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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奔波為弱勢奔波1818載載

香港賽馬香港賽馬會會全力支持全力支持

今年60歲的邵建
波，即將正式卸下工聯會內地
中心副總主任兼廣州中心主任的職位。回
顧他在工聯會服務港人的18載歲月，其精彩程度不亞於一
部長篇小說——陪同嫌疑人犯赴內地自首、大年夜陪港人到
殯儀館火化親人遺體、穿着防護服送封控區港人回港……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
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若干年來他始終使用這一手機
鈴聲，歌詞所唱的恰如他以獅子山精神服務港人的人生寫
照。在他的無私奉獻下，不知有多少港人多了歡笑，少了唏
噓。而邵建波也從最初工聯會一名默默無聞的幹事，成為今
天不少港人口中親切的「波哥、邵主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為港歸長者發聲 推動「廣東計劃」落地

邵建波的工會情結要從父輩那裏說起。早

在解放前，邵建波的父親就從老家肇慶跟着

親戚步行南下香港務工定居，因為在工作中

屢屢受到工會照顧，他自己也從一開始的工

會會員逐漸轉變為工會員工，並一直堅守崗位到退休。在

此期間，邵老先生為了完成工會早晚升降國旗的任務，每

天吃住在工會辦公室，就這樣一直堅持了35年。

「小時候我去父親辦公室探望他，看到幾張桌椅拼起來

就是他睡覺的地方，早上他再把桌椅搬回原位就開始辦

公。」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仍然堅持服務港人，是香港那一

代工會前輩的生活寫照。也正是從小在父親身邊耳濡目

染，讓邵建波明白了自己作為一名工會子弟的責任。

轉職知難而上 孑身離港拓業務
2005 年底，工會前輩潘江偉找到邵建波，告知工聯

會正籌備成立東莞中心，考慮到他曾有在內地工作生

活的經歷，希望他能夠加入工聯會到東莞開拓業務。

彼時的邵建波供職於香港地鐵承辦商，日常職責是維

修地鐵站內電梯，「雖然體力勞動辛苦，但到點就能

下班，工作時間外維修還有加班費，節假日更是三倍

工資。」邵建波坦言，得知工聯會提供的崗位不僅要

長期在遠離家人的東莞工作，每月工資更比原單位少

數千港元時，他有過猶豫。「當時我每月還要供樓，

孩子年紀也小，工資待遇不增反降，這些對我來說都

是挑戰。」

但邵建波心裏明白，自己父親何嘗不是曾受過工會關

照、又反哺於工會的，「如果這個時候我退縮了，就枉為

一名工會子弟。」最終，在父親的鼓勵和妻子的默許下，

2006年1月9日，邵建波背起行囊隻身來到東莞，同年2

月8日，香港工聯會東莞諮詢服務中心正式成立。

「急港人所急，事港人

實事」「不辭勞苦，為民

服務」「港人之家」……

在香港工聯會廣州諮詢服

務中心的接待大廳牆面上，掛滿了港

人自發送來的錦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第一次接觸邵建波

是在2015年7月，當時他剛從惠州中

心調任廣州中心，遇到「廣東計劃」

出現罕見的遲發現象。接到部分長者

求助反映後，他主動聯繫了包括我在

內的媒體記者，希望通過我們的報道

督促香港社會福利署盡快補齊延遲發

放的款項。

此 後 每 每 有 港 人 大 規 模 求 助 事

件，他都會主動聯繫媒體跟進，而

每當我就某些涉及港人的話題向他

諮 詢 採 訪 時 ， 他 也 會 第 一 時 間 答

覆。記得有一次夜裏 11 點，我通過

微信向他詢問「415」香港旅行團井

岡 山 事 故 的 處 理 情 況 。 不 到 5 分

鐘，邵主任就主動回電告知相關進

展，當時他正連夜趕往事發地點處

理後續事宜。

卸任後仍將以義工身份活動
極具責任感又富有人情味，是很多

人對邵建波留下的深刻印象。香港工

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項目幹事葉文

悅說，自己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邵主

任對工作的熱忱和專注。在他的帶動

下，很多年輕同事逐漸成長起來，也

在幫助港人的過程中體會到使命感和

成就感。

已屆花甲的邵建波，將在年底卸任

離職。但他說，服務港人的歷程並不

會就此終結，他還將以工聯會義工的

身份，繼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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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波在廣州中心接訪港人。
◆邵建波在廣州中心與受助港人
合影。

◆邵建波在把賑災物資裝車。

◆邵建波護送羅婆婆返港。

◆◆邵建波邵建波（（左二左二））探訪香港長者探訪香港長者。。

邵建波在把賑災物資裝車。本報廣州傳真

承父志擔起工會子弟責任

2424小時在線的邵主任小時在線的邵主任

為了給年齡在65歲或
以上，選擇移居廣東的
合資格香港老年人，每月
發放現金高齡津貼，以應
付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
要，香港特區政府於2013
年 10月起實施「廣東計
劃」。某種程度上，「廣
東計劃」的成功落地，也
離不開邵建波等工聯會員
工的努力。
在「廣東計劃」和
「福建計劃」推行之
前，每年港歸長者群體
中都有超過200人因無法繼續負擔在內地
生活和就醫的費用，只能經工聯會員工護
送回港住進養老院。
時隔15年，提起佛山三水港人個案的

羅婆婆，邵建波依然聲音哽咽。「羅婆婆
是一位90多歲的『自梳女』，年長無力
工作後帶着積蓄離開香港獨自到佛山養
老，後積蓄耗盡，無奈之下其所在養老院
通過網上搜索聯繫到工聯會，希望我們護
送羅婆婆返港。」
在邵建波的記憶中，羅婆婆是一位自尊

心極強的獨立女性，一直為麻煩到他人而
內疚。2008年冬天，邵建波
推着輪椅送羅婆婆過關，

誰知一過羅湖橋，羅婆婆
就情緒崩潰，「我為什麼
要那麼長命？我為什麼不
早點死掉？90多歲了還要
麻煩別人！」一邊大聲自
責一邊用手裏的枴杖砸自
己腦袋，突然發生的意外
讓邵建波十分動容，他趕
緊奪下羅婆婆的枴杖勸
慰，「回到香港，特區政
府會照顧你的。」也是在
那一刻，邵建波下定決
心，要盡己所能幫助港歸
長者群體。

一年後，羅婆婆在香港的安老院終老，
「那時候我明白了這份工作的意義有多重
要，也明白了我當初的選擇沒有錯。」在
之後的工作生涯中，邵建波多次代表工聯
會向特區政府及媒體公開呼籲，落實「廣
東計劃」並擴大醫療券試點。民有所呼，
政有所應，2022 年，特區政府決定將
「廣東計劃」再次推行一年，大灣區多個
內地城市也相繼出台了讓香港長者享受免
費公共交通、醫保報銷等政策。

2006年，剛入職工聯會的邵建波，就被分配到香港工聯會東莞諮詢服
務中心（下稱「東莞中心」），參與中心成立
的相關事宜。談及在東莞印象最深刻的求助案
例，邵建波記憶猶新。
2007年 6月，東莞中心接到港人鄧女士求
助，其丈夫李先生駕駛兩地貨櫃車在東莞發生
交通事故，導致一路人遇難。當時李先生已被
刑拘三個月，其間鄧女士找所謂朋友幫忙「疏
通」，卻被先後騙走7萬元人民幣，李先生所
在的運輸公司亦拒絕墊付律師費，走投無路之
下才輾轉找到工聯會。

「多接一通電話，都是在拯救人命」
「見到鄧女士時她已經非常絕望，甚至一度
表達出要與運輸公司魚死網破的念頭。」邵建
波了解情況後，不僅幫鄧女士找到願意免費為
李先生出庭辯護的律師，還通過元朗地區服務
處為鄧女士申請到3,000港元的緊急援助金，最
終李先生在律師的辯護下，獲刑一年三個月。
李先生刑滿出獄那天，一家三口專程趕到東

莞中心感謝邵建波，「還一定要讓孩子認我作
乾爹。」邵建波也是在那天才知道，鄧女士有
天夜晚向老鄉借錢被拒後，是帶着年幼的孩子
在9樓天台給自己打的電話，「如果那天我沒
接到電話，或者沒在電話裏安慰她，她可能就
帶着孩子跳下去了。」從那之後，邵建波的兩
台手機再也沒關過機，「那之後我意識到，有
時候多接一通電話，都是在拯救人命。」

鼓勵勸說穩定嫌疑人情緒
2008年元旦剛過，東莞中心接到港人吳先生
求助，吳先生稱其兒子小吳於2006年5月在東
莞某鎮夥同一內地人入室打劫，當場導致一死
一傷。事後小吳劫得部分財物偷渡回港，在藏
匿期間，父子二人花光了數十萬元積蓄，惶惶
不可終日。考慮再三後，吳先生決定勸說兒子
回內地向公安自首，爭取從寬處理。
「在與吳先生溝通過程中，我了解到小吳雖
然決定自首，但內心還有些猶豫，吳先生也希
望我能夠去他們家裏與小吳單獨談一談。」此
時邵建波已在東莞中心工作三年時間，處理過
港人求助的大小瑣事，辛苦點麻煩點難不倒
他，但這次要面對的是「殺人犯」，他心裏仍
有些猶豫，「要去到他們家裏單獨見面，如果
小吳臨時反悔，我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是不
是會有生命危險？」
最終，邵建波說服了自己，「雖然小吳是殺
人犯，但他也是港人，自首又是正確的選擇，
解決港人的求助，是我的責任」。為了穩定小
吳的情緒，增強其回內地自首的決心，也為了
弄清事情真偽，邵建波專程回港去吳先生父子
家裏與他們見面詳談。談話期間，邵建波一再
勸說小吳，根據國家法律法規，犯案後能夠主
動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可獲得減刑或從輕
處理。
在邵建波的不斷勸說和鼓勵下，小吳決定在同
年2月下旬投案自首，但彼時香港與內地警方尚
未有相關條例，也未有先例可借鑒。經多方溝通
後，決定由邵建波從香港帶着小吳過關入境，再
交由在口岸接應的東莞警方接收。「當天我
放下東莞的工作，提前返回香港接上
吳先生父子，帶着他們從羅湖
口岸過關入境，在

成功過關見到對接的東莞警方那一刻，我才鬆了
口氣」。邵建波坦言，整個陪同過程他都精神緊
繃，擔心會出什麼簍子，「好在一切順利，我也
算為香港做了一件好事」。

港團內地遇事故 調解半年用真心換認可
還有一個事件，邵建波印象非常深刻。2017

年4月15日，一個三百多人的香港旅行團在井
岡山旅遊，因景區木板橋塌陷，造成二十多名
港人受傷。當時已調往廣州中心的邵建波，第
一時間趕赴當地醫院了解情況，並探訪慰問傷
者和親屬。「剛到現場時，港人傷者和家屬的
情緒都非常激動，當了解到我希望幫助他們與
當地政府及景區進行調解時，更是指着我破口
大罵。」邵建波坦言，自己雖然也十分委屈，
但卻很理解傷者的心情。背負着不屬於自己的
罵名，他堅持協助部分傷勢較輕者乘坐救護車
返港治療。
在接下來半年多時間裏，每當周末空餘時
間，邵建波就從駐地廣州返回香港，召集傷者
家屬討論賠償調解事宜。「我還記得當時是在
九龍灣地鐵站A出口的天橋過道旁，因為大部
分傷者家屬都住在那附近。」正是在一次次掏
心掏肺的勸說討論中，傷者家屬們也感受到邵
建波為他們爭取權益的真心。最終在2018年1
月26日，「415」井岡山事故中的所有港人傷
者均與當地政府達成賠償協議，事件得到圓滿
解決。「當初在醫院對我破口大罵的那位港
人，還專程來向我道歉，我並不責怪他，其實
我也很感謝他對我的理解。」

20242024年年11月月252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1月25日（星期四）

2024年1月25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