施發展為例說︰
「好多人認為聖母醫院需要有急症室，但
就算重建聖母醫院，政府都沒有要建急症
室。其實，在文字文件上可以解釋到為什
麼沒有：聯網中已經有啟德醫院，一定足

夠黃大仙街坊使用。按數字來講的確如
此，但實際操作及區情來講，黃大仙很
大，如慈雲山更在山頂，去啟德醫院需要
超過20分鐘，相反到聖母醫院只是5至10
分鐘。」
數字上只能看到一區總人口與醫院比

例，但很難看到每個社區具體需要。劉學
廉說︰「政府有他的考慮，我們也有我們
的堅持，原因就是政府不明白區情的需
要，如慈雲山人數問題，以至醫療聯網問

題等等。再例如九龍東，聯合醫院聯網包
括將軍澳，有他的原因及道理，但對觀塘
市民而言非常不合理，因為觀塘的貧窮人
口及長者人口很大，不能和將軍澳一同分
享。」
劉學廉希望自己可以將社區經驗搬到政策

研究，而政策研究的經驗亦可以搬回社區，
協助溝通。雖然現在的他沒有公職在身，但
他希望自己日後可以透過立法會議員提出更
多建議，參與社區以至整個香港的建設。

身為「回歸青年」、社會「新鮮人」，劉學廉
對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有充分的了解：低薪、
高消費、學貸，不少起點不高的年輕人的確感到
無助。談到對香港未來的期望，他短期最希望港
人的笑臉無須再被口罩遮擋，亦希望特區政府未

來用實際行動告訴年輕人：
在這個城市是有希望

的，並非一個死
局。
劉學廉認
為，現在
的香港

讓許多年輕人感到無助。大多數年輕人一畢業拿
着一萬元多一點的月薪，「現時就是一個死局：
工資無法獨立購買房屋，出去只可以食茶餐廳，
一個星期不知道可否看到一場戲，何談夢想？」
他坦言，要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二十出頭就

開始接受這種生活幾年，「不會再夠膽談結婚、
拍拖，更不用想住的問題，因此對這個社會沒有
信心，希望特區政府真的可以給予年輕人一個信
息：在這個城市是有希望的，並非一個死局。」
在香港過分集中於四大產業的情況下，不少有意

投身文創產業的青年，最終只能向現實低頭。劉學
廉說，身邊曾有朋友喜歡航拍、做媒體，曾堅持過
開設工作室，但每月扣除工作室租金等開支，收入
只有6,000元，「真的無法生活。」最終這位朋友
轉做地盤，文藝的夢想可謂徹底粉碎。
雖然青年出路、產業發展並非一時三刻可以解

決，但他希望特區政府能推出更多具體性的政策，
「至少讓年輕人看到特區政府有努力去解決問
題。」
至於過去數年社會撕裂下年輕人積壓的不滿與

憤怒，劉學廉認為要慢慢修補，「可能需要更多
時間，要靠特區政府用一些行動告知他們，我真
的有心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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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都有過反叛的時候，劉學廉亦不例外。被同
齡朋友視為「好紅」的他，於2012年反國教事件發生
時，原來是校內罕有地戴着黑絲帶上學的青年，結果
當然就是要「見訓導」。訓導老師拿出一本當時的爭
議教材，要求劉學廉看完告訴他哪一部分有「洗腦」
的內容，劉學廉仔細閱讀後看不到教材有什麼問題，
令年少的他開始明白一個道理：「不能人云亦云，至
少需要親自進行深入了解，才可有自己的評論或批
判。」
「這件事令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教無類的老師，不會
放棄每一個學生。」回想起當時訓導老師的「另類教
育」，劉學廉這樣說。他在回答自己為何不會被身邊
同齡人甚至父母影響價值觀時，向記者透露了一件往
事︰曾經，他也是「黑絲帶」學生。

曾為「型」戴黑絲帶上學
「當時沒有什麼原因，就是覺得『型』，所以我又
帶。」劉學廉憶述。當時，他「順理成章」地被老師
帶入訓導室，「老師問我知不知道是什麼？我說『反
國教』嘛，非常理直氣壯。老師又問是否知道那本教
材講什麼？我說『知道，洗腦嘛』！」
看着眼神語氣都如此堅定的青年，訓導老師取出當時
備受爭議的教材，說︰「你看這本書，哪裏『洗腦』你
跟我說！」劉學廉結果就在訓導室坐了一個多小時，
看完後被老師再度反問，他即時語塞，「當時坊間說
這本教材非常偏頗，『講啲唔講啲』，自己看完後發
現其實不是這樣。看完之後開始明白一個道理，就是
不要別人說什麼都完全相信，人云亦云，至少要拿到最
原始的版本去看，再有自己的評論或批評。」
經歷了這樣的一次教育，事事求真的劉學廉在之後
滲透教育界的政治浪潮裏亦能保持理智的分析，並沒
有再隨波逐流，「在該次接觸前，原本覺得那位老師
『好惡』，一直都看起來『好惡』，但其實心地好善
良。當時我們並不認識，是間接因為這件事認識，自
從那件事後，我有關通識上的問題都會問他，日
日如是，『煩』了他3年，覺得其實他『都唔
係好惡』。」時至今日，他和這位老師依
然有聯絡，「多得他，才會有今天的自
己。」
不過，沒有隨波逐流的結果，是同

齡朋友會較少，想起近年政治事件
引起朋友間的撕裂對立，劉學廉感
到遺憾無奈，「好可惜，大家其實
一直無認真坐下來，互相講出自己
的心聲，缺乏理性及良好的溝
通。」

獲工聯會「解鎖」技能 冀更全面助人

冀政府告知港青：這個城市有希望

回 歸 青 年

◆◆ 劉學廉堅持服務社區劉學廉堅持服務社區，，見證香港在國家見證香港在國家
支持下逐步重回正軌支持下逐步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劉學廉接收抗疫劉學廉接收抗疫
物資物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劉學廉在區議會選舉期間劉學廉在區議會選舉期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