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五年走过的路(轩辕教育基金会 2006 年度工作汇报) 

  

    进入 21 世纪新时代之春, 轩辕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在香港诞生了。本基金

会得到中联办和香港以及海内外社会各界的支持，经香港特区政府批准注册成为慈善机构。

全体同仁秉承本基金会"发展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振兴中华"的宗旨，肩负历史之使命，迎

接新的机遇和挑战，以只争朝夕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斗了五个春秋。我们的力量

虽然很小，但总算尽了绵力。藉此谨向大家汇报我们做过的事，走过的路。  

一、协助公务员学习普通话 促进两地文化交流  

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需要有一段较长的磨合期，这是客观存在的。大陆来港

游客、商旅人士、公干人员日益增多，而香港公务员的大多数，尤其在大街上执勤的警务人

员，不懂得普通话，难以沟通，直接有碍交流、了解，以至有碍工作，甚至会出现未能领会

对方说话而造成严重后果，更难以加深对祖国的认识。面对这一现实，本基金会同仁与警务

督察协会的朋友都甚有同感，一致认为应设法创造条件让公务员逐步提高听说普通话的能

力，合作开展以自愿、自费、自假的形式让纪律部队及其他公务员参加广州暨南大学驻校普

通话培训班学习。从 2002 年开始，几乎不间断地每月举办一至二期培训班，每期历时一周，

一期（班）20-30 人，至今共举办了 72 期，参加学习人数共达 1800 人。从 2003 年开始，

我们又在北京大学以类似的形式举办了四期"国情讲习班"，参加学习的亦有 80 多人。分别

参加两类不同培训班的学员，按照学校规定完成学业者，毕业时都获得该所大学颁发的学业

证书，成为该所大学的校友。参加过上述培训班/讲习班的学员普遍认为: 参加这类培训班

是自我提升价值的良好管道，也是响应政府提倡终身学习号召的积极行动，对个人、对工作

都有利，而且也可以增加对祖国了解，增进对祖国的感情。这是实践本会宗旨的初探。  

经过近四年多的努力，自愿参加暨南大学学习普通话培训班的人数众多，如何令同学们

日后保持联系，不断学习新内容？在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廖洁明先生的倡导下，组建起"

暨南大学香港警察同学会"，为同学们继续学习中国文化搭起宽阔的平台，对弘扬中华文化

说来，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二、开展艺术、教育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  

本基金会名誉会长赵世光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香港名画家，他与本会部分领导成员应湖南

湘潭邀请出席第一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湘潭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大师齐白石的故乡，湖

南省政府在湘潭市举办首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得到国家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不少外国

艺术界之知名人士及各国驻华使节，都踊跃出席这一盛会。赵世光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创

新岭南派画家，而且是很有爱心的教育家，他身兼多所大学的教授，又在国内各农村捐建了

多所中、小学校。他在湘潭韶山捐建的一所中学当时正值在建中，为了扩大捐资助学资金的

需要，便藉出席艺术节的机会，同场组织赵世光个人画展,即席挥毫义卖画作。这都是落实

本基金促进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举措。  

我们开创了轩辕未来学人培育计划。从 2005 年秋至今,本会与湘潭市侨办联合主办了湘

潭学生访港交流活动, 有两批中学生、一批大学生,合共 85 人,开展轩辕未来学人培育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内一些中学和大学里挑选具有德、智、体、群、潜质的学生与香港的中学

和大学及相关的部门、专业人士进行多元性的交流活动, 效果甚佳;我们还将资助 20 名经济



 

有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轩辕未来学人培育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实现轩辕教育基金

会宗旨的重要组成部份,以求通过多元性的培育,把轩辕未来学人培育成为弘扬中华文化为

己任的真正"轩辕学人"。  

三、客观认识国情 协助发展农村教育  

我们与香港同胞、政府公务员在南方大都会广州暨南大学和首都的北京大学进行考察和

接受培训，认识到祖国的文化底蕴的深厚，有责任加以继承，进而发扬光大。我们同时认为，

有必要认识祖国农村的另一面，协助农村发展教育。多年来，同仁们与善长们一道，奔赴祖

国大江南北，先后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考察，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部分农村由

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依然贫穷落后，这些地区经济未能得到发展，因而教育也就甚为滞后，

那里的中、小学校的硬件、软件都甚为薄弱，需要逐步加以改善。为此，我们协同友好团体

和善长仁翁贡献爱心，捐资建校，并扶助经济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学子继续上学。至今，己在

粤西北、广西、湖南、江西、河南、河北、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

宁等十三个省（区）捐建了 46 所中、小学校（其中 36 所学校是与友好团体共同完成的），

另捐建了一所福利院,资助面临缀学的 29 名大学生、9 名中学生继续上学;同时,在 24 间中、

小学实行助学、奖学、奖教计划, 使 1,325 名学生直接受惠,110,250 村民间接受惠。在推

动发展农村教育的实践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需要有人才, 要

造就人才，唯有发展教育-─教育是提高国民知识水准、科技水准，进而发展经济，全民实

现"小康"、富民强国，这是真正达到盛世中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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