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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國家由聯合國受惠者成捐贈者 陳馮富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陳馮富珍於 2017 年 6 月卸任世界
衞生組織總幹事一職後返港，除擔

任全國政協常委外，還獲任為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衞生
與健康學院首任院長。不過，近年她已漸漸淡出、回
歸家庭。

冀讓青年知道國家成就來之不易
日前，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邀她接受專訪，深居簡

出的她起初客氣婉拒，她解釋並非「耍大牌」，而
是擔心自己年紀漸長，表達起來會辭不達意。

不過，國慶 75 周年意義重大，她基於對國家的熱
愛，最終答應接受訪問，但強調只答兩條提問。然
而，話題一打開，即勾起她許多回憶，她說有許多
話想講、許多見聞想分享，特別是要讓香港年輕一
代知道國家今日的成就得來不易。聊着聊着，不知
不覺一個小時已經過去。

賀國慶意義重大 電話訪問逾1小時
記者手記

欣喜國家脫貧達標
醫療水平不斷提升

祖籍廣東順德的陳馮富珍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外表洋化，內裏卻心繫祖國。在
港出生的陳馮富珍兒時經常見母親大包小包把物資寄往家鄉接濟內地親友，愛國
情懷也在小時候的家教中一點一滴累積。
她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述，首次踏足內地是40多年前，跟隨「健康快

車」以志願者身份到訪廣西省百色市，「其時來求治白內障的病人絡繹不絕，仔
細一看，大部分患者都是穿起闊袍大袖而來，感覺衣不稱身。」細問之下，她才
知道患者家裏窮得買不起衣服，只好將全家唯一一件較體面的衣服輪流供家人穿
上外出，大人小孩都靠該件襯衣「見人」，難免會出現衣不稱身。這景象亦令陳
馮富珍心酸，「從那一刻起，我下決心要協助國家走上脫貧之路。」
轉眼數十年，內地經濟騰飛，人民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記憶猶新的是
2015年在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在會議上承諾要令中國人民過上美好
的生活，我聽罷又驚又喜，聽見國家決心要帶領中國十幾億人民脫貧，內心非常
興奮。」中國人下定決心要做的事，無論多難也有辦法兌現，中國式的滅貧速度
更是前所未有地快，「相比聯合國第一個扶貧的目標，中國提早10年達成目
標。因此，中國的減貧是全世界公認了不起的成就。」

醫院大膽創新 推「打包收費」惠病人
她亦見證內地醫學衞生水平不斷提升。上世紀九十年代，她有一次到故鄉順德
公幹，特別提出想到當時新建成的醫院參觀，還走進病房了解情況，發現當地醫
院的設備、醫療水平已大為提升。20年後，她應邀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考察，發
現內地醫療水平十級跳。她當時了解到，該院為醫療改革落實許多大膽的措施，
例如世界衞生組織一直希望推動的「打包收費」，即是按病患的種類收費，包括
診症、床位、手術、藥品等，且有最高限額，當時港大深圳醫院已經開始探索。

●圖為 2023年8月5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央省的一個村莊裏，第十二批援巴新中國醫療隊副隊長、新生兒
科副主任醫師劉振球為一名小病人聽診檢查。 新華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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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世界衞生組織前總幹事陳
馮富珍表示，我國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

贏盡人心，正是在國家大力推舉以及國家「軟
實力」加持下，她於2006年擊敗墨西哥、日
本、西班牙和科威特等國候選人，以24票比
10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世界衞生組織第七任總幹
事，是該組織歷屆總幹事競選中得票最多的一
次。
她語帶感觸地說：「而我們國家也曾經歷一
窮二白，改革開放之後一步一步邁向小康。經
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
代。今天中國能如此強大，全是中國人民自強
不息的堅毅成果，我也感到無比驕傲和自
豪。」

回顧任職世衞總幹事 瘧疾死亡者減半
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加上她在公共衞生
領域的專業知識，陳馮富珍帶領世衞打過多
場抗疫戰。回望在世衞擔任總幹事的 10 年
裏，任內全球死於瘧疾、愛滋病的人數減少
一半；截至2015年，全球兒童死亡人數首次
回落至 600 萬以下，與 1990 年相比減少了
50%；結核病等的患者人數大幅減少。
人類與病毒、疾病的戰役從來只有開始，卻
永無休止，面對看不見、嗅不到、摸不透的疫
情，治療方案千變萬化，不一定只有西方醫學
才行得通。她表示，在無數抗疫戰中，我國從
不間斷地加強與各國政府及世衞合作，積極承
擔國際義務，為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衞生防
疫事務貢獻更大力量，既造福世界，也推動我

國的衞生防疫工作與世界接軌，福澤地球村的
人民。
她舉例，2016年5月，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

（上海）成為首批通過世衞認證評估的中國應
急醫療隊。翌年 5月，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
（廣東）成為第二批通過世衞認證評估的應急
醫療隊。她向香港文匯報盛讚內地醫療隊表現
卓越，最難忘的是西非三國抵抗伊波拉病毒
時，內地醫療隊隊員工作認真、每個環節都一
絲不茍，是唯一沒有工作人員受感染的醫療
隊。

無私援助第三世界 派物資抗伊波拉
她說，我國堅持的「命運共同體」外交信
念並非口號，而是說得到、做得到，展現大
國擔當。2014年伊波拉疫情在西非幾內亞爆
發，翌年全球確診個案激增，中央政府當時
向第三世界國家送贈大量物資援助，包括口
罩、防護衣及檢測包等。
她憶述：「記得之後在世衞會議上與西非三
國代表碰面時，他們連聲感謝中國的無私協
助。事實上，在傳染病面前，全球都要合作起
來，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掌舵世衞十年，陳馮富珍比普通人多了一
份國際視野，多了一份格局感。她說：「在
聯合國開會時，我講得最多的一句就是
『Walk your talk』（言出必行），我們國家
為了保護世界和平，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尋
找共同發展，扮演一個積極者和貢獻者的角
色。」

●陳馮富珍回望在世衞擔任總幹事的10年間，全球死於瘧疾、愛滋病的人數
減少一半。 資料圖片

人道工作者人道工作者：：與受助者協調解難與受助者協調解難
「「中國方式中國方式」」獲肯定獲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在國際人道主義工作領域，中國
人的面孔曾經是稀缺的；隨着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等實力增強，中
國人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來自香港的紅十字
國際委員會區域前主管葉維昌，就是這一變化的見證者和參與
者。從四川汶川地震災後重建2009年開始，他就開始投身人道工
作，2011年加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足跡遍布非洲、中東等地
區。
葉維昌表示，過往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工作的中國人為數不
多，但不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人的信任度高，原因是中國人
「中庸之道」處事手法獲肯定。有一次他在東南亞國家處理社
區衝突的經歷，當地一位市長對他說：「你和傳統的歐美人道
主義工作者很不一樣，歐美人士經常來罵我們，其實解決不了
這件事。」
相比之下，葉維昌採取的方法是盡量與受助者找到共同可
以協調解決事情的方案，「既可以令對方有下台階，也可以
解決市民群眾的問題。」

受助者指歐美作風慣指指點點鮮協商
他認為，這種處事方式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當地同事（人道

主義工作者）和群眾都會說，以往歐美的朋友來，他們會
指指點點，很少會一起找共同方案去協商處理。」

中式「大局觀」助營救人質
除此之外，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大局觀」也影響着葉維

昌。他曾在阿富汗參與一次營救行動，目標是從塔利班手
中解救被綁架的35人。葉維昌試圖以一種協調的方式處理
矛盾，尊重各方的利益和顧慮，但同時表達他作為人道主
義工作者的態度，「以救援立場，我們希望帶走所有
人。」
最後，在互讓互諒下，葉維昌成功營救出所有被綁

者。事後他回想：「雖然當下並不標榜自己以中國人的
方式解決問題，但這種尊重各方利益的大局觀思想，的
確在救援行動中產生深遠影響。」
隨着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葉維昌也注意到第三世界國

家對中國人的期待有所改變，「今天我國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不
再一樣。」
他說：「我國運用影響力，與鄰近的亞洲國家攜手為很多國

際議題提供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國力的增強，以及國人

特有的處事之道，在聯合國、國際人道主義工作組織、國際勞
工組織中，能見到愈來愈多中國人的身影。「香港作為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對外的窗口，希望更多香港青年發揮優
勢，未來在國際舞台扮演中外溝通的橋樑。」

●葉維昌（中）2011年加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足跡遍布非洲、中東等地
區。 受訪者供圖

掃碼睇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年以來，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

開展經貿、文化等對外交流，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對

外開放基本國策，與世界良性互動、共同發展，在國際舞台

貢獻中國方案。在這時代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前署

長陳馮富珍問鼎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見證國家「和平發

展」的外交理念是全球人心所向。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

際，她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自豪地表示國家勇於擔

當，展現大國風範，在全球大大小小的衞生危機下，國家義

不容辭第一時間派送物資，並派遣醫療隊抗疫，其中在西非

三國控制伊波拉疫情，內地更是唯一沒有工作人員感染的醫

療隊，「國家已由當年聯合國受惠者，一躍成

為最大捐贈者之一，顯示我們中國人懂得感

恩、回饋。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