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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武藝操大賽 700學生切磋

甘棄年薪百萬「包二代」承父業
科大校友勉學生升學「睇興趣」讀咩專業同做咩工作無直接關係

2024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已全部

完成，考生們正加緊籌劃升學出路。香港

科技大學近日邀得校友、來自長洲平安包

老字號餅店郭錦記第二代傳人郭宇鈿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分享他於大學階段多次

轉系，又因海外實習而多讀一年；在金融

業打滾十多年後，毅然放棄金融業年薪逾

百萬的高薪厚職，決心接手退休父親家族

生意的故事。他認為，在大學時代學會最

寶貴的是「凡事皆可為」精神，使其勇於

轉換跑道，屢次為家族老字號帶來創新。

他寄語學生們升學時應從興趣出發，「畢

竟有很多人讀的學科，跟日後工作並無直

接關係。」亦無須為「多讀一年」而苦

惱，只因回頭看來這並非繞了遠路，而是

比別人有更多學習和收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長洲餅店郭錦記創辦迄今超過40年，其第二
代傳人郭宇鈿自幼在島內讀書成長，雖然高

考成績算不錯，但因中小學時都以中文上課，升
讀港科大之後，面對全英語授課環境大感挫折，
惟他並無放棄，經常在宿舍秉燭夜讀至凌晨3
時，早上9時再去上課，「人家讀一個鐘，我就
讀兩個鐘，那時算是『死讀爛讀』吧，但也因此
練就出『凡事皆可為』的精神。」最終他從大二
起，成績重拾正軌。

讀書曾轉科 屢作新嘗試
郭宇鈿在科大時亦不斷作出新嘗試，由最初入
讀機械工程，一個學期後發現不太適合轉到電子
工程，又意猶未盡再申請雙學士學位，同時修讀
計算機工程。
他特別提到，當時三年制課程自己卻讀了 4

年，原因是臨近畢業前，申請了到德國的電訊公
司實習半年。

畢業後，郭宇鈿先於一家銀行從事IT工作，其
後「向錢看」轉往金融業發展，一直打滾了十多
年，「直至有天聽見父親打算退休，才驚覺自己
不願餅店就此結束，於是萌生接手念頭。」
子承父業在他人眼中也許是個美好故事，現實
卻是父親帶頭反對，「因為當時我嘅工作很不
錯，人工跟餅店差天共地。除咗錢還有時間因
素，因為飲食業大時大節就係最忙的時間，工作
同跟家人相處難免要作取捨。」最終他以辭職方
式「先斬後奏」，結束與父親長達兩年的拉鋸，
2017年起正式成為餅店第二代傳人。
被問到目前打理生意能否應用昔日大學知識，

郭宇鈿說：「如果說工程、電腦等硬知識，是否
用得上確實係問號，但更重要嘅係待人接物，邏

輯思考，分析，解難能力等軟知識。」他認為學
生無論在任何學科畢業，更重要的是要取得踏人
社會的「入場券」。

「遲畢業」不重要 大學生活更精彩
郭宇鈿寄語應屆考生們選科時不妨從個人興趣

或強項出發，「事實上身邊好多朋友同行家，就
讀科目跟家嘅工作並唔相關；我自己回頭看，
當初係3年或4年畢業也不太重要，甚至覺得多
了一年的大學生活相當精彩。」
除了到德國實習，他亦有以交換生身份到北京

清華大學交流，「我好相信『讀萬卷書亦要行萬
里路』，即使係遲咗畢業，但得着嘅卻比其他人
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每年長洲太
平清醮舉行期間，郭宇鈿都特別忙碌，只因
餅店主力製作平安包，近年更不斷推陳出
新，為傳統文化注入新動力。被問到今年將
會加入何種新元素，自認一向搞作多多的郭
宇鈿卻指，今年的平安包沒有新突破，只因
心力更多地投入到開辦工作坊，期望以此推
動更多市民認識平安包和太平清醮等傳統文
化。
「讀書時我放學後都會回餅店打雜，哪怕
是後來工作，每年我都會最少請一星期假回
去幫助。」他分享自己從小到大都在餅店工
作，對它有一份情意結，過程間也發現到平
安包的各種商機，「我好記得在大學畢業初
期，好幾年都有唔同客人問我：『可唔可以
自己蓋（平安）印？』」於是他對平安包的
第一項搞作，就是製作「平安印」，而在接
手餅店後，成功與知名日本卡通品牌合作，
推出可愛卡通造型的平安包，開拓年輕人市
場。
至於今年，郭宇鈿希望將更多精力集中發
展文化教育工作，他解釋說，長洲太平清醮
的熱度近年似有呈跌勢，「大家好像覺得無
太大新意，看來看去都是那些。作為長洲人
和老字號負責人，我特別希望在推動非物質
文化遺產方面多做工作。」
因此，他去年9月起舉辦平安包工作坊，讓
旅客、學生等不同群體親手製作平安包，亦
會從中介紹相關歷史典故，截至上月已錄得
約2萬人參與，日後會進一步擴展，加入如月
餅等更多節日食品，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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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楠）中國文化源遠流長，
武術更是國粹之一，為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馮
燊均國學基金會主辦，中國武術國際學院承辦的「武
藝校園計劃『感恩盃』校際武藝操大賽」昨日舉行決
賽及頒獎禮。今年除了武藝操外，比賽更新增了棍
術、太極拳、五形拳三個項目，吸引了共42所先導學
校參與，包括特殊學校和國際學校，合共超過700名中
小學生切磋武藝。參加學生在傳統文化薰陶下，以武
藝強體魄，武藝健身心，武藝強志氣，將最光明的
精、氣、神獻給香港和祖國。

中五生：感受兩地聯繫增歸屬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的李澤琛在男子中
五組武藝操比賽中奪得了冠軍。自去年參賽並屈居亞
軍後，他今年再度參賽，在不懈的努力下終於獲得了
冠軍，這使他非常激動。他對武術文化的興趣源於他
對武打明星李小龍和成龍的喜愛，這些電影在他童年

時期種下了成為武術大師夢想的種子。
李澤琛表示，香港作為國家文化傳承和推廣的「福

地」，在此學習武藝操讓他能夠感受到國家和香港之
間的聯繫，一招一式中融合了兩地文化情懷，讓他更
加有歸屬感。
至於在小學組奪得一等獎的小一生許曼玲來自嗇色園

主辦可銘學校。儘管她年紀細細，卻懷着遠大的大俠
夢。「我覺得武藝操『好型』，想自己可以做武林高
手，於是開始練習武術。」面對眾多競爭對手，她從未
怯場，而是在同學們的鼓勵和支持下，呈現出充滿力量
的武藝操表演，最終順利得獎，她感到非常興奮。
可銘學校的帶隊老師黎雪明表示，學校今年首次參

加武藝操比賽，能在現場看到數十間學校共同參與，
大家一起表演同一套動作，這種氛圍非常鼓舞人心。
她認為武術作為中國的國粹，每一拳、每一招、每一
腳都體現了中國文化技擊的傳承，孩子們透過武藝操
能夠強身健體、集氣養氣，同時也提升自信心。

為令市民享有更
優質公共服務，近
年建築署為各部門

興建多座新政府大樓，包括啟德發展區的稅務
中心、將軍澳入境事務處總部等。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建築署多個項目於
去年共奪得逾百個獎項，涵蓋國際設計、綠色
建築等，屢獲肯定。她表示，建築署預計今年
將有30個工程項目陸續完成，包括政府綜合大
樓、公共泳池重建項目、學校及社區健康中心
等，並會繼續秉持以創新思維及以人為本的理
念出發，為更多項目注入新元素。
如位於啟德發展區的稅務中心於2022年底啟
用，是首座政府建築採用創新的斜玻璃幕牆設
計，可減少眩光對附近環境的影響。項目亦採
用了多項可再生能源技術及環保設計，獲得綠

建環評新建建築最終金級認證，其中辦公室的
能源消耗量更降低約35%。
建築署亦正密鑼緊鼓進行多個工程項目，包
括設有300個座位、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油
麻地戲院。建築署已於2022年展開第二期工
程，興建一座樓高6層的建築物提供排練設施
及附屬設施，強化油麻地戲院作為培育粵劇新
秀場地的功能及推動本地粵劇發展，工程預計
於2026年完成 。
「Weaving Love」是香港首個使用3D金屬

打印技術的大型試點作品，坐落於將軍澳入境
事務處總部的「婚禮花園」，大樓的婚禮禮堂
預計今年6月底投入服務。據承建商估算，3D
金屬打印技術對比傳統建築方法可減少逾八成
材料浪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建築署料年內30工程陸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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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在灣區台胞在灣區官員有官員有SaySay

南區關愛隊於2023年4月30日率先起動，轉眼一年過
去，我們一直透過主動接觸和廣泛宣傳，與居民建立緊密
的聯繫網絡，挨門送暖，遇事施援，讓關愛傳遍社區。
南區關愛隊17小隊已探訪及接觸超過5,000個長者戶

及約6 ,000個其他有需要住戶，包括低收入住戶、劏房
戶、漁民、長期病患者等，與他們建立聯繫，更為小區
有需要的人提供約1,500次家居或其他支援服務，包括簡
單家居維修和清潔服務、健康講座、舊衣捐贈回收、長
者智能手機支援教室、中醫義診檢查等。上述約1,500次
服務包含1,000宗求助個案，近九成個案都是由居民主動
尋求關愛隊協助，居民對我們的信任，是推動關愛隊前
進的動力。
南區關愛隊同樣無懼風雨，在緊急情況下，第一時間

走在社區第一線為居民提供支援。隊員都難忘去年暴雨
襲港期間的石澳撤離行動。當時山泥傾瀉和路陷一度令
石澳道全線封閉，通訊網絡亦受暴雨影響。在關愛隊總
指揮鄭港涌專員的帶領下，隊員分頭購買乾糧、食水等
必要物資，並循水路往石澳提供支援，其他隊員則於臨

時庇護中心協助入住者。翌日更前往石澳村、鶴咀村及
大浪灣村，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同事協助村民清理暴雨過
後路面，以及沙灘上的垃圾、淤泥及雜物。除此之外，
關愛隊於去年黃竹坑水管爆裂及石排灣邨碧朗樓緊急暫
停食水供應等不同突發事件，均展現出色緊急動員和應
變能力。
雖然我們在過去一年中累積了多次處理緊急事故的經

驗，但為了更好地服務居民，我們仍然積極裝備自己。
隊員參加了由南區民政處和消防處合辦的「『擊活人
心』—心肺復甦法及自動心臟除顫器課程」，是全港
首隊關愛隊成為「救心同仁」；亦參與了由南區民政處
和其他政府部門於香港仔郊野公園、石澳、大浪灣及薄
扶林舉辦的不同演習，做到未雨綢繆、有備無患。

辦逾300活動 惠及3萬人次
我們不單身體力行服務社區，在過去一年亦提供及舉

辦超過300項多元化服務及活動，涵蓋國民教育、政策
宣傳以及大型地區節慶活動等，已有3萬人次受惠。舉

辦的活動照顧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參加者，各適其適，
包括為婦女舉辦的三八婦女節同樂日；為長者舉辦的智
能電話小教室、義剪日；為青年舉辦的暑期歷奇成長
營、升學資訊及生涯規劃講座；為漁民舉辦的清潔海岸
體驗日、「漁港三防」講座；為學童舉辦的餐桌禮儀工
作坊、共融體驗工作坊、桌上遊戲學習理財等。
我們亦積極與其他機構/組織合作，攜手服務社區。
今年1月，關愛隊聯同南區區議會展開歲晚關愛大行
動；3月，全部17小隊亦參與了社會福利署為期一年的
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為有需要的長者和照顧者
提供適切的支援；另外，我們也善用地區資源和力量，
利用關愛隊的網絡與不同機構合作為居民舉辦活動和為
隊員提供培訓。
未來一年，我們會堅定地做好關愛工作，並將一如既
往站在服務社區的最前線，繼續秉持「南區關愛隊，用
心為社區」的信念，發揮「民政幫到你」精神，與不同
機構/團體攜手並肩，結合政、商、民三方力量，提升
南區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建設更美好的南區，為完
善地區治理作出貢獻！

◆南區關愛隊聯席副召集人 彭兆基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一載密密送暖 關愛傳遍南區

◆南區關愛隊舉辦長者義剪日，為有需
要的長者理髮。 作者供圖

◆李澤琛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艾力 攝
◆奪得小學組一等獎的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學生們在比賽時展
現武藝操。 學校供圖

◆「感恩盃」校際武藝操大賽吸引逾700名
中小學生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建築署於2022年為油麻地戲院展開
第二期工程作出改善及增加戲院可用空
間。圖為構想圖。 網誌圖片

◀ 位於啟德發展區的稅務中心，是首
座政府建築物採用創新的斜玻璃幕牆設
計。 網誌圖片

◆郭宇鈿寄
語學生們在
選擇升學出
路時應從興
趣出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姬文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