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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誌慶  大會資訊銀
鶴山市海外聯誼會(前稱世界鶴山鄉
親聯誼會)創立於 1999年，今屆剛好
是銀禧之慶，為了配合時代的轉變， 
今屆聯誼會將在多方面嘗試，其中之
一是邁向數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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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世鶴銀禧  香港見證

讓世界認識鶴山  讓鶴山貢獻世界
第八屆鶴山市海外聯誼會執行會長麥炳球

1999年 3月 29日，香港鶴山同鄉會舉辦了第一屆「世界鶴山鄉親聯
誼會」，後來我們再於 2008年舉辦第四屆，這兩次均在鶴山舉行。睽
違 16載，今年又再擔起籌辦聯誼會之重任。

世鶴與香港之緣
今次是復常後首次舉辦，更值得紀念的是，這次既是第八屆，亦剛剛
好是聯誼會銀禧之年，同時亦是第一次在香港舉辦。

作為東道主，我們希望藉此說好香港故事，說好家鄉故事，以及做好
同鄉會擔當聯繫人的角色。順應時局的變化，我們調整了聯誼會方向，
在維繫海內外鄉誼之餘，也是探討如何更好地融入大灣區、配合國家
發展的好時機。就以上目標，我們定了今次主題為「讓世界認識鶴山，
讓鶴山貢獻世界，發揮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正待騰飛的鶴山
鶴山市算是內陸城市，地理位置未必比得上其他大灣區城市優越，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盡量善用今
次聯誼會這個平台，向參與這次活動的香港及國內外鄉親及嘉賓朋友們，展現及推介鶴山市最新、
最吸引、最具商機的重點。隨着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橋與及高速公路網的建立，位於大灣區內的
江門及鶴山市工業發展潛能大大提升，兩地去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 )均攀上突破性的新台階。

 「超級聯繫人」優勢
作為大灣區內一個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 
專業服務享譽全球，加上「一國兩制」這獨特優勢，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擔當着重要的超級聯繫人
角色；一方面促進和支持灣區內經濟發展，同時亦惠及大灣區內的優勢產業，以香港所長，服務
國家所需。香港鶴山同鄉會十分希望能做到助力祖國與世界的連接，協助推動科技發展。

今次的籌備工作，我們已善用香港的方便，以數碼化科技和通訊平台，在短短兩個月內迅速地聯
繫到東南亞、美加及遠至中南美州的十多個海外鄉親組織，並透過科技蒐集和更新其資料，載於
此特刊內。

共建鶴山新動力
至於香港鶴山同鄉會，它是否也能作出推動或分擔上述的超級聯擊人角色呢？我們相信答案是正
面的！這是因為香港鶴山同鄉會的會員不乏香港商界精英，業界翹楚及資深專業人士。

齊心就事成！讓我們一齊推動鶴山市成為大灣區內強而有力的經濟新動力！

執行會長麥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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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今年是我會(香港鶴山同鄉會)承接舉辦「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原稱 「世界鶴山鄉親
聯誼會」)的好年頭。際此盛會，群賢畢至，海內外鄉親雲集香江，屆時必鄉情濃溢，熱鬧非常。

成立之寄語 鶴山通世界
回緬當初，我會時任理事長馮業昌先賢於 1997年在我會理監事會議上，首倡成立「世界鶴山鄉親
聯誼會」，藉聯繫散居海外鶴山籍人仕，以促進家鄉大同社會繁榮事業。此議隨即獲大家一致贊
成，立案執行。隨後，馮理事長幾經辛苦透過關係，聯繫上旅居世界各地的鶴山會館、同鄉會、
社團及個別鄉賢，歷經三年奔波勞累，最終醞釀成熟，遂於 1999年 3月 29日於鶴山市體育館宣
告成立。當年大會橫額寫上「讓世界認識鶴山，讓鶴山走向世界」的標語，白字紅布，字字鏗鏘， 
擲地有聲，明確清晰，盡展大會的宗旨和任務。當日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澳洲、
美國、加拿大及港澳等國家和地區的四百多位鶴山鄉親代表出席了成立大會。我會理事長馮業昌
先賢被推舉為首任執行會長，其在任期間努力推行會務，秉承大會宗旨，凝聚鄉誼、溝通信息、
共謀福利，促進各地鶴山社團的會務活動，促進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友好聯繫和事業合作，促進鶴
山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並取得豐碩成果，為鶴山市海外聯誼會打下穩固基石。

耕耘廿五載 收成遍社稷
物換星移，時光流逝，回顧過去 25年，家鄉已是「舊貌變新顏」。聯誼會在各屆執行會長努力推動，
鶴山市委、市府領導具體指導及海內外各熱心鄉賢支持下，會務得以順利展開，並取得豐碩成果：
如廣宣鶴山地理優勢，協助鄉親回鄉投資設廠(香港鄉親是領頭羊)，促進家鄉經濟持績發展，聯
繫海內外鄉親集資籌建學校、醫院、安老院、修橋築路、扶貧助學及金錢捐獻等等，都深得家鄉
市民稱讚嘉許。在凝聚鄉誼工作上，組織回鄉旅遊團，舉辦啖荔、龍眼、品嚐家鄉風味，安排年
青學生回鄉交流學習等，以促進海內外交流，增進鄉誼。凡此種種，都表露出海外鄉親滿腔熱血
愛國、愛鄉的赤子之心。

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舉行在即，我等期望大會能繼續堅持並秉承先賢創會初心「凝聚
鄉誼、溝通信息、共謀福利」的精神，及「讓世界認識鶴山，讓鶴山走向世界」的目標，行穩致遠，
薪火相傳，發揚光大。就此，謹以桑梓情誼，祝願大會舉辦成功，世鶴精神，賡續前行。

原載香港鶴山同鄉會〈會訊〉第 83期

香港鶴山同鄉會理事易鳳翔

世鶴緣起  情繫桑梓

1999年世界鶴山鄉親聯誼會隆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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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七次世鶴大會合照2015年第六次世鶴大會合照

2008年第四次世鶴大會致送紀念品

2002年第二次世鶴大會合照

2012年第五次世鶴大會以鶴山獅歡迎嘉賓

2005年第三次世鶴大會海外僑團致送紀念品

鶴山市海外聯誼會  歷屆舉辦地點

屆次

1

2

3

4

5

6

7

8

日期

1999年 03月

2002年 08月

2005年 11月

2008年 10月

2012年 11月

2015年 11月

2018年 10月

2024年 11月

舉行地點

鶴山市

多倫多

澳門

鶴山市

鶴山市

柔佛新山

澳門

香港

籌辦機構

香港鶴山同鄉會

加拿大安省鶴山同鄉會

澳門鶴山同鄉會

香港鶴山同鄉會

新加坡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柔佛古來與 
烏魯地南鶴山會館聯辦

澳門鶴山同鄉會

香港鶴山同鄉會





年會務  扎根香港百
香港鶴山同鄉會創會逾百年，縱使世
界局勢變化不定，服務本地同鄉的初
心，始終如一，冀望能做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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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扎根香港  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

香港鶴山同鄉會執行會長呂榮駒

香港鶴山同鄉會 致力為鄉親服務

香港鶴山同鄉會創會至今，已逾百年，期間發展，有起有伏，難言坦
途。能有今天景況，全賴先賢戮力以赴，不畏艱辛，併肩屏氣，同心
合力發展會務，致力為鄉親服務。

歷經百年風浪 始終同心抗難
說到會務發展，可謂路途顛簸。百年期間，經歷世界大戰、「沙士」
肆虐、金融風暴、國際局勢變遷等等。就以過去幾年為例，「新冠」
疫情，全球爆發，社會隔離，人們無法交往，同鄉會日常會務，即時
停頓。現實驅使下，同鄉會發揮其另類功能：初期防疫物資短缺，全
球與家鄉均爭相搜購口罩等物資，同鄉會積極聯繫海外供應商，尋覓
貨源，發揮其接軌世界的優勢；及後，當內地防疫物資漸趨充裕，口
罩與藥劑源源供港，同鄉會又代為分發給各會員，以解缺貨之困，舒
緩疫情帶來之擔憂。同鄉會作為家鄉與海外鄉親的橋樑紐帶，效果至
為明顯。

同鄉會執行會長呂榮駒

及後疫情稍緩，政府容許有限度聚集，惟仍禁止大型群體活動，鑑於耆英長者極需關顧，莘莘學
子極待鼓勵，同鄉會因時制宜，在會所內舉辦了小型敬老勵學活動，頒授敬老福袋，學子獎學金等，
在困境當中，傳遞出一份正能量。

如今疫情已過，社會逐漸復常，人們亦重拾過去生活；但世事無常，地緣政治波譎雲詭，極端天
氣全球肆虐，逆境隨時再現。同鄉會必定以慎而重之的態度，為會務籌劃長遠發展策略。

國家視香港如珍貴明珠，每當香港遭遇困境，國家總以政策相扶；同鄉會扎根香港，亦會做好本份，
堅持敬老、勵學、參與善舉與聯繫鄉誼的初心，為這顆獨特的明珠出力，讓其發光發亮，以盡對
國家應有之責。

肩起重任 籌辦會員大會
上一次的鄉親聯誼會，2018年由澳門鶴山同鄉會在澳門舉行。當年的會董會議決，隨後 2021年的
一屆，將由美國紐約鶴山會館接手籌辦。後因新冠疫情關係，全球大部份地區活動停頓，甚至有「封
城」情況出現，聚會只能押後。

當疫情過去，國際往來漸次恢復正常，惟各種因素影響下，美國的同鄉會未能繼續擔任籌辦之職。
香港鶴山同鄉會向來重視與各地同鄉友會的交往情誼，毅然承擔籌辦今次的「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
八次會員大會」，期望各地同鄉在恢復四處外出旅遊的時候，在香港有一個愉快舒暢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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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香江 先賢創會
香港鶴山同鄉會創立於清末宣統年間(公元 1911年)，原名「鶴山商會」，並於 1918年奉准註冊。
嗣後，有見於商會名稱局限於商業範疇，過於狹隘，遂於1959年正名為「香港鶴山同鄉會」。

創會立意是團結在港鄉人，敦睦鄉誼，排難解紛，造福桑梓。一直以來，我會秉承「敬老、勵學、
扶貧、凝聚鄉誼」的使命和承諾而努力。會務從早期建義塚安葬同鄉，組織公祭，贈醫施藥等形式
團結同鄉，而轉化成至今以聯絡鄉誼，增進社群福利，為發展家鄉的經濟建設而努力，為香港繁
榮安定而作出貢獻。

自置會所 基業永固
我會會所始設於松秀西街，後購永久會址於皇后大道西，樓高三層，地下二樓出租，租金作經常
會務開支，三樓為會所之用。抗戰勝利後，於 1961年我會重新自建會所於灣仔莊士敦道五十號，
樓高八層，除三樓用作會所外，其它樓層及地舖均作出租之用，為我會常務經費主要來源，沿用
至今。又於 2008年為方便年長會員出入，購置銅鑼灣商廈榮華大廈七樓作為新會所。

我會現時登記會員有 2,500餘人，概定入會資格，須為鶴山藉同鄉，不論性別，不分貧富，皆可入
會。並於 2008年成立青年組，擁有會員達百多人之眾。我會為聯繫會員及海外同鄉社團，特出版 
 「香港鶴山同鄉會會訊」，每年分兩期出版，登載會務訊息，家鄉活動，鄉人認識，小品文章等。

秉承使命 造福社群
我會於 1969年興建「鶴山學校」於港島華富村，創校初期，每年培育學生達二千餘人。及後社會
環境變遷，於 2005年應教育統籌局要求與東華三院李西疇小學合併，成立「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沿用鶴山學校為校址，辦學至今。

我會每年舉辦會員春節聯歡大會，公費宴請耆英會員，致送禮金、禮物，以表敬老；頒發獎學金
予優秀年青會員或會員子女，以資勵學；組職會員回鄉探親，以聚親人；舉行秋祭禮儀，以盡責任；
捐獻家鄉慈善公益，以表愛國、愛鄉桑梓之情。

任重而道遠，繼往而開來。我會理監事同寅將鍥而不捨，秉承同鄉會使命，努力
向前，把愛國、愛鄉、愛港精神發揚光大，以報先賢創會初心。

—— 香港鶴山同鄉會理事易鳳翔

香港鶴山同鄉會承先賢之志  報鄉誼之情
任重道遠  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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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投資 建設家鄉
七十年代末期，在國家改革開放政策鼓舞下，我會鄉人積極回鄉投資，建設家鄉，造福民生。先
後有馮學洪會長創辦雅圖仕印刷有限公司、馮漢柱會長興建利豐食品城、馮業昌會長興辦精聯印
刷有限公司、任昌洪會長創辦鴻興柯式印務有限公司、李玉麟會長創建天利塑膠有限公司等等。

關懷社稷 古道熱腸
各鄉賢除興辦實業，以提振家鄉民生水平外，更歷年資助建設家鄉各項公益項目，計有人民醫院 
 「陸佑大樓」、「李一諤大樓」、鶴山縣衛生學校「二友樓」，鶴山縣「科學館」、鶴山一中「陸佑 
體育館」、「陸漢秋樓」、「陸容章樓」、「鶴山慈善安老院」、鶴山職業技術高級中學「馮漢柱科
學大樓」、紀元中學「李冠春教育樓」、「康樂樓」、五邑大學「鶴山樓」、「陸佑圖書館」、「五邑 
十友樓」、雅瑤醫院「陸容章門診大樓」、雙合小學「楊明標教學大樓」。還有資建「鶴華中學」、 
 「桃源中學」、「雅瑤中學」，和建設「香港鶴山同鄉會雙橋幼兒園」。香港鶴山同鄉會亦資助重建
雙合鎮的「衛生院」、「合成小學」食堂及改建其籃球場、更新「桃源中學」之電腦設備。址山鎮 
 「衛生院」的重建、宅梧鎮建設「社區新康園中心」，以及古勞鎮「衛生院」購置 X光機及口腔數據
觀察儀器等，均為我會及眾鄉賢資助項目。建樹良多，不勝枚舉。

承先啟後 薪火相傳
任重而道遠，繼往而開來。我會理監事同寅將鍥而不捨，秉承同鄉會使命，努力向前，把愛國、
愛鄉、愛港精神發揚光大，以報先賢創會初心。

桃源中學重置後電腦室 李一諤科學樓

出資捐建的宅梧鎮社區康園中心



14

百年會務 扎根香港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活動留影

向回鄉旅行團祝酒

康園中心幫助不少有需要人士

疫情後首次復辦的春茗

在會所頒發勵學獎

分發口罩給會員

回鄉旅行團晚宴

家鄉其中一項農產品 －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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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濟一堂的春茗宴會

家訪耆英會員

參觀宋氏大宗祠金紫荊廣場上慶祝國慶

眾耆英會員聚首會所

香港鶴山同鄉會第三十八屆 (2023－ 2026) 理監事芳名表

執 行 會 長

會  長

理 事 長

副 理 事 長

總 務 部 長

副 總 務 部 長

財 務 部 長

副 財 務 部 長

學 務 部 長

副 學 務 部 長

宣 傳 部 長

副 宣 傳 部 長

康樂及青年部長

副康樂及青年部長

交 際 部 長

副 交 際 部 長

鄉 事 部 長

副 鄉 事 部 長

監 事 長

副 監 事 長

審 核 部 長

副 審 核 部 長

監 事

呂榮駒

劉兆銘、李玉麟、李純熙、任澤明、

馮廣源、馮文傑、馮文清

麥炳球

宋少文、李國慧、任偉生、李順洪

黃文漢

易鳳翔、張力泓

李浩堯

李海洋、鄧宇強

易詠兒

李艷群、任偉強

李耀明

李家衍、易泳薇

呂渭明

任志偉、任宇行

文志禮

任劍文、呂健全

胡逸生

李英鵬、馮蔚然

任榮照

馮炳鑑、楊衍傑

馮家駒

馮國光

馮浩銘、李偉倡





團動態  各自精采僑
各地僑團，創立時間不一，成熟程度
有別，但始終互相照應，深情厚誼，
帶給彼此溫暖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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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鶴山同鄉會成立於 1980年，是居住
在澳門的鶴山人相互交流、促進事業發展
和連結家鄉的平台，為促進家鄉經濟發展
和聯絡鄉親感情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澳門
鶴山同鄉會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力推動 
 「一國兩制」在澳門行穩致遠，大力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並努力爭取在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
揮積極作用。

一千五百會員同心同德 積極貢獻社會
自成立以來，歷經近 44年發展壯大，會員數量不斷增加，現有會員近 1500人。會員們活躍在 
澳門各行各業，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努力拼搏，不論從事何種職業，都志存高遠，發憤圖
強，為澳門當地經濟繁榮發展貢獻力量。他們熱誠參與鶴山家鄉建設，在教育、醫療、公共設施、 
慈善公益等方面不遺餘力。他們同心同德，增強國家意識，爭當愛國愛澳的表率，用行動詮釋 
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把握歷史新方位，抓住發展新機遇，助力澳門更好發展。

成立澳門鶴山青年會 培育愛國愛澳新一代
為提升澳門青年愛國愛澳情懷，培育好「接班人」，澳門鶴山同鄉會理監事發動年青一代成立澳門
鶴山青年會，加強對年青一代的培養。如今，部分年青人已經成為同鄉會愛國愛澳的中堅力量，
在各項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021年 8月 27日，澳門鶴山同鄉會選舉產生了第十九屆理監事，會長由胡國威擔任，理事長由 
陳家成擔任，監事長由戴初強擔任。澳門鶴山同鄉會的發展壯大得益於內外部多方發力、同頻同
振、共同促成。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
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總書記這一番囑託讓澳門鶴山同鄉會同仁深受啟發。歷經 44年的
風風雨雨，今天，全體會員精誠團結一起見證風雨之後的彩虹，十分珍貴，非常美好。他們深深
體會到這份美好凝聚著前輩們的心血和汗水，凝聚著所有兄弟姐妹的團結和堅持，承載著鶴山市
委市政府的寄望、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屆的支持、海內外社團的祝福。在「三長」的帶領下，澳
門鶴山同鄉會同仁秉承前人的意志，賡續前人心願，凝心聚力，務實進取，努力為同鄉會開創更
美好的未來！

在「三長」的帶領下，澳門鶴山同鄉會同仁秉承前人的意志，賡續前人心願，凝
心聚力，務實進取，努力為同鄉會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胡國威會長

澳門鶴山同鄉會  承先啟後建設家國
精誠團結 44 載

2023年春茗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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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兩次「世鶴」大會 不負所託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以 1999年 3月為起點的鶴山市海外聯誼會(前稱世界鶴山鄉親聯誼會)，已
越二十五載歷程。25年來，「世鶴」社團和衷共濟、通力協作，帶著鄉親們的寄託與鄉愁努力前行。
承蒙鶴山市委市政府、各社團和鄉親的信任，我會分別於 2005年、2018年「接棒」在澳門主辦第
三次、第七次大會。在澳門中聯辦、澳門特區政府及各界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本會全體人員的
團結協作下，兩次大會均取得圓滿成功。

鶴山市海外聯誼會讓鄉親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分佈在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鄉親們攜手共進，
心連心，繼續壯大這個「團結世界鶴山鄉親，促進海內外交流合作」的大家庭！

澳門鶴山同鄉會第十九屆 (2022-2024) 理監事組織架構 ( 排名不分先後 )

會 長
理 事 長
監 事 長
常務副會長
副 會 長

常務副理事長
副 理 事 長

常 務 理 事

理 事

胡國威
陳家成
戴初強
陳長江、林國華、鄧正文
吳鈫四、任君恒、潘敬文、麥浩泉、麥建江、 
麥浩沾、麥建財、麥長強、麥百祥、陳偉倫、 
陳勞德、陳楚南、李燕媚、李英偉、黃浩文、 
黃軍威、黃聯文、劉偉寧、劉偉光、劉健強、 
賴遠勤、賴友媚、馮惠儀、邱小嫦、郭秀群、 
任君賢、胡艷芬、鄧煜平、胡凱玲
馮嘉林、麥洪恩
鄧偉強、鄧瑞雲、麥煥才、麥家寶、麥國強、 
麥志偉、陳海城、陳民霖、李永康、雷泓宇
杜兆輝、黃洪寶、鄒小青、殷麗珍、陳麗芬、 
李銘歡、李錦照、麥鑑泉、麥玉蓮
易景昌、呂文光、謝彩鳳、溫慧文、郭志輝、
吳少群、陳少明、黎鈫強、何劍霞、鄧玉怡

澳門鶴山同鄉會創會時名為「澳門高鶴同鄉聯誼會」，1982年高明、鶴山兩地分縣而治，改
名為「澳門鶴山同鄉聯誼會」。為了使會務更有活力和薪火相傳，同鄉會於 1991年成立附屬
組織「澳門鶴山青年會」。2000年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改名為「澳門鶴山同鄉會青年部」，於
2015年正式註冊為「澳門鶴山青年會」。2005年由理監事會發動鄉親募捐集資購置現在會址 
(澳門羅若翰神父街 17號 2樓 F座)，並將「澳門鶴山同鄉聯誼會」正名為「澳門鶴山同鄉會」。

節錄自《鶴山僑情》

歷史足跡

理 事

常務副監事長
副 監 事 長
監 事
會務辦公室
秘 書 長
財 務 出 納
財務管理小組

文 康 福 利

公 關 聯 絡

黃明喜、麥秀雲、楊雪堅、陳秋蓮、陳玉蘭、 
李嘉偉、馮漢明、易泳紅、練炳才、陳秀媚、 
麥鑽儀、陳少明
黃錦榮
易勁風
易佩嫻、易健雅
鄧瑞雲 (主任 )、杜兆輝 (副主任 )
鄧偉強、麥家寶
楊雪堅
胡國威、陳家成、戴初強、馮嘉林、林國華、 
鄧瑞雲
麥浩泉、殷麗珍、鄒小青、郭志輝、易景昌、 
陳少明、麥家寶、鄧偉強、任君賢、麥玉蓮、 
雷泓宇
麥煥才、黃錦榮、易勁風、胡凱玲、陳海城、 
李錦照、謝彩鳳、溫慧文、李嘉偉、郭秀群、 
劉健強

永遠榮譽會長
榮 譽 會 長

名 譽 會 長

關傑初
何敬麟、胡景光丶胡國雄、馬志成丶梁伯進丶 
麥文新、陳炳華丶甄瑞權丶劉朝盛丶蕭德雄丶 
羅盛宗
方煥興丶甘興賢丶朱景方、李心怡丶李若泉丶
李偉成、李心怡丶李若泉丶李偉成丶李曉波丶
何翠弟丶岑海時、余焯源丶余子文丶周健輝、
林潔薇丶胡祖杰丶姚明禮丶夏俊英丶馬炳國丶
麥瑞權、梁晚年丶梁景昌丶梁振權、黃曉媚丶
黃德秋丶黃明光丶黃可愛丶黃勤偉丶陳劍平

名 譽 會 長

永 遠 會 長

陳溥森丶陳錦聯丶陳健偉、陳紅霞丶陳素燕丶
陳焯民丶馮國慶丶馮健埠丶馮連華、張達華丶
張偉鴻丶張少芳、張達華丶張偉鴻丶張少芳丶
張少芬丶曾富德丶葉瑞華、葉雲妮丶鄭彩虹丶
鄭玉玲、鄭安庭丶黎榮添丶黎瑞生丶劉家裕丶
劉少倫丶談國峰、潘鈫亮丶潘孟真丶盧潔兒、
謝婉秀丶謝永賢丶鄺耀明丶羅彩燕丶羅漢順丶
司徒信生
陶愛珍丶麥鈫明丶郭志忠丶勞啟球丶麥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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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不斷  獅團美名揚

今日播種栽幼苗，明朝繁花綻開顏，我們堅信在新加坡英文大環境下，弘揚優
良傳統，讓華族文化紮根的重要性，為「疫情阻不斷，獅團美名揚」繼續加油
打氣。

李褔華主席

新加坡鶴山會館栽種幼苗 傳承文化

鶴山獅團逾百載 揚名獅城
疫情阻斷措施前四個月，新加坡鶴山會館慶祝成立獅團百年和會館 80年雙慶活動，牛車水的獅團
包括岡州、禪山六合與精武，以及同門師兄弟組成的體育會包括鶴僑、龍聖與沙坪，共派出 10多
頭南獅與北獅賀喜，難得一見的獅子賀壽場面格外熱鬧溫馨；晚上海內外同鄉會和各社團朋友盛
情參與千人宴慶典。

在鶴山會館監事兼文史顧問李國樑先生穿針引線下，新加坡文物局支持出版《鶴山獅．風雨兼程 
碩果百年》專書，為新加坡第一支醒獅團留下正史。

疫情前的新加坡獨特春節盛會《春到河畔 2020》，鶴山獅在濱海灣花園亮相，由在籍中學生現場講
解，本土傳統華人文化色彩的印象已根植在訪客心中。

雖然擴散的疫情擾亂了我們的節奏，但也讓我們靜下心來思考規劃，養精蓄銳後整裝待發。疫情
阻斷措施期間，我們並沒有忘記祭祀先民的優良傳統，持續遵行清明和重陽春秋二祭的旗艦活動。
與此同時，新加坡文物局繼續與合作多年的李先生構思各項計畫，由鶴山會館醒獅團參與錄製視
頻《獅城獅藝》(The Art of Lion Dance: Hok San Association Lion Dance Troupe)，為國家保留珍貴的舞
獅文化遺產。文物局也安排文化遺產節和農曆新年線上活動，介紹鶴山獅給出不了門的廣大民眾，
讓大家瞭解先有獅團，後有同鄉會的新加坡鶴山會館的獨特性。

會館弘揚傳統華文化
疫情稍緩，學校紛紛組團前來考察，由李先生較深入講解會館的起源與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帶領
學生探索先民的足跡，感悟尋根的意義。同學們也在獅團陳耀基老師等人指導下，初嘗舞獅擊鼓
的樂趣，連學前教育的老師孩子們都興致勃勃，學習舞獅採青給家長看呢！

今日播種栽幼苗，明朝繁花綻開顏，我們堅信在新加坡英文大環境下，弘揚優良傳統，讓華族文
化紮根的重要性，為「疫情阻不斷，獅團美名揚」繼續加油打氣。

注：下列連結，觀賞視頻《獅城獅藝》(The Art of Lion Dance: Hok San Association Lion Dance Troupe)
https://vimeo.com/429851635

https://vimeo.com/42985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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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鶴山會館第六十九屆 (2024-2025) 理監事

新加坡鶴山會館為旅居新加坡之鶴山鄉親社團組織。始於1939年，創辦人為張子方、任兆林、 
溫茂之、源冠曹。初時館址為安祥山 6號，再遷尼律 65號，今為水車街 21號。館屬鶴山
獅團，蜚聲遐邇，有「獅王」之稱。新加坡鶴山會館前身為鶴邑怡怡堂，位於香港街，考其
宗旨，僅作春秋二祭，藉增熱鬧高興。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會務逐漸興旺。1964年，時任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勞工部長易潤堂親自參加該會成立 25周年慶祝活動。

節錄自《鶴山僑情》

歷史足跡

主 席

總 務

財 政

監 事 長

監 事 秘 書

交 際

康 樂

查 帳

調 查

英 文 書 記

李福華

汪嘉榮

張連存

高永強

鄧錦榮

黃明恩

蘇根

郭志堅

翁得、王民

林詠慧

副 主 席

副 總 務

副 財 政

副 監 事 長

副 交 際

副 康 樂

副 查 賬

副 調 查

中 文 書 記

呂詠祥、李惠貞

譚永麒 

吳海玉 

呂啟強

胡健強

香偉祥

陳日煌

佘佳偉

吳秋沄

2024-2025新理監事就職儀式

每兩個月大會理監事開會

中學生到會館獅團交流，學習基本舞獅和打鼓

鶴山會館第六十九屆理監事與第八十七屆獅團就職典禮

監 事

理 事

鄧錦盛、李國樑、潘霞女、徐洪裕

劉有群、陳惠珍、高麗容、林志平、何振華、鄧錦達、陳耀基

產業信託 

永久榮譽會務顧問 

會務顧問 

施義開、呂詠祥 

施義開

呂啓恒、李輔玲、任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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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鶴山會館創立於1951年，迄今已有73年歷史。在這73個漫長的年頭裡，
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有興旺風光的日子，也有陷於低落不振的困境。

雪隆鶴山會館

本會於 1955年自置產業，購買了一間位於同善路的雙層寓所式樓宇設為會所，更於 2008年在沙
叻秀花園二路門牌 109號添置一間店鋪，經裝修後於 2010年遷入新會所辦事，樓下出租於他人經
營文具生意。同善路的舊會所則全間租給別人做經濟型酒店(Budget Hotel)兩間會所的租金收入，
已足夠日常經費開銷。

會員逾 300 人 定期聚會維繫情誼
會館原有六百餘會員，大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年輕會員只佔少數，由於近年老會員相繼逝世，
有些則因居住的地方發展被逼搬遷，搬去何處沒通知本會而告失聯。目前保持聯繫的會員僅剩
三百餘人。

會館每年都有舉辦新春團拜，設自助餐招待會員及其家眷，清明及重陽時節舉辦春秋二祭，召集
會員前往總墳拜祭先賢，禮成後分派燒肉果品給出席者，每年舉辦周年紀念晚宴，在酒家大排筵
席，慶祝關帝誕，設大食會，在會所聊天交流，每年頒發獎勵金給會員子女學業成績優秀者。室
內也安裝了音響系統，讓有興趣唱歌的會員唱卡拉 OK。本會就以這些活動來維繫鄉里情誼。

社經因素致會館老齡化
雖然有這麼多的活動，仍難招收青少年入會，因為年輕一輩為了尋求一份高薪入息，跑去鄰國新
加坡甚至遠渡重洋去外國謀生，有者則日夜沉迷於玩手機。正因為如此，青少年及婦女入會人數
太少，因而沒法成立青年團和婦女組，獅團部也因年輕人沒興趣學習而處於冬眠狀態。大城市消
遣去處很多，年輕人喜歡夜生活，娛樂場所到處皆是，夜總會夜夜笙歌，加入會館與老輩相處一
起有代溝，枯躁乏味。這也是年輕人不願入會原因之一。

其實會館出現年紀老化的現象原因有很多，目前大馬人口有 3千 3百萬，華人只佔 22.7%，生育率
逐年下降，每對夫婦為了下一代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栽培，生育只限一個起兩個止。供子女讀完
中學畢業即送去外國深造，學業有成後，不願回國，認為即使回國也難找到一份優差，選擇留在
國外就業。

百年前南來謀生的鶴山人，在此落地生根後，傳宗接代，子孫繁衍，都是土生土長，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根在何處，問其家鄉在何處，什麼籍貫，答是馬來西亞人，所以遇到上述種種問題確實難
吸引年輕同鄉入會。

希望近日理事改選，改朝換代，新人作風，能夠化解會館老齡化的困局。

創立 73 載
馬來西亞雪隆鶴山會館  

凝聚鄉里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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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鶴山會館第三十六屆 (2024-2027) 理事芳名表

會 長

總 務

財 政

中 文 書 記

准拿督馮德著 KMW, PJK

李永康

陸應祥

黃秀媚

副 會 長

副 總 務

副 財 政

英 巫 文 書

馮兆輝、何文立

賴麗萍

王兆祥

宋石儒律師

交 際

查 帳

調 查

康 樂 組

理 事

多媒體資訊

宋錦雄、李志興

溫貴中、冼卓源

呂兆泉、馮智婷

蔡寶紅、黃碧群

呂蔭勝、譚振華 PJM、李耀輝、馮忠義、冼偉國

梁志成

72周年紀念晚宴

理事和會員齊向關聖帝君膜拜清明節往鶴山總墳拜祭先賢

新年團拜及家眷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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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經風浪  屢不放棄
馬來西亞柔佛古來鶴山會館志仍堅

馬來西亞柔佛州古來鶴山會館在 1938年夏秋之間，由旅居古來的邑僑發起籌組，未數月，柔佛鶴
山會館已成。首屆主席包遠槐、副主席謝賢、司理呂嘉強、副司理張富祥、財政溫歡、文書周小春、
庶務張新奎。大家通力合作，會務猛進，會員達 2000多人。

波折重重 各地邑僑伸援手
1941年冬，以大街 40號為會址，向政府提請備案，正式成立。翌年春，會所因馬來西亞淪陷而被
毀於戰火，而在淪陷期間，會務停頓。直至 1946年春，邑僑乃矢志復興會館，籌措集款，購得大
街 27號屋為會所，冀發揚光大，共濟同舟。詎料兩載，又遇祝融，橫遭不幸。

1952年春，邑僑再謀恢復，4月 20日假商業俱樂部召開邑僑大會，並邀請新加坡鶴山會館諸鄉賢
蒞會指導，即席獻捐，先後分頭擴大募捐，近如馬來西亞，遠及美洲，深得各地邑僑之同情，贊
助有加，會館得以復建竣工。

會館獅團獲拿督嘉獎
1954年 12月 5日，會館舉行落成開幕典禮。會館向有國術獅團之組織，曾在獅團成立不久，適逢
新加坡南洋大學創辦，為支持華文教育之精神，聯合新加坡鶴山會館醒獅團，在新加坡表演，籌
募南洋大學基金，因此名播一時，獲南洋大學柔佛分會主席拿督黃樹芬之嘉獎。舉凡柔佛州盛大
集會或慶祝活動，我會館獅團亦出席參與表演。

籌建鶴山總墳 安葬先賢
此外，會館為安葬戰亂期間邑僑先人骸骨，於 1958年召開會員大會，倡議購買墳地，建設鶴山總
墳。在理事鄉親努力下，鄉賢出錢出力，購得位於沙令大道旁總數九依吉之膠園作為總墳之地。
每年舉行春秋二祭，拜祭同鄉先賢。

會館向有國術獅團之組織，曾聯合新加坡鶴山會館醒獅團在新加坡表演，因
此名播一時，獲南洋大學柔佛分會主席拿督黃樹芬之嘉獎。舉凡柔佛州盛大集會
或慶祝活動，我會館獅團亦出席參與表演。

柔佛古來鶴山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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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古來鶴山會館第六十七屆 (2024-2026) 理事會

會 長

副 會 長

總 務

財 政

中 文 書 記

交 際

福 利

康 樂

理 事

查 帳

婦女組主席

鍾志平

郭美珍、朱年文、盧玉榮

李榮華

紀淑貞 PIS

范榮華 PIS

郭明珠

余偉勝

劉淑華

郭運蘭、曾妙桂、曾國權、蔡玉光

余偉良、蕭理中

黃觀蓮

署 理 會 長

副 總 務

副 財 政

英 文 書 記

副 交 際

副 福 利

副 康 樂

獅團部主任

賴育欽

呂清玉

陳觀鳳

曾竹先

陳添發

鍾運雄

胡玉珍

黃漢雲

第 67屆理事會合照

 2023年新會館落成開幕，各到賀友會在門前大合照 新會館開幕剪彩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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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團結  贊助公益
馬來西亞柔佛烏魯地南鶴山會館堅守宗旨

組同鄉會 守望相助
馬來西亞柔佛州烏魯地南的鶴山人大部分居住在政府設置的新村範圍，早在上世紀 60年代，以
割膠和做雜工謀生，少數經商。為了促進鄉親的親善和友誼，由當時老前輩如賴森記、鍾楊欽、 
馬日新、馬帝水、呂春權、黃華帶、馮揚、黃伸、田均、殷才、呂木星、呂滔、周生等鄉賢號召
組織同鄉會，守望相助，造福鄉親。當地鶴山會館成立以聯絡鄉人的感情，促進團結，贊助公益
為宗旨。凡祖籍廣東省鶴山人，年滿 21歲者，贊成公會的宗旨，不分職業，不限性別，都可加入
成為會員。

註冊會館 完善職能
會館初期主要活動以出租桌椅，碗碟、沙厘架等工具器皿，來為同鄉家中辦喜事或喪事方便之用，
皆屬於善舉，獲得同鄉們的支持。經過一段時日，理事們畢竟有些退休或逝世。由於當時環境因素， 
組織未臻完善，會務停滯不前。進入 1984年，一班鄉親在新形勢下，倡議正式註冊成立會館， 
擴大組織，擇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申請成立鶴山同鄉會。本會成立初期，會址暫設於新地
南花園紅毛丹路，門牌 77號 A。

購新會所 一勞永逸
由於當時會所是以租約為限，理事們發起籌款，直至 1986年以 3萬 3千令吉承頂一間雙層舊式店
屋，在 JALAN SUNGAI TIRAM，門牌 23-D，充作會所之用。1995年，會所受城市重點計畫所影響，
理事會作了冗長討論後，為了一勞永逸，理事會再次成立購買新會所籌備委員會。在理事們慷慨
解囊及積極推動下，籌款獲得各地鄉親(包括新加坡鄉親)熱烈支持，終於在最短時間籌得 30萬
令吉，於烏魯地南優景鎮花園購置一間毗連式雙層店屋，地址是：40，JALAN BADIK 14，TAMAN 
PUTERI WANGSA，81800，ULU TIRAM，JOHOR，作為今後會所之用。

當地鶴山會館成立以聯絡鄉人的感情，促進團結，贊助公益為宗旨。凡祖籍 
廣東省鶴山人，年滿21歲者，贊成公會的宗旨，不分職業，不限性別，都可加入 
成為會員。

烏魯地南鶴山會館

第十九屆(2023-2025)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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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柔佛烏魯地南鶴山會館第十九屆 (2023-2025) 理事會

馬來西亞柔佛烏魯地南鶴山會館第九屆 (2023-2025) 婦女組

會 長

副 會 長

總 務

財 政

秘 書

教 育

福 利

交 際

康 樂

查 帳

監 事 長

理 事

理 事

主 席

副 主 席

財 政

秘 書

查 帳

康 樂

馬亞芬

鄧詠彰

黃財

湯金好

李秀珍

鍾玉珍

方九

陳凱彬

黃如珍

冼才喜

張庭

呂竟榮、溫良威、範亞明、馬偉明、呂玉明、黃銀娣

李昀娣、廖秀梅、 鍾潤珍、鍾冠鳳、冼蓮妹 、張秀花、 鍾美珍

湯銀好

鍾玉珍

冼才喜

李秀珍

余運娣

黃如珍

署 理

副 會 長

副 總 務

副 財 政

副 秘 書

副 教 育

副 福 利

副 交 際

副 康 樂

副 查 帳

顧 問

署 理

副 財 政

副 秘 書

副 查 帳

副 康 樂

拿督鍾子昌

黃永生

鄧國明

周家興

鄧媚月

溫德欽

田玉明

湯銀好

鍾美珍

冼蓮妹

州議員 黃勃揚

湯金好

黃銀娣

鄧媚月

劉石木

賴順妹

地南華團主辦端午節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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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館」為慶祝成立周年會慶，同時召開第十二屆星馬鶴邑聯誼會聯席會議。 
霹靂鶴山會館榮幸地獲得香港鶴山同鄉會，澳門鶴山同鄉會以及星馬鶴邑 
聯誼會的全體成員蒞臨同歡共慶。

霹靂鶴山會館

霹靂鶴山會館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會館的宗旨是希望建立一個聯繫鶴邑鄉親及促進鄉親情誼的
地緣性組織。在 2017年，現任會長呂兆祥、副會長麥萬興以及總務馮家聲共同創立了霹靂鶴山 
會館。

各地會館團結互愛 氣勢情誼不容忽視
 「會館」現今新加入的會員雖然不多，但因為成立以後積極參與星馬鶴邑聯誼會和馬來西亞古岡州
六邑聯合會所舉辦的活動，與各會社成員交流和互動，氣氛同樣熱鬧。會館之間亦會頻繁溝通，
關係和諧融合。2017年，霹靂鶴山會館曾前往澳門拜訪澳門鶴山同鄉會以及回鄉拜訪鶴山僑聯彙
報及交換意見，進一步加强會館之間的聯繫。

2018年 6月 10日，「會館」舉辦成立周年會慶，同時召開第十二屆星馬鶴邑聯誼會聯席會議。霹
靂鶴山會館榮幸地獲得香港鶴山同鄉會，澳門鶴山同鄉會以及星馬鶴邑聯誼會的全體成員蒞臨同
歡共慶。

疫情期間「會館」的會務曾一度停頓，一切慶祝活動也同步暫停。到 2024年 4月 20日，活動才恢
復如常，方能舉辦成立七周年的會慶。會慶晚宴再次獲得星馬鶴邑及古岡州六邑各鄉團的參與同
慶，回復往年的繁盛景象。

聯繫鶴邑鄉親為旨
馬來西亞霹靂鶴山會館

共度會慶同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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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鶴邑聯誼會

霹靂鶴山會館理事會成員

會 務 顧 問

會 長

副 會 長

拿督易沛鴻

呂兆祥

麥萬興

總 務

財 政

馮家聲

呂金媛

理 事 張莉美、張秀梅、呂娟、呂珊、巫宇蘭、

馮家榮、鍾瑞萍、黃麗華

會長呂兆祥會務顧問拿督易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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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馬來西亞北馬鶴山會館 

秉承祭拜傳統 彙聚鄉親互助精神

北馬鶴山會館成立至今近 60多年歷史，在 1977年，鄉賢拿督麥國曾借助位於檳城鴨加律十二號
的店屋予「會館」作會所。其後直至 1998年，透過拿督麥國以及檳榔嵨肇慶府會長謝兆熙鄉親熱
心捐助，北馬鶴山會館成功購置檳城暹律 30C作為會所，並沿用至今。

繼承習俗 維繫情誼
從興辦到現在，北馬鶴山會館一直秉承先輩傳統，每年皆舉行春秋二祭活動團聚聯誼，召集來自
馬來西亞的鶴山同鄉，先上山頭拜祭祖墳，再回會館拜先人靈位。中午聚餐過後，便會舉行會員
大會，晚上更設有聯歡宴會，派發會員獎金。

北馬鶴山會館主席馮日慶指，「會館」會員多為馬來西亞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同鄉，馮主席祈望增強
年輕一代對於鄉下觀念的身份認同，肇慶府會館亦曾舉辨活動吸引新一代北馬鶴山人。馬來西亞
當地有各大小會館，並以肇慶府會館為首，轄下把 16縣分成六個會館，包括開平、恩平、鶴山、
四會、廣寧以及高要會館。會館之間常常合辦活動，關係緊密，也會在籌辦活動時提供人力、物力、
甚或財力的資助。

 「會館」曾在疫情期間暫停了一切活動，鄉親之間只單靠手機聯絡，同鄉們出錢出力籌集物資，務
求能夠互相幫助，共同挨過疫情困難。馮主席補充：「只要收到鄉親的電話，有難就會想辦法去救，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凡一方有難，八方同鄉鼎力支援。

政策帶動 鄉親受惠
一帶一路政策吸引不少中國商人遷移到外地開設廠房，在檳城居住的鶴山同鄉也間接受益。馮主
席是第二代北馬鶴山人，在檳城生活多年，眼見城市不斷變化，北海工廠逐漸變多，帶來的是當
地華人工作的機會。

填海造地急速，高速鐵路和建築商的合作加快城市發展，馮主席樂見檳城人才輩出，技術人員也
越來越多。當中國富強，當地政府對待華僑的態度也愈趨友善，而檳城人民生活水平亦漸漸提高，
同鄉們得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

置身多元文化古城，馮主席熱切歡迎各鶴山鄉親一到檳城旅遊，造訪舊城區，體驗娘惹歴史。多
名北馬鶴山鄉親，亦會一同結隊參加年尾 11月在香港舉行的聯誼聚會，拜會各地鶴山同鄉，共聚
一番。

會館曾在疫情期間暫停了一切活動，鄉親之間只單靠著手機聯絡，同鄉們 
出錢出力籌集物資，務求能夠互相幫助，共同挨過疫情困難。

馮日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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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馬鶴山會館第二十七屆 (2023-2024) 理事會職員表

署 理 主 席

會 務 顧 問

主 席

副 主 席

總 務

副 總 務

財 政

副 財 政

李勝華

拿督麥國、李宏泰、歐洪德、鄧銘城

馮日慶

馮國財

何廣榮

李玟瑭

任錫強

馮麗坤

中 文 書

副 中 文 書

國 英 文 書

交 際

副 交 際

宣 傳 員

調 查 員

理 事 委 員

李德傑

鄭佩瑩

溫樹祥

胡智強

溫玉霞

李維翰

任文輝

曾秀英、趙銀清、王美玲

2023年新職員就職典禮合照

春祭聯歡晚宴 財政任錫強頒發獎學金



32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尊敬的各位嘉賓、親愛的朋友們：

第八屆鶴山市海外聯誼會在這個特別的時刻，身為第三十七屆總會長及柔佛烏魯地南鶴山會館署
理會長，我有幸代表馬來西亞古岡州六邑聯合總會，向大家獻上誠摯的特刊獻詞。我們倍感榮幸
能夠為這次的特刊撰寫這份獻詞。

凝聚六邑同胞 促進文化傳承
馬來西亞古岡州六邑聯合總會，作為由全馬來西亞各州33個屬會組成的活動聯絡中心和推廣總會，
自 1928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聯絡各地屬會，凝聚六邑同胞的力量，實現共同發展和進步的宗
旨和目標。六邑是指新會，臺山，鶴山，開平，恩平，赤溪。

這一屆的聯合總會，我們秉承著“六邑同心，攜手共進”的理念，堅信團結與合作是實現共同繁榮
的關鍵。我們致力於加強各屬會之間的聯繫，促進六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為六邑人民提供更多
的福利和服務。

廣納年輕會員 緊隨時代步伐
關於各地屬會都面臨老齡化的現象，我會希望能夠吸引更多年輕一代的六邑子弟加入我們的各個
屬會，為此除了古聯青年團，我們也剛創立了古聯青商會，希望在有商機的驅動下，能夠吸引年
輕的六邑子弟加入。讓年輕人在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中，能夠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作為六邑
同胞的代表，我們要勇於創新，緊跟時代的步伐，以適應日益變化的環境和需求。我們將積極推
動六邑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文化交流與合作，拓展教育和就業機會，為六邑人民創造更加美好
的未來。

齊集各會代表  組成理事架構
在此，我趁這個機會介紹一下我們第三十七屆（2023-2025）理事會的成員

馬來西亞古岡州六邑聯合總會
勇於創新推動發展

六邑同心 攜手共進

*監 事 長

*總 會 長

副 總 會 長

總 秘 書 長

副總秘書長

總 財 政

副 總 財 政

總 交 際

拿督易沛鴻 來自 霹靂古岡州會館

拿督鍾子昌 來自 烏魯地南鶴山會館 *

郭美珍 來自 柔佛古來鶴山會館

黃福賢 來自 雪隆臺山會館

馮柏開 來自 雪隆鶴山會館

黃金耀 來自 森美蘭臺山會館

譚漢偉 來自 森美蘭四邑會館

宋觀仁 來自 彭亨古岡州會館

中央理事 | 1.

2.

3.

4.

中央查帳 | 1.

2.

執 行 秘 書

黃文錦 來自 安順古岡州會館

譚國權 來自 務邊古岡州公會

李爵齡 來自 麻六甲甯陽會館

郭徳輝 來自 柔佛任羅宏古岡州會館

伍文康 來自 北霹靂太平古岡州會館

彭志輝 來自 吉隆玻赤溪公館

朱華強 來自 雪隆臺山會館

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同譜寫六邑的輝煌篇章。讓我們以六邑人的團結和智慧，
為六邑的發展獻計獻策，為六邑人民的幸福和福祉而努力奮鬥！

拿督鍾子昌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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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到訪古來鶴山會館 85周年會慶

出席霹靂州安順古岡州 100周年會慶

出席沙巴州第 38屆華人文化節

2023年到訪霹靂古岡州 95周年會慶

拜訪檳城譚氏宗親公會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所有為這次特刊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們。感謝各位單位會員的
支援和參與，正是因為你們的共同努力和團結合作，我們才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

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同譜寫六邑的輝煌篇章。讓我們以六邑人的團結和智慧，為六邑的發展獻計
獻策，為六邑人民的幸福和福祉而努力奮鬥！

謝謝大家！

拿督鍾子昌
馬來西亞古岡州六邑聯合總會總會長



34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霹靂古岡州公會的宗旨是團結鄉親，承傳文化，資助教育，及聯絡國內外同鄉 
組織。

霹靂古岡州公會

古岡州原名四邑，即新會，台山，恩平，開平。清朝雍正十年(1732)從新會、開平兩地，劃出部
份地區建立鶴山縣。又於同治六年(1867)從台山割出赤溪，後成立赤溪縣，四邑因此變為六邑。
古時同受岡州管轄，在馬來西亞被稱作古岡州六邑。

先賢開採錫礦興家
十九世紀後期，在當時馬來州府的霹靂州發現豐富錫礦，大量華僑南來開礦。許多古岡州六邑人
在霹靂州定居，先賢們勤奮創業，萬難興家，成為當代社會建設的棟樑。

古岡屬會遍霹靂
為了團結鄉親，守望相助，六邑先賢林六經先生於 1928年成立了霹靂古岡州公會，會址在霹靂州
首府，當年享有錫都美名的怡保埠。現在霹靂州各城市，包括太平、和豐、怡保、金保、端絡、美羅、
督亞冷、丹絨馬林及安順，皆有古岡州屬會。

會館宗旨及活動 
霹靂古岡州公會的宗旨是團結鄉親，承傳文化，資助教育，及聯絡國內外同鄉組織。

本公會設有龍獅武術部、粵劇部、西樂部、舞蹈組、乒乓部、太極部、卡拉 OK部、獎貸學金部
及青年團、婦女部等。每逢過年佳節均有聯歡活動，並常有舉辦家鄉美食節，也有經常與國內外
同鄉組織聯誼互動。

成立96載  團結海內外鄉親 
馬來西亞霹靂古岡州公會 

建設社會棟樑

2024-2026年度理事合照 與雪隆鶴山會館參觀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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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古岡州公會 (2024-2026) 理事

會 長

署 理 會 長

副 會 長

總 務

副 總 務

財 政

副 財 政

拿督易沛鴻

莫聰醫生

黃渭麟、梁堯翔

梁志剛

宋偉釗

黃耀溢

周錦秀

中 文 書

西 文 書

交 際

調 查

理 事

查 帳

麥德光

馮碧儀

黃家浩、謝國祥

李坤生、張薈耀 

李婉珠、梁中雁、梁愛然、張明桂、李偉明、

李業奇、張國雄

陳素文、梁冬梅

春秋二祭敬先賢

參與學校義賣支持華文教育 1959 年落成的會所

公會婦女組舉辦家鄉美食節



36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紐約鶴山公所成立於 1871年，迄今已有 153年歷史，是紐約著名的僑團。公所在李銳成先生率領
下，於 1992年籌款重建鶴山大樓，巍峨矗立於紐約唐人街；自始會務更為興隆，為新老梓里提供
更多服務。

助新鄉里立足美國 反饋家鄉建設
紐約鶴山公所不僅努力幫助新鄉里立足美國，
盡快融入主流社會；亦以反饋家鄉建設，不遺
餘力，多次為家鄉教育及其他事業作出貢獻。
同時，越來越多新一代梓里，包括多位專業人
士加入，使紐約鶴山公所呈現一片新氣象。

紐約鶴山人在政治、商場上都有可喜成就。鄉
親們情繫祖國，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積
極貢獻，與各紐約僑社以及美國族裔間和睦相
處；歷屆領導人認真履行職務，團結一致服務
鄉親，成績顯著，在紐約僑社間舉足輕重。

鄉親們情繫祖國，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與各紐約僑社以及
美國族裔間和睦相處。

紐約鶴山公所

立足異地  不忘家鄉
美國紐約鶴山公所  團結一致服務鄉親

江門杯乒乓球邀請賽鶴山公所代表隊

購置墓園 慎終追遠
本公所還購置了墓園，更有慎終追遠的春秋二祭。相信公所在職議員與眾多會員共同努力下，會
務更會日益鼎盛。

鶴山公所每年春秋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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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中華傳統 尊老愛幼
秉承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尊老愛幼優良傳統，每年春節舉辦敬老聯歡，筵開百席歡慶傳統節日，讓
耆老們享受尊榮。每年中秋節為 90歲以上老人贈送金牌，70歲以上獲贈紅包。也舉辦旅遊活動。
每年更為鶴山鄉親成績優異的子女，頒贈獎學金，鼓勵年輕一代，能在異國他鄉發奮讀書，努力
向上。

年初一鶴山公所同仁喜迎甲辰年 公所每年捐款紐約華僑學校，校長接收

中秋佳節，人月團園，紐約鶴山公所向 70歲以上會員派發中秋慰問紅包，共慶中秋，鄉親們喜氣洋洋笑遂顏開

美國紐約鶴山公所 (2024-2025) 理監事芳名

主 席

名 譽 顧 問

中 文 書 記

財 政

核 數

樓 業 發 展 

委員會委員

梁紹斌、李永和

淩德麗

宋穎

李鈺成、黃柏合

李偉棠、黃就成

李雪萍、宋穎、馮耀星、梁紹斌、李擇輝、李壽棋夫人

李鈺成、李惠芬、李兆祺、李永和

顧 問

協 辦 

英 文 書 記

庶 務

文  娛

梁紹斌、馮耀星

宋穎、黃群益、李兆祺

馮钜星、陳展鴻
李國寧

馮钜星、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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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市是廣東省著名僑鄉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有鶴山客籍同鄉來美謀生。他們為
口奔馳，散居紐約各地。1941年，有熱心鄉親鍾玉甫、呂頌平、黎植山、廖和楨、呂偉才、杜不朽、
謝振金等倡議組織會所，旨在會同鄉，敘鄉情，解鄉愁，幫鄉親，取名為崇山房。當時加入崇山
房的鄉親有 12、13人，租賃包厘街 14號二樓為會址。三兩年間，會員已增至二百餘人，乃改名
為崇山別墅，1945年在政府註冊立案。

購置會址 立崇山基業
二戰後，鄉人來美日眾。1958年，廖和楨、呂偉才、阮瑞庭、練運等發起，為購置會所而籌
款。鄉親們不分是否會員，均熱烈響應，踴躍捐獻，於 1961年購入華埠地威臣街 11號樓宇一座 
(11 Division Street， NYC，NY l0002)為永久會址。立崇山之基業，供後人之停驂。

1990年，別墅元老阮瑞庭先生(曾任 92至 94屆紐約中華公所主席)建議改崇山別墅為崇山會館，
得到會員的認可，此乃崇山會館名稱之由來。禮堂名牌「崇山會館」及對聯「崇山起自昆侖嶺，會
館源於大漢家」等，由阮瑞庭先生親書。

故土情深 熱心建設
鄉親們故土情深，對家鄉建設備極關懷。諸如捐資興學，回國投資及其他公益事業，均盡其心力。
如 1990年就曾匯三萬餘美元給鶴城僑中擴建校舍，捐贈美元給鶴山鄉訊基金會。1999年鶴山客屬
聯誼會成立，會館資助 9000餘美元；鶴城敬老院建設，也曾捐款資助。另會員郭乃華捐 1700美
元給鶴城中學購買圖書等。

1995年，會員大會一致決定，崇山會館升掛中國國旗——五星紅旗。同年11月10日舉行升旗典禮，
由我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總領事梅平大使授旗。適值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張偉超副主任率團來美宣慰
僑胞途經紐約，亦率團前來參加升旗儀式。鄉親們踴躍參加，會場為之爆滿，紐約各友好僑團首
長前來祝賀。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崇山會館以其驕人的姿態展現在
紐約人們面前。

互助抗疫 團結郷情
疫情期間，鄉親們互相幫助，克服了重重困難。崇山會館於 2024年 3月第 71屆新的領導班子連
任。在主席張巍鐘、常務副主席蔡偉洪、副主席鍾偉鋒團結帶領下，崇山會館得到了發揚光大，
推動了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成立，活躍了鄉親文化，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得到了社區的一致好評。
展望未來，本會群策群力，弘揚(鶴山)客家文化，講好家鄉故事。

註：參考及部份節錄自 黃育堂、陳國鑒先生的〈崇山起自昆侖嶺，會館源於大漢家 ------記紐約崇山會館〉

崇山會館得到了發揚光大，推動了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成立，活躍了鄉親 
文化，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得到了社區的一致好評。

紐約崇山會館

美國紐約崇山會館創立 83 載
連結海外鄉親   弘揚鶴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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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崇山會館第七十一屆 (2024-2029) 職員名單

主 席

書 記

財 政

外 交

核 數

樓 業 主 任

理 事

張巍鐘

陳偉區

應幸生

鍾冠維

郭一峰

鍾東如

常務副主席

副 主 席

副 書 記

副 財 政

副 外 交

副 核 數

委 員

蔡偉洪

鍾偉峰

郭公原

黃志鵬

鍾志雄

陳偉峰

駱文輝、鍾天來

崇山會館核心人員合照

張志欽、賴永堅、雷健文、張漢東、張少青、鍾玉林、鍾麗雲、鍾春花、鍾建靈、肖志康、肖志委、肖志忠、肖毅松、

肖麗霞、蔡健良、馬漢靈、陳偉強、蔡偉超、余瑞安、杜貴明、賴月雲、阮志萍、王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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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費城鶴山公所(「公所」)自 1920年正式向州政府註冊後，當時的鄉親集資購得費城北九街一
棟樓宇作公所聯誼之用，成為「公所」固定會址和所屬物業。自此，「公所」擔當着照顧和凝聚鶴山
同鄉的角色，多年不變。

不收會費 毋忘初心
美國費城鶴山公所是最先引進年青一輩入組織架構內的同鄉會，「公所」主席李永華憶述，當年他
便是在這情況下給引薦。2018年，李主席上任後，採用新思維管理「公所」，首先取消會費制度，
所有鄉親都不用交會費，而每逢農曆年、中秋等佳節，「公所」都會在費城的中餐廳舉行聚餐，除
了疫情時暫停過，多年來從不間斷，聚餐費用全數由「公所」負責。

李主席於訪問中多番強調：「只要是鶴山人，就是我們的鄉親，他們的祖父輩曾經為「公所」付出，
因此他們都有資格享受這裏的一切。」早年鶴山鄉親遠赴異國謀生，人生路不熟，有些更是無家
可歸，「公所」亦會開放予他們作短暫歇息的地方，同時幫助他們在異鄉安居，發揮同鄉守望相助 
精神。

百年過去，今天在費城的鶴山人，據非正式統計有逾萬人，很多都是當年鶴山僑民的子孫輩，早
已在費城落地生根，「公所」遂成了鄉親的休憩地方，不少老一輩天天在會址「打麻雀」，消磨時間。

 「公所」盈餘 回饋鄉親
李主席回想起最初不收會費的新做法也
遇到反對聲音，認為這樣做會使「公所」
的收入減少，維持不到日常開支，不過堅
持幾年下來，發覺不但沒有虧蝕，反而比
以前多了三分之二盈餘。除了來自物業
收租，「公所」的收入亦來自鄉親捐獻。 
李主席認為，正因為不強收會費，令鄉親
更樂意為「公所」付出，他透露單是春茗
所籌得的款項，便可達逾萬美元。

而「公所」的收入，全數用於回饋鶴山同
鄉，例如修繕「公所」會址。李主席說：「因
為樓頂以瀝青建成，需要定期維修，如聘
請外面維修師傅，需要一萬五至二萬美金

只要是鶴山人，就是我們的鄉親，都有資格享受公所的一切。
李永華主席

專訪
美國費城鶴山公所

銘記先輩付出  收益回饋鄉親

2024大年初一公所大堂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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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主席亦提到，費城鶴山公所將參加今年 11月份在香港舉行的鶴山市海外鄉親聯誼會，「公所」 
會資助隨行約 18人的機票費用，他們都是 2021年疫情過後都曾參與「公所」活動的成員，期待在
香港與各地的鶴山鄉親見面。

費城鶴邑人士，初期組織為「鶴僑聯鄉會」，成立於光緒年間，其中又分為桃源祿洞房及龍
口區人士組成之金福堂，彼此相輔相成，推廣會務，直至 1920年正式向州政府立案註冊，
正名為「鶴山公所」。

百多年來，「公所」與故鄉息息相關，憂戚與共。早在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先生曾親臨費城，
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不少前輩都慷慨解囊，育成義舉。

改革開放之後，費城僑胞情繫家園，熱心參加家鄉「樂善好施」、「扶貧助學」等募捐活動，
及支持家鄉的經濟建設。

節錄自《鶴山僑情》

歷史足跡

美國費城鶴山公所組織架構 (2022-2024)

主 席

名 譽 顧 問

顧 問

協 辦

李展雄、李永華

李汝添

馮定泉、馮建明、施文忠、呂會雲、黄向榮、 

馮天成、施文佳、李合培

施世民、李烈培、李澤祥

書 記

外 交

財 政

核 數

施文佳

呂日華

葉艷顏

李烈培、黄福昌

左右，我們便組織了「公所」幾位較年輕的成員修繕，「公所」則支付人工和物料費用。」李主席補充，
若能招收多些年輕會員，固然在傳承方面，及早準備，日常會務運作，例如修葺會所，亦會有生
力軍支援。

2021年團年聚餐



42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在第八屆鶴山市海外聯誼會即將舉行之際，預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預期大會將給我們帶來各
種啟示。美國三藩市鶴山德厚堂定會向各地僑團多多學習，吸取寶貴經驗。

疫中籌集物資 捐獻家鄉
鶴山德厚堂在岡州總會館(與新會福慶堂組合)福蔭下，一向以來諸事順遂，兩堂同在一大廈辦公、
活動，和睦相處，情同手足，又各自獨具特性。我們德厚堂畢竟是一個善堂，在三藩市的僑社 
 「叢林」中，是一個弱小的團體，特別是疫情以來，因為曾一度中斷了過去蓬勃生機的活動，使整
體局面呈疲弱的態勢。

新冠疫情初期，情勢嚴竣，前主席何家輝，黃國康等青壯年領導人，排除艱難，對堂員噓寒問暖；
也為家鄉籌集捐獻口罩等抗疫物品。雖涓涓之水，卻體現了深深的鄉誼愛意。在政府呼籲減少活
動禁令的許可下，我們嚴格執行防預措施，仍堅持舉行春節團拜、中秋聯歡，清明，重陽祭祖等
活動。總之，讓鄉親們記着我們是鶴山人，始終有中華文化傳統的運作。

無懼「老齡化」泰然而處之

我們按章程進行了換屆選舉，遵循民主選舉制度，用人唯賢，能者上位的 
原則，產生了新的領導班子，朝著正確方向邁向前方

—— 三藩市鶴山德厚堂

美國三藩市鶴山德厚堂 
展望美好明天

中秋聯歡聚會 優秀學生頒獎典禮

疫後新董事會領僑團續創未來
疫情結束後，社團活動逐步「鬆綁」了，我們按章程進行了換屆選舉，遵循民主選舉制度，用人唯賢，
能者上位的原則，產生了新的領導班子，以鄧吟勳、何家輝、黃國康等青壯骨幹組成新的董事會，
朝着正確方向邁向前方。

僑團「老齡化」問題，確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我們只能泰然處之，以不變應萬變，以
豁達樂觀的精神面向未來，展望有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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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德厚堂董事會 (2024-2025)

2024年三藩市市長到訪

賀黃國康先生榮任美國中華總會館總董 主持何家輝先生介紹來賓

美國三藩市鶴山德厚堂，即美國三藩市鶴山同鄉會。是 1867年成立的岡州會館下屬一個善
堂，與新會福慶堂同在岡州大廈設立辦公室，都是非牟利組織，親如手足，共同進退，一起
活動，但財政各自獨立，也有各自的董事會和不同動向，如本堂為會員一人一票選出董事，
兩年一屆，新會福慶堂則沿用姓氏名額選人等。

節錄自《鶴山僑情》

歷史足跡

主 席

副 主 席

中 文 書 記

英 文 書 記

財 政

鄧吟勳

何家輝

何錦維

黃國康

劉志良

核 數

副 核 數

公 關

總 顧 問

顧 問

黃國英

何惠民

劉寶珍、李振謙、易瑞明、李英活

劉志明

李潤良、李英烈、何永平



44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組新春花車遊  會駐紐約領事
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 
讓世界瞭解中國傳統

巍巍的昆侖山下，悠悠的南門河畔，有一座莊嚴的學府—鶴山二中，我們的母校。它是當地學子
們心中的殿堂，能考上二中是他們的驕傲 。鶴山二中是一所有着近百年歷史的中學，學風濃厚，
教學嚴謹，為社會培養了許多棟樑之材，可謂桃李滿天下 。在美洲各國，也有眾多的二中學子在
異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開創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也因此應
運而生。

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He Shan No. 2 High School American Alumni Association Inc.)成立於 2022年 
6月 13日，在同年的 8月 15日舉行成立慶典。參加典禮的校友有遠至加拿大的鍾小龍先生、智利
的李紅光、鍾曉鈺夫婦和郭文先生、秘魯的胡建文先生一行人等，當時在家鄉和母校引起了廣泛
的關注，是新冠疫情後一個令人鼓舞的喜訊 。

校友積極回應募捐 報答母校
校友會有自己的微信群，是大家交流和互動的平台。現有 190多人，會員除了美國本土之外，有
許多是來自南美洲各國，極大部分是校友，也有旅美二中師長。校友們和睦相處，互相尊重，堅
守著母校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成立之初為了鼓勵大家的善心善行，校友會發起了募捐，為母校
二中籌款十萬元人民幣，作為獎學金頒發給優秀的學生 ，當時雖然校友還不多，但大家都積極響
應，受到母校的稱讚表揚 。

雖然身在異國，但校友們沒有忘記家鄉恩情 。有一次，我們的鄉親僑團遇到了經濟困難，校友會
動員校友們伸出援手，籌集資金助上一臂之力，最後問題得到了解決，充分體現了鄉親情、校友情。

節慶歡聚 維繫與各界友誼
為了增加校友們之間的交流，校友會舉辦了春、夏、秋、冬各季的生日會，以「AA制」的形式為
校友們慶祝生日。每次都有熱心的校友送出生日蛋糕、紅包和禮物，大家歡聚一堂，閒話家常，
有說有笑，有唱有跳……，彼此加深了瞭解，增強了友誼。2024年 2月 25日，校友會聯合崇山會
館，安排花車，組織校友參加了華埠新春花車大遊行。據美國媒體報導，當天有大概 50萬人現場
觀看，場面非常震撼、熱鬧 。天氣雖然寒冷，但校友們群情振奮，在花車上不斷高喊「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讓更多的外國人瞭解中國傳統，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人人盡興而歸。

在美洲各國，也有眾多的二中學子在異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開創了一
片屬於自己的天地，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也因此應運而生。

鶴山二中美州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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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第一屆組織架構

會 長

常務副會長

副會長、外交

副會長、財務

秘 書 長

核 數

節 目 總 監

娛 樂 組 長

邱向靈

張巍鐘

陳偉區

郭公原

李茹珍

梁寶珍

徐麗玲

鍾春花

副 會 長

副會長、攝影

副 秘 書 長

外 交

娛樂副組長

鍾承冠、黃志鵬

劉建國

謝訪群  肖志委

梁麗華

肖麗霞

拜訪駐紐約領事 增進交流
校友會也積極參加其他的同鄉會、 
僑團和校友會所舉辦的活動，大家都
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在此特別一提的，
是校友會與中國駐紐約領事館之間的
互動。

2023年 7月 12日，校友會會長邱向
靈，副會長張巍鐘、鍾承冠、黃志鵬、
陳偉區、劉建國和秘書長李茹珍一行
七人，到領事館拜訪劉兵領事。劉領
事平易近人，待人熱情，大家互相交
流，聽取意見，建立了友誼。劉領事也於2024年1月28日到訪校友會，與校友們座談、寒暄、拍照，
相談甚歡。其他的活動還包括：在校友會一周年的慶典上接受領事館授受的五星紅旗；校友會組
織校友參加中美建交 45周年聯歡晚會；安排需要辦理證件的校友到領事館等等。

以上點點滴滴，本是平平淡淡，旨在抛磚引玉，希望各方不吝賜教，讓本會不忘初衷，會務不斷
發展，更好地服務校友和大眾。謝謝大家！

在校友會成立典禮上，校友會職員與來賓和舞獅隊合影 在一周年慶典上，接受領事館授旗

校友會全體職員與劉兵領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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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鄉情  精誠團結
智利鶴山同鄉總會  盼助中智兩國交流

2016年 1月 4日，同鄉總會在南美洲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隆重的成立大會，參加並見證這歷
史盛會的有，中智兩國的領導和旅智各僑團僑領，以及旅居智利的鶴山籍鄉親代表共 300多人。 
蒞臨各界的主要代表有智利調查警總監 Alfredo Chiang將軍先生、中國駐智利的大使館李寶榮大使 
及鶴山市政協陳民軍副主席。每屆任期三年，通常由 29位理事組成，總會發展到現在已擁有
約 1800名會員。同鄉總會創會會長李紅光先生，現任會長何冠基先生，理事會設立有監督組、 
秘書組、財政組、建設組、文體組、福利組及聯絡組等部門。

獲政府認同 增強兩地聯繫
總會的宗旨是「凝聚鄉情、精誠團結、互相幫助、共謀發展」，目的是構建在智利的鶴山鄉親聯繫
家鄉政府，增強中智兩國文化交流、經貿往來、友好合作的橋樑和紐帶。同鄉總會還定期在每年
傳統節日，如中秋節舉行「敬老、賀中秋、迎國慶」的聚會，通過聚會加強鄉親們的聯繫，共聚鄉情，
發展新會員。其成立得到了家鄉鶴山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駐智大使館的幫助和智利政府的 
認同，也體現了旅智鶴山鄉親團結發展的願望！

僑胞團結互助 籌集物資助祖國
同鄉總會與廣大僑胞團結一起發揚互助互愛精神。成立以來，為遇到不如意的鄉親提供力所能及
的最大幫助，例如僑胞中有突發遭遇病患、火災的事故，同鄉總會的全體理事始終帶頭並發動會
員捐款，幾年來共籌得資金 3億披索，折合人民幣 300萬元，用於幫助突遭不幸的僑胞渡過難關，
使得廣大僑胞感受到同鄉總會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2020年初，祖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侵襲，為響應祖國號召，支持祖國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同鄉總會全體理事帶領在智鶴山鄉親們聯合各大僑團捐款，爭分奪秒搶購醫療物資，與時間賽跑，
將首批馳援醫療物資以第一時間運回了國內，支援家鄉、支援武漢、支援祖國，填補了當時醫療
物資的短缺。總購物資約五千萬披索左右，相當人民幣 50萬。

同鄉總會成立得到了家鄉鶴山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駐智大使館的幫助和 
智利政府的認同，也體現了旅智鶴山鄉親團結發展的願望！

智利鶴山同鄉總會

 「敬老、賀中秋、迎國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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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鶴山同鄉總會第三屆組織架構

財 政 組

中文秘書組

英文秘書組

監 督 組

福 利 組

名 譽 會 長

顧 問

創 會 會 長

會 長

常務副會長

副 會 長

曾錦和、馬佰行、周興發

邱玉光、陳偉光

楊志軍、周興發

胡燕威、呂桂庭、肖笑忠、賴建輝

胡國軍、呂耀堂、胡志堅、胡松恩

胡百均、何國新、胡金維、胡仕龍、呂玉松、張偉廉、余秋麟

陳桂陵、陳偉區、胡國華、彭奮鬥、黃景山、賴歲平

李紅光

何冠基

曾錦和(兼任財政組組長)、黃文興(兼任建設組組長)、余少鋒、郭文、鄧玉山、馮錦傑、肖笑忠

邱玉光(兼任秘書組組長)、何海東(兼任文體組組長)、楊志軍(兼任西文秘書組組長)、胡燕威(兼任監督組組長)、 

胡國軍(兼任福利組組長)、袁玉芳(兼婦女部組長)、馬百行、陳偉光、呂桂庭、呂耀堂、胡志堅、邱玉純、周興發

建 設 組

文 體 組

聯 絡 組

婦 女 部

名譽秘書長

黃文興、楊志軍、何榮軍、何遠龍

何海東、郭文、黃海航、謝志常

曾錦和、邱玉純、羅振航、鍾昌盛

袁玉芳、何月玲、呂倚華

孟翠屏

廣東籍僑胞自 1850年代起已在距離祖(籍)國最遙遠的智利生活、工作和打拼，百多年來，
鶴山同胞從少數鄉親發展至今，已繁衍成為數千人的大族群，為加強鶴山籍僑胞在智利的
聯繫，團結互助，共謀發展。2015年 6月，智利智京中華會館專門召開理事會議，通過
了一項重大決議，時任智京中華會館主席呂玉松、前任主席胡金維共同宣佈，由李紅光、 
何冠基兩位理事籌備並組織成立「智利鶴山同鄉總會」具體事宜。經過籌委會多次會議商討
和策劃，2015年 8月 12日，創立「智利鶴山同鄉總會」動員大會，於「新興酒家」隆重舉
行，僑領僑胞共 200餘人出席，大會並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李紅光當選為首任會長。 
2018年，何冠基當選為第二任會長。

節錄自《鶴山僑情》

歷史足跡

鄉親熱心公益 僑團相互守望
總之，同鄉總會始終秉承宗旨，不忘初心，熱心公益，鄉親們在同鄉總會這個平台，有祖國為靠山，
有中國駐智大使館的幫助、關心和支援，有各僑團相互守望，只要我們團結起來，發揮鶴山人的
智慧和勤奮，利用智利優秀的文化，保持中國最美的元素和最優秀的文化，今後，鶴山鄉親們在
智利這片美麗的地方會不斷地實現自己最美的願望！

第一屆全體理事集體照 第二屆全體理事集體照



48

僑團動態 各自精采

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辦學校、行慈善
智利智京中華會館為華僑謀福利

1893年 6月 15日，旅居智利共和國首都聖地亞哥的華人創建了「智利亞洲會館」，後改為「智利智
京中華會館」。

創立學校 栽培英才
二十世紀 40年代，中華會館創立了培英學校，這是一所華人出資、政府給予一定經濟支持的半公
立小學。除教授智利當地教學大綱課程外，培英學校亦安排中文課程，到二十世紀 60年代，該小
學關閉。直至 2003年 7月 5日，中華會館再次創辦半公益性的中文學校。

熱心公益 回饋社會
智京中華會館是經智利司法部批准，得到智利政府認可，以非營利為目的民間慈善組織，也是智
利首都聖地亞哥歷史最為悠久的華人社團。智利智京中華會館目前擁有會員近 2千人，百分之
八十以上為廣東鶴山籍僑胞，現任主席為曾錦和。

會館宗旨為：「慈善、愛國、團結、發展」，倡導及推動智利華僑華人的互相團結、互相幫助， 
愛國愛鄉，傳揚中華文化，遵守當地法律，維護社會道德，亦有為會員謀取更多的福利，維護會
員的合法權益，並熱心公益，回饋當地社會，促進友誼並加強經貿文化交流。

智京中華會館宗旨為：「慈善、愛國、團結、發展」，是經智利司法部批准，得到
智利政府認可，以非營利為目的民間慈善組織，也是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歷史最為
悠久的華人社團。

智利智京中華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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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智京中華會館 (2024-2026) 理事會名單

理 監 事

永久榮譽主席

主 席

第 一 副 主 席

財 政

理 事 長

秘 書 長

聯誼聯絡組組長

副 主 席

副 財 政

監 事 長

副 秘 書 長

婦女組組長

曾錦和

胡百均

蔡輝生(副主席兼財政)

肖笑忠

陳偉光

呂桂庭

何永華、郭浪平、何海東、趙玉瑜、周興發、梁東旋

張偉廉、陳桂陵、胡金維、呂玉松、李紅光

徐志航、何素雲、何海峰、何冠基、鍾燕京、蔡輝生

羅慧斌

馬伯行

呂桂庭 

羅慧斌

智京中華會館理事與到訪的香港青年智利行團員合照

歡迎到訪青年交流團 春節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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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基金  急民所需
秘魯鶴山會館為受難僑胞送上溫暖

歷史
1928年 8月 30日，在鄧留等鄉親的宣導下，成立鶴山會館，並召開旅秘全體鶴山邑僑大會，選舉
出第一屆理監事會，秘魯鶴山會館由此正式成立。

1968年，由鄧犖平、張勝長、鍾博文、李植春、楊步蟾、張霈林、鍾志偉、鍾文權、鄧柏生、
鍾耀等推動勸捐，共籌得二十餘萬元，經黃孟超介紹購得現在鶴山會館房產，會址 JR:ANTONIO 
MIROQUESADA#826，LIMA。

2007年 2月，由李金維、李木養、鄧添養、李社鵬、鄧達勝等呼籲邑僑捐款維修會館，在邑僑和
各大僑團的幫助下，鶴山會館煥然一新。

改變與成長
2014年，會館換屆選舉，選出了主席鄧振棠、溫國榮、李光華，財政主任李景有、徐偉斌，監事
長胡仁安，理監事共 34人。在全體理監事共同努力下，進一步完善會館的章程和設施。為了能夠
幫助遇到突發事件而孤立無援的僑胞，理監事會決議成立“秘魯鶴山會館愛心慈善基金會”，得到
眾多僑胞的大力支持，在短短幾天內，籌得善款十多萬元秘幣，在秘魯華人僑社中成為佳話。基
金會所有資金運作均按章程辦理，專款專用，為有需要的貧窮僑胞和當地災區民眾應急之用，是
秘魯華僑社團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基金會之一。

服務與福利
2016年 11月，鶴山會館組織僑胞歡迎習近平總書記訪問秘魯。
2020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會館積極回應通惠總局的號召，踴躍參與捐款支援國內抗疫。
當秘魯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時，會館的領導又積極籌備應對方案，為邑僑著想，購買了大量口
罩等防疫物資分發給僑胞，及購買了氧氣瓶一套和連花清瘟膠囊以作應急之用。
2023年新的一屆理監事就任，當天晚上，在利馬最大的中餐館國華大酒家舉辦慶祝聯歡晚會，免
費宴請鶴山鄉親，筳開 32席，三百多名鄉親歡聚一堂，共同慶祝會館成立 95周年。

展望未來
我們見證了會館不斷發展壯大的歷程，對於未來的展望，更是充滿了無限的機遇與挑戰。鶴山會
館將繼續發揮其獨特的優勢和作用，為邑僑們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為連接世界各地同鄉及僑
團起橋樑紐帶作用，承載文化傳承與鄉情聯誼的重要功能。我們將繼續加強組織建設，拓展交流
合作領域，推動文化傳承和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也將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奮勉提升會館
的社會影響力，更好地為僑胞服務！

為了能夠幫助更多遇到突發事件而孤立無援的僑胞，理監事決議成立「秘魯
鶴山愛心慈善基金會」，此舉動得到眾多青年新僑胞的支持，在短短幾天內，
籌得現款十多萬元秘幣，在秘魯華人僑社中成為佳話。

秘魯鶴山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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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鶴山會館第二十屆 (2023-2026) 組織架構

財 政 組

僑 務 組

交 際 組

物 業 組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組 長

組 員

名 譽 主 席

顧 問

主 席

監 事 長

李社鵬

溫江洪、李奕文、譚健文

鄧振棠

鄧添養、李晃興、黃昌明

何育思

胡就強、黃小青、馬敬青、羅遠財

鄧達勝

胡文忠、張應當、鍾國龍

余財盛

溫銳基、鍾偉雄

溫國榮、胡仁安、徐偉斌

練立基

文 教 組

青 年 組

婦 女 組

朱光輝

李志廣、李培青、鄧鉅棠、鍾少文

何志輝

張志業、李品超、鍾國軍

黃美峰

雷曉紅、邱亦喜

秘魯鶴山會館第二十屆交接儀式

第二十屆理監事會成員宣誓就職儀式

第二十屆理監事會領導班子成員合影

秘魯鶴山會館第二十屆理監事會成員合照

第二十屆理監事會成員舉行拜祭先僑儀式

慶祝秘魯鶴山會館成立 95周年，會館領導班子成員代表理監事會上台敬酒

財 政

中 文 秘 書

西 文 秘 書

胡建文

練立基(兼)

林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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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青年新僑助長遠發展
巴拿馬鶴山公所風雨後更茁壯

巴拿馬鶴山公所正式成立於1920年，然而在巴拿馬的鶴山人，也許早於19世紀中期已到當地謀生。
據《僑務工作研究》2006年第六期〈走近巴拿馬華人(上)〉一文，作者楊發金指出移居巴拿馬的 
華僑人數有五個高峰。

赴巴拿馬華人 5高峰 先輩歷經困阻
第一個高峰是美國人修建巴拿馬鐵路時期，來巴拿馬的華人大約有兩萬。1852年至 1856年，從中
國大陸廣東和福建省招募華工，經香港或澳門來到巴拿馬的華工約兩萬人。這些華工除按契約修
建鐵路的一部分人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散居到全國各地獨立謀生。

第二個高峰是巴拿馬作為去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中轉站時期，滯留在巴拿馬的華人約有兩萬人。
據陳澤惠《十九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第 177頁記載，到十九世紀 70年代中期，中轉過程中留
在巴拿馬的華工多達 2萬 5千人。

第三個高峰是法國修運河時期的 5000人。據清廷《外務部檔》光緒十四年出使美、西、秘大臣張
蔭恒的奏摺，稱「(1888年)廣東客民赴役(指華工參加開河工程)者兩千人」。光緒三十二年 9月出
使美、秘、古、墨大臣梁誠致農工商部函，稱「(19世紀 80年代至 90年代，法國公司)又陸續運
去幾千名華工開鑿巴拿馬運河」。

第四個高峰是美國人修運河時期的約 5000人。據《清季外交史料》第 178頁記載，20世紀初，美
國繼續「該處開河，華民衆多」。據清廷《外務部檔》記載，1906年美國所屬巴拿馬運河局從南洋
文厘拿埠首批運進 2500名華工開河。

第五個高峰是上個世紀 80年代，合法來到巴拿馬的有兩萬人。

總的來說，第一代華人是鐵路工程施工之時或竣工之後定居在巴拿馬的華人。第二代華人是巴拿
馬作為中國大陸和拉美國家的中轉站時留居在巴拿馬的華人。這兩代華人是巴拿馬華人的基礎和
主體，開鑿運河的兩個時期移民並不太多。當年來巴拿馬當華工的人 95%以上來自中國大陸廣東
省，他們簽訂合同之後先去香港或澳門，再乘船渡過太平洋來到巴拿馬。

近年來，第72屆理監事與時俱進，借助網路方式開展會務工作，成功吸引了大
批青年新僑入會，為公所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巴拿馬鶴山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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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困難曾解散 重拾僑社增鄉誼
巴拿馬鶴山公所是當地較早成立的僑團之一，由先僑呂梅生、呂恆合、呂亮、鄭冠之、邱嘉興、
鍾錫、何貴榮、郭英遐、鍾世英等九人發起。最初登記入會的有 20多人，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
推舉呂梅生為主席、呂亮為副主席、鄭冠之為秘書、邱嘉興為監事長，並在巴拿馬政府註冊備案
成為合法僑社團體。

20世紀 30至 40年代，受到世界大戰影響，僑團被迫
解散。直到 1953年，一批年輕熱心的僑胞和老僑胞一
起重新回復僑社活動，修改章程，並租賃辦公場所，聯
絡僑胞、增進鄉誼。

端賴鄉親集腋成裘，鶴山公所於 1957年購置二層樓房
作為公所物業，首層舖位出租，二層作為永久會址。近
年來，第七十二屆理監事與時俱進，借助網路方式開展
會務工作，成功吸引了大批青年新僑入會，為公所的長
遠發展奠定基礎。

巴拿馬鶴山公所會館第七十一屆職員在會館晚宴祝酒

巴拿馬鶴山公所 1920 年至 2024 年歷屆會長芳名

第一屆會長

第二屆會長

第三屆會長

第四屆會長

第五屆會長

第六屆會長

第七屆會長

第八屆會長

第九屆會長

第十屆會長

呂梅生先生

鄭羅文先生

呂星南先生

呂本記先生

郭英遐先生

何貴榮先生

呂焜純先生

鍾世英先生

鍾運元先生

郭偉明先生

第十一屆會長

第十二屆會長

第六十三屆會長

第六十四屆會長

第六十五屆會長

第六十八屆會長

第六十九屆會長

第七十屆會長

第七十一屆至七十二屆會長

劉雨軒先生

鄭國威先生 

何文光先生

呂聰明先生 

張智庭先生 

鍾文智先生連任三屆 (9年 )

何文生先生連任二屆

黃少輝先生 (2017至 2019年 )

朱思琴先生 (2020年至 20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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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友會聯絡資訊
澳門鶴山同鄉會 馬來西亞烏魯地南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古岡州六邑聯合總會

美國紐約鶴山公所

馬來西亞霹靂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北馬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霹靂古岡州公會

新加坡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雪隆鶴山會館

馬來西亞柔佛古來鶴山會館

地址

電話

地址

電話
電郵
網址

地址

電話
電郵

地址

電話
電郵

地址

電話

地址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郵
網址

地址

電話
電郵

地址

電話
電郵

澳門雅廉訪羅若翰神父街 17號 
豐寧大廈 2樓 F室內
(853) 2833 5689 
(853) 6828 3678

No,40-01, Jalan Badik 14, Taman Puteri  
Wangsa 81800 Ulu Tiram
(60) 16 9598686
Heshanulutiramjohor@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
persatuanheshanulutirampage

34-38 2nd Floor, Jalan Yang Kalsom, 30250  
Ipoh, Perak, Malaysia
(60) 16 959 8686
datochong66@gmail.com

42 Mott Street, 6/F, New York 
N Y10013, U S A
(1) 212 608 7431
Hokshansociety@gmail.com

No 8A Jalan Idris, 31900 
Kampar Perak, Malaysia
(60) 5 466 3288

No,30-C, Jalan Siam ,104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Malaysia

34-38 2nd Floor, Jalan Yang Kalsom, 30250  
Ipoh, Perak, Malaysia

No 21.Kreta Ayer road, Singapore 088991
(65) 6223 6233
sghoksan@gmail.com
http://sghoksan.blogspot.com

No. A109, Ist Floor, Jalan Tuanku 2 
Taman Salak Selatan, 57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 11 5115 6167
selkhocksan8@gmail.com

S13 Jalan Ibrahim, Kulai Johor 
81000 Malaysia
(60) 7 663 4280
Johor.hoksan.kul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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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崇山會館

鶴山二中美洲校友會

美國三藩市鶴山德厚堂

秘魯鶴山會館

智利智京中華會館

美國費城鶴山公所

智利鶴山同鄉總會

巴拿馬鶴山公所

地址

電話
電郵

地址

電話
電郵

地址

電話

地址
電話

地址
電話

地址

電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郵

 11 Division St, 3rd Floor, New York City  
N.Y,10002  U.S.A
(1) 917 843 3199
wjchen1961@gmail.com

 11 Division Street, 3rd Floor, New York City, 
N.Y 10002, U.S.A
(1) 917 881 0808
Hansonqiu63@gmail.com

208 N 9th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U S A
(1) 267 315 8043

Maturana 535, Santiago Centro, Chile
(56) 2 3225 9061

P.O. Box 747, 0816-07875, Panama R DE P
(507) 6707 5338

855 Stockton St, 3r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U S A
(1) 415 433 0603

JR. ANTONIO MIRO QUESADA NRO. 
826  BARRIOS ALTOS (LIMA CERCADO) 
LIMA - LIMA - LIMA

8340337 Catedral 2135,  
Santiago Centro de Chile
56-998188807
fcoloniachina@gmail.com;
cuiping.meng@gmail.com





山新顏  生機勃勃鶴
鶴山市由 10個鎮(街)組成，各自發揮
專長，猶如百花綻放，由各自撰文介
紹，最恰當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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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地圖
雙合鎮

宅梧鎮

恩平市

台山市

開平市

鶴山市

新會區

江海區蓬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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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市轄下 
10個鎮（街）地形圖

址山鎮

鶴城鎮

雅瑤鎮
桃源鎮

沙坪街道

共和鎮

龍口鎮

古勞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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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得名因市內有山形似鶴，於
雍正十年(1732年)建縣。現為江
門市代管縣級市，位於珠三角西
翼，市域總面積 1083平方公里，
下轄 9個鎮和 1個街道，常住人
口 60萬人，戶籍人口 39萬人。
鶴山是全國重點僑鄉之一，海外
華僑華人約 49萬人，分佈在全
球 8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稱「海
內一個鶴山，海外一個鶴山」。
2023年，以省內縣(市)排名第一
的成績位列「中國最具吸引力縣
城」排行榜第 36位，連續五年躋
身「中國投資潛力百強縣」，入選全省首批「百千萬工程」典型縣(創先類)。

歷史人文
鶴山文化底蘊濃厚，是嶺南文化、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彙集交融之地，人才輩出。中國民主革命
先驅、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夫、詠春拳宗師梁贊、王老吉涼茶創始人王澤邦、甘和茶創始人源吉
華、一代影后胡蝶、「廣東獅王」馮庚長、奧運冠軍陳小敏和李漢華、籃壇巨星易建聯、香港著名
導演黃百鳴等名人，以及葉大年、任詠華、鄧景揚、麥松威、宋爾衛等院士，祖籍皆為鶴山。此
地雲集嶺南特色傳統文化，包括鶴山詠春拳、陳山香火龍習俗、鶴山獅藝、三夾騰龍等非遺項目，
民間基礎深厚，影響廣泛。歷史遺址方面，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司令部舊址、鶴山縣蘇維埃政府
舊址(宋氏大宗祠)等紅色文化陣地，都位於鶴山市內。

區位交通
鶴山市毗鄰廣佛都市圈，是江門對接廣佛的「北門戶」，也是大灣區核心城市通往粵西的橋頭堡，
交通體系四通八達。與廣佛莞珠等城市形成 1小時生活圈，距深圳、香港車程約 2小時，周邊有
廣州白雲、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及緊鄰即將動工的廣州第二機場。鶴山港是 3000噸級國家一類
口岸，貨船可經西江黃金水道直達港澳。廣珠鐵路、南沙港鐵路交匯樞紐節點江門北站(鶴山)， 
開通有中歐、中老國際貨運班列。

文化豐厚  人傑地靈

鶴山是全國重點僑鄉之一，海外華僑華人約49萬人，分佈在全球80多個國家和
地區，人稱「海內一個鶴山，海外一個鶴山」。

鶴山市：連結世界  貢獻祖國

鶴山市大雁山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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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力
2023年，鶴山市實現 GDP突破 500億元大關，達 502.87億元，位居全省 122個縣(市、區)第 55
位、較上年提升兩位，在全省 57個縣級市中位居第十。全市產業門類齊全，工業體系完善，涵蓋
工業 41個大類中的 30個，坐擁男鞋、印刷、水暖衛浴、傘篷四個「國字號」基地，高端裝備製造、
新一代電子資訊、先進新材料三大產業集群總產值超 600億元，矽能源及儲能產業、汽車零配件、
智慧電子等三大細分領域呈現迅猛發展勢頭。

旅遊資源
鶴山融「山、水、城」於一體，全市森林覆蓋率達 52.49%，是珠三角首個林業生態縣、廣東省園林
城市、廣東省文明城市和全國綠化百佳市。擁有大雁山森林公園、華僑城古勞水鄉兩個 4A級旅遊
景區，古勞水鄉獲評廣東首個省級濕地公園，內有嶺南地區規模最大、分佈最集中、保存最完整、
極具生態意義的桑基魚塘、圍墩人家水鄉風貌。

對外聯繫
鶴山與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交流密切。世界各地 
的鶴山海外社團組織多達 24 個，對外發行 
 《鶴山鄉訊》等僑刊鄉訊。古勞鎮入選中國僑聯 
第十批「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鶴山 
僑胞、港澳同胞情繫桑梓，自改革開放以來為 
家鄉發展捐贈逾 7億元。全市累計批准設
立港澳台資企業 370家，佔鶴山外資企業
總數的三分之二，累計投資約 180億元。

鶴山市產業門類齊全，工業體系完善 鶴山工業城

鶴山古勞水鄉

612024 年鶴山市海外聯誼會第八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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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街道是鶴山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
心，也是全國著名的僑鄉。沙坪街道總面積
41.8平方公里，轄區內常住人口 25.4萬人，
戶籍人口約 14萬人，是鶴山連接珠西、廣
佛的橋頭堡，融入大灣區的重要門戶，東鄰
佛山市順德區、南海區，南通江門市濱江
大道。2023年地區生產總值 136.07億元，
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32,375萬元。

多產業推動經濟發展
沙坪街道工業資源較多，其中主導產業為裝
備製造業。沙坪街道約有 531家工業企業，
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57家，產值超億元
企業 11家。通過持續深化「全民招商」， 
全力創建西江美岸文創園項目「一步一景、
一景一特色」的新地標。新華城、鶴山廣場等商圈日益繁榮，著名大超市等「家門口」商超佈局越
發完善，緊抓鶴山市全域旅遊嘉年華活動契機，夜間、假日經濟等消費新業態持續升溫。

發展文旅產業 凝聚鄉賢力量

沙坪街道充分調動和激發廣大鄉賢參與家鄉建設的積極性，凝聚更多鄉賢
力量支持鄉村振興、捐資助學、扶弱濟困、尊老愛老。

沙坪街道：當好大灣區橋頭堡

西江美岸文創園 鎮南大矮嶺工業區升級改造項目全圖

新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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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街道歷史文化積澱濃厚，名勝古跡眾多，有 4A級景區大雁山風景區，有鶴山公園和北湖公園
等城市公園，有東坡亭、胡蝶故居、易氏宗祠、惠濟橋、龍溪馮公祠、樓沖七駁橋、飲水思源塔
等人文建築史跡；有竹樹坡、大鵬路和越塘隔山街等特色美食街。不少星級酒店落戶此地；更有
獅藝表演，獅頭製作技藝體驗項目，玉橋民間傳統藝術節，中東西龍舟文化走廊等非物質文化。

沙坪街道坡山村是江門市紅色美麗僑村，結合「千里步道」規劃，融合東坡文化、疍家文化等，
深化漁人碼頭、漁文木舍項目文化內涵，推進漁村民宿改造和招商引資工作。以沙坪河為主
線，順流而下挖掘東坡亭、胡蝶舊居、易氏宗祠、唐朝古窯遺址、威龍廟、太尉廟等歷史古跡和 
方奕智烈士、球星易建聯、影后胡蝶等沙坪當地名人文化資源，發展紅色文旅精品路線。

鄉賢積極建設家鄉
沙坪街道充分調動和激發廣大鄉賢參與家鄉建設的積極性，凝聚更多鄉賢力量支持鄉村振興、
捐資助學、扶弱濟困、尊老愛老。當中，「630」助力鄉村振興活動累計籌得善款 67萬元。榮獲 
 「中華慈善獎」「中國紅十字人道勳章」的鶴山「首善」關氏，捐贈 1.68億元建設沙坪街道第八小學 
工程項目，以及為沙坪街道敬老院捐贈冷暖空調 23台。

沙坪街道第八小學

玉橋民間藝術節 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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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瑤鎮位於鶴山市東南部，面積 82.3平方公里，下轄 10個村委會和 3個居委會，123條自然村，
常住人口約 4.24萬人，外來人口 2萬多人，旅外華僑、港澳同胞 3萬多人。雅瑤鎮北與市區沙坪
街道接壤，東南與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接壤，西連本市桃源鎮，南與本市鶴城鎮、共和鎮相連，
325國道、佛開高速、江肇高速、江沙公路、廣珠鐵路等縱橫貫通，亦有陳山高速口和南靖高速口，
交通便捷，投資環境優越，轄區內有雅瑤鎮朝陽工業園和中歐雅瑤新興產業園兩個規模較大園區。

文旅資源豐富
作為「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夫的故鄉，雅瑤鎮紅色、人文、旅遊資源豐富，擁有中共鶴山支部舊
址、鶴山縣蘇維埃政府舊址——宋氏大宗祠，共青團鶴山縣特別支部舊址——三端馮公祠，廣東
省古村落、鐵夫故里、鐵夫畫閣、火龍文化館——陳山村，院士之家——宋兆鴻先生祖居，古建
築藝術較高的隔朗德明祖祠、慎思堂及昆東立軒宋公祠，融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於一體的香泉嶺
等。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陳山香火龍風俗文化活動遠近聞名，2023年雅瑤鎮成功舉辦雅瑤鎮
香火龍巡遊活動，全鎮各村居共 18條香火龍再度騰飛，吸引觀眾約 20萬人次到場參觀。

鐵夫故里  火龍之鄉

雅瑤鎮以點帶面，推進陳山、黃洞、昆東、隔朗、雅瑤等古村落改造提升，以香
火龍、鐵夫故里、古村落為文化內核，大力打造紅色文旅、生態鄉村遊等特色鄉
村旅遊品牌。

雅瑤鎮：文旅、工業皆聞名

江沙公路美景

宋氏大宗祠 陳山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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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當家
雅瑤鎮全面推進「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堅持製造業當家「一把手」工程，拔頭籌、 
爭上游，全鎮共有 568家工業企業，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74家，2023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產值
100億元。初步形成了先進製造業、印刷包裝業、皮革製品業、化工塗料業、五金工藝業等多種支
柱產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準不斷提升。接下來重點推進中歐雅瑤新興
產業園建設，重點發展電子資訊、智能家電和先進裝備製造業。

振興鄉村發展
雅瑤鎮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深化農業發展，加大推動發展上南紅煙、柑橘、百香果及紅茶等四類 
農產品生態種植。在文旅發展上，雅瑤鎮以點帶面，推進陳山、黃洞、昆東、隔朗、雅瑤等古村
落改造提升，以香火龍、鐵夫故里、古村落為文化內核，大力打造紅色文旅、生態鄉村遊等特色
鄉村旅遊品牌。

雅瑤鎮社會保障體系健全，並日益完善。轄區內有 1間衛生院、9間衛生站，1間民營醫院；1間
公辦民營的敬老院，可容納 200位老人入住；有 1所公辦中學、3所公辦小學、1所公辦幼稚園、
4所民辦中小學、8所民辦幼稚園，教育資源豐富。

中歐雅瑤新興產業園

陳山村鐵夫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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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古勞鎮文化源遠流長，形成以龍舟、舞獅、舞拳等為體系的「與鶴共舞、舞動世界」的特色 
僑鄉文化。古勞水鄉不但水甜土腴，而且人傑地靈。鶴山古勞鎮是詠春拳開派師祖梁贊，王老吉
創始人王澤邦，被譽為「一門俊傑、五代豪門」的香港李石朋家族，香港著名導演、電影《葉問》出
品人黃百鳴，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大年等名人的故里。

偏身詠春傳承道
詠春拳王梁贊先生晚年歸隠古勞故鄉頤養天年時，結合其一生的武學心得，吸取了多家拳種之長，
創出「偏身詠春拳」，是對其早年在佛山所傳三拳一樁之詠春體系的進一步提煉昇華及融會貫通。
後來被列入廣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弘揚詠春文化、傳播武術技藝，古勞水鄉將梁贊及其門下多個詠春傳人(王華三、馮朝振和馮根珠) 
的故居、紀念館及近十家詠春家庭武館和古村落等一系列生態人文景點串聯起來，形成一條以詠
春文化為主題的特色旅遊路線——詠春傳承道。

古勞鎮：水鄉地靈人傑 活躍商政文化界

暨大分院紮古勞
鶴山市古勞鎮位於江門鶴山市北部的西江河畔，是珠江三角地區最典型的原始水鄉特色小鎮， 
戶籍人口 2.9萬人，旅外華僑、港澳同胞 8.8萬人，是我國著名的僑鄉。百年暨大更於 2021年進
駐古勞鎮，開設了暨南大學教育學院江門分院，積極探索「三僑」聯合辦學，促進人才培養。

古勞水鄉水龍橋

古勞水鄉不但水甜土腴，而且人傑地靈。傳統民俗活動『三夾騰龍』及詠春拳
均為非遺項目；活躍於香港的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李氏家族亦是由古勞走向世
界。

水甜土腴  物阜民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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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夾騰龍列非遺
 「三夾騰龍」被列廣東省級非遺名錄，是一項深受鶴山市民喜愛的傳統民俗活動和體育競技運動，
為新「鶴山八景」之一。「三夾」是沙坪河和升平河(又稱古勞河)匯流後在古勞形成的水道。傳統民
俗活動「三夾騰龍」在鶴邑水鄉有數百年歷史，鄉民把龍及龍舟當作是吉祥之物，他們祈求每年對
龍拜祭，舞了龍頭，「扒」了龍舟，洗了龍舟水，吃了龍舟飯後，就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
興旺、國泰民安、人興財旺、家庭幸福、福壽綿長。

古榕樹下練拳忙

2023年古勞龍舟活動「龍騰三夾 鶴舞昆崙」

李氏家族育精英
鶴山古勞上升村有 600多年村
史，是「廣東省著名的古村落」，
也是江門市級美麗僑村。旅居海
外的華僑、港澳同胞約 7000人。
數百年來，李氏一族名人輩出，
人才濟濟。從這裡走出一個李家
成，帶出「一門俊傑，五代富豪」
的香港李氏家族，他們在香港的
影響力綿延不斷，湧現出眾多精
英，創造香港眾多「第一」。李氏族人立身處世、持家治業，活躍在商界、政界、文化界，不斷激
勵後人在新時代奮發上進，繼續在家族史冊上譜寫生動、華麗的篇章。

李氏家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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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口鎮位於鶴山市西北部，東距鶴山沙坪城區 5公里，西與佛山市高明區接壤，鎮域面積約 158.8
平方公里。約距 2小時車程可通往粵港澳大灣區廣、佛、深、港、莞、珠、澳，交通便捷，區位優越。
下轄 15個村委會、1個居委會。戶籍人口約 3.68萬人，常住人口約 4.2萬人，海外華僑、港澳台
同胞約 4萬人。

龍口鎮：各產業成績優秀

開拓特色旅遊品牌
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生態文旅資源豐富。擁有著 750多年歷史的鮮卑後裔霄南村古村落，以觀賞
花海、休閒娛樂、拓展營地為主的龍船花穀營地，教育研學基地鄉里人家生態園等文旅設施，還
擁有青文紅旗渠、粉洞知青場等歷史文化資源。龍口鎮活用霄南村「古鮮卑族」後裔聚居古村落、
非物質文化遺產「龍口牛肉」製作技藝，打造了鮮卑牛肉特色餐飲文化，開拓了特色旅遊品牌項
目——鮮卑牛肉文化美食節。活化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中共西北區工委舊址，打造成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結合現有旅遊資源，串聯歷史文化、紅色文化以及田園風光三大主題線路，吸
引粵港澳大灣區遊客前來遊玩打卡。

凝聚多方力量 活用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未來發展中，龍口鎮將以實幹實效實績書寫現代化建設新篇章，努力交出一份
更有「含金量」、「含綠量」、「含新量」的龍口答卷。

龍口工貿區

產業發展強勁
龍口鎮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主要經濟指標平穩增長，重點圍繞新材料、食品、高端裝備製造產業
等產業招商引資，深化食品產業強鏈補鏈，壯大龍口牛產業。今年 5月，龍口鎮入選國家農業農
村部頒佈的 2024年農業產業強鎮項目立項名單。現有工業園區 5個，僑資企業 23家，工業企業
176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60家，產值超億元企業 12家。積極推動化工園區建設，精細化工
產業園規劃範圍內 3060畝，成功納入江門市承接產業有序轉移主平台，園區發展享受主平台政策 
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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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拾柴火焰高，龍口鎮一直重視凝聚各方智慧、動員各方力量，得到了企業家、鄉賢的鼎力支持，
他們積極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主動參與鄉村振興，在教育基礎設施建設、醫療
衛生事業發展、鄉村風貌提升、綠美廣東生態建設、「6．30」慈善活動、「百企興百村」行動等工
作中，給予大力支持。在未來發展中，龍口鎮將以實幹實效實績書寫現代化建設新篇章，努力交
出一份更有「含金量」、「含綠量」、「含新量」的龍口答卷。熱切期望社會各界繼續鼎力支持！

各項發展屢獲表揚
近年來，龍口鎮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龍口鎮衛生院在 2022年「優質服務基層行」活動中表現突出，
獲國家通報表揚。龍口鎮委黨校獲評廣東省「百個鎮街黨校示範點」。龍口鎮獲江門市抓黨建促鄉
村振興示範鎮街擂台賽三等獎、最佳人氣獎。青文村除獲評江門市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示範村外，
還被評為全國與廣東省鄉村治理示範村，同時入選廣東省鄉村治理示範村的還有中七村。而霄南
村先後入選「廣東省古村落」、「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獲評廣東省民主法治示範村、江門市基層
黨建示範村、江門市文明村、江門美麗僑村，本年也入選廣東省「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
首批典型縣鎮村名單。三洞村擦亮特色農業品牌，做大做強花卉產業，入選第二批省級「一村一品」
專業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龍口牛肉」

鶴山紅旗渠

鮮卑牛肉文化美食節

霄南北門村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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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鎮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緊鄰鶴山市中心城區，新舊 325國道貫通全境，兼有江肇高速出入
口和在建珠肇高鐵鶴山段，逐漸成為鶴山市重要交通樞紐。桃源鎮總面積約 54平方公里，下轄 11
個村委會和 2個社區，常住人口約 3.4萬人，其中戶籍人口 2.2萬人，華僑人數 4萬人，是「中國
製傘名鎮」、「中國傘篷出口基地」、「廣東省衛生鎮」、「江門市宜居城鎮」。

發展工業助經濟
桃源鎮堅持「工業立鎮」的核心目標，加快推進「桃源．市區一體化」。2023年，桃源鎮規模以上
工業總產值達 120億元，全市排名第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73家，同步完成招商引資 21.81億元，
其中 5億元以上項目 2個，超億元項目 9個，沿 325國道建有三個鎮級工業區(富民工業區、建桃
工業區、德勝工業區)分別圍繞新材料、裝備製造、新能源電池 3大產業鏈打造全鏈條式現代化產
業園區，擁有廣東省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兩個和博士工作站三個，更有被認定為國家級專精特新 
 「小巨人」的工程機械與光電科技企業。

桃源鎮：主力發展「百千萬」工程
「工業立鎮」為核心

桃源鎮擁有廣東省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兩個和博士工作站三個，更有被認定
為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的工程機械與光電科技企業。

桃源墟鎮景觀圖

G325國道桃源段 桃源衛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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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僑務資源
桃源鎮積極加強與港澳台及海外同胞的緊密友好聯繫，充分調動和激發廣大鄉賢參與家鄉建設的
積極性，凝聚更多鄉賢力量參與鄉村振興、捐資助學、扶弱濟困、尊老愛老。當中 2023年組織開
展香港同鄉會交流活動，組織旅港桃籍著名愛心企業家何氏一行回鄉開展粵劇文化交流和考察聯
誼活動；又成功連結僑務資源，無償捐贈桃源中學 132台全新的電腦設備並翻新學校電腦室，總
價值港幣 65.3萬元；也興建以何氏族姓等人冠名的門診大樓、DR室、潤鵬小學和蟠龍龍聚村文化
室等，進一步凝聚僑心、發揮僑力，全力助力我鎮「百千萬」工程發展。

產業轉型振興鄉村
2023年，桃源蟠光村成功入選省「百千萬工程」首批典型村、桃源鎮成功入選江門市「百千萬工程」
首批典型鎮、桃源中勝村、龍都村成功入選江門市「百千萬工程」首批典型村。蟠光村創新「積分
制 +信用貸款」形式，引入金融活水，以澳洲小藍龍作為切入點推動本村養殖產業轉型，激發鄉
村產業新動能；中勝村結合自身資源稟賦，打造「政府+村經聯社+科研+農戶」的復耕復種模式，
建立起現代農業綜合種植示範園，成功推出「鶴山．桃源中勝甘薯」優質農產品牌；龍都村與鶴山
市一間紡織有限公司結對共建，共同打造青少年研學基地農旅發展項目。

捐贈桃源中學電腦設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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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鶴城鎮以鄉情鄉愁為紐帶，統籌城鄉發展，彰顯為民情懷，不斷凝賢心、聚賢智、匯賢力，
充分調動鄉賢回鄉參與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鄉賢們紛紛回饋家鄉，支援美麗鶴城建
設，合力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

發動鄉賢由「見」到「建」
以政商工作座談會、「百企興百村」等為契機，引導鄉賢多回家鄉走走，多關注家鄉發展，多為家
鄉出謀劃策，把思鄉之情化作助鄉之力，推動「百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

鶴城鎮：桑梓情深  共謀發展新篇章
客家俗語說：「鄉里鄉親，打斷骨頭連著筋。」鶴城鎮將繼續發揮好鄉賢這
一寶貴的人才資源，引導鄉賢積極參加家鄉建設。

鶴城鎮標誌

小官田村的兩位鄉賢自行發起「綠美吉村」項目，帶領鄉親美化改造 80畝(零碎)荒地，建設傳統
農耕水輪車、美麗稻田等景觀，提升家鄉人居環境，構建有魅力、有內涵、有鄉愁的和美鄉村；
五星村鄉賢胡先生，發動海外僑胞大力支持五星村農產品商貿街建設，推動全國文明村五星村再
上新台階；五星村新鄉賢趙先生主動支持客家黃酒展館建設，為客家黃酒產業建設提供文化展示
載體。

南中村引導鶴山花生廠鄉賢賴先生牽頭成立花生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三個月內發展社員 21名，
輻射帶動全鎮推廣花生種植約 250畝，助力鶴城傳統花生種植業高質量發展。

鄉里鄉親，打斷骨頭連著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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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練氏姐弟更是熱心，捐資捐物累計超過 1300萬元，包括建設鶴城二小新教學樓，預計新增
學位 500個，有效緩解鶴城鎮學位緊缺的問題；捐贈「平躺睡」設備、桌凳、空調、臺式電腦及互
動式一體機，改善鶴城教學硬體條件，在全市率先實現校園午休「平躺睡」全覆蓋。香港鶴山昆聯
同鄉會慷慨捐贈鶴城一小 40多台學生學習電腦。五星村鄉賢胡氏兄妹，大力支持家鄉學校三堡小
學的建設，捐贈 40多台學生學習電腦，為家鄉學子的學習保駕護航。

聚焦民生實事工程
鶴城鎮堅持以民為本、保障民生，2023年支出超 1.3億元用於美麗鄉村建設，家鄉面貌的新變化，
使鄉賢深受鼓舞，紛紛同心發力、接續奮鬥。城西村練氏姐弟慷慨解囊，捐資 1000萬元，建成長
約 1.2公里、種植櫻花樹 2200多棵的櫻花大道，打造攬月亭、明月橋等景觀，每到花季，櫻花大
道花海人海，美不勝收。

鶴城鎮美麗鄉村五星村全貌

由城西村鄉賢助力，建設城西村櫻花大道

由小官田村委會鄉賢助力，建設高標準農田。

城西村百畝油菜花基地和小火車

與此同時，鶴城鎮通過制定綠美鶴城實施方案，在全鎮鋪開綠化工作，得到了企業家和鄉賢等社
會力量的大力支持，目前已認捐樹苗 7387株；大力發動鄉賢等社會各界籌資 350多萬元，舉辦客
家花炮廟會、城隍民俗文化會等一系列活動，助推鶴城文旅事業高質量發展，增強鄉賢的歸屬感
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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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鶴山市東南部的共和鎮歷史人文、生態底蘊深厚，擁有「三瓜兩豆一葛」(苦瓜、黃瓜、青瓜、
肉豆、豆角、粉葛)本土特色農產品。先後被評為廣東省文明鎮、全國環境優美鄉鎮、全國重點鎮、
廣東省衛生鎮、國家衛生鎮、廣東省教育強鎮、廣東省森林小鎮、廣東省鄉村治理示範鎮、廣東
省「百千萬工程」首批典型鎮、廣東省鄉村振興示範鎮。

三大產業為主導 打造百億級產業群
共和鎮面積約 90平方公里，下轄 2個社區和 9個行政村，戶籍人口約 2.7萬人，外來人口約 8萬人。
現時東部以生態農業、休閒觀光、無公害蔬菜基地為依託，建設江門近郊「生態體驗中心」；中部
以著名地產、酒店、共和生態休閒公園為依託，建設集休閒、娛樂、商住為一體的「商貿宜居中心」；
西部以「一城三鎮」(鶴山工業城，共和鎮、鶴城鎮、址山鎮)工業平台為工業發展中心，以「先進
裝備製造、電子資訊、新材料」三大產業作為主導方向，積極打造三個百億級產業集群。

共和鎮：工農商業皆菁英
共和鎮排名「2023年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第430位，較2022年前進25
位，連續三年實現爭先進位。

S270省道

鶴山工業城創新中心

環境優美  業績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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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亮麗 榜上有名
共和鎮排名「2023年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第430位，較2022年前進25位，連續三年實現爭先進位。
2023年 11月，入選廣東省「百千萬工程」首批典型鎮；來蘇村、平漢村入選廣東省「百千萬工程」
首批典型村。2023年引進億元以上項目 18個，超 20億元項目 3個，計劃總投資 127.9億元；規
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317.41億元，同比增長 10%；規上工業增加值 71億元，增長 11.4%；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 171家，佔全市的 26.8%；固定資產投資 104.6億元，同比增長 16%；財政收入 4.6億元，
同比增長 22.2%，增量及增速均在全市鎮街中排名第一。

共和鎮鶴山職教園區

廣東省「百千萬工程」「首批典型村」來蘇村

共和鎮與鶴山工業城管委會於 2015年合署辦公，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鶴城鎮工業板塊、
址山鎮龍灣工業園區劃歸工業城管理，管轄紅線範圍面積 105.8平方公里。2016年被國家工信部
定為中歐(江門)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區核心區；2021年被認定為廣東省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立足
打造鶴山南部新城，轄區有共和中學、共和中心小學、工業城第一小學、工業城第一幼稚園等優
質公辦學校以及鶴山職教園區，正在推進工業城第二小學等規劃建設，建成工業城養老服務中心；
進駐五家著名品牌房企；有生態公園、體育運動公園等休閒場所，以及著名的星級酒店、十八洞
高爾夫球場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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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山鎮地處珠三角西岸城市鶴山市的南端，全鎮總面積 98平方公裏，常住人口 3.30萬人，是鶴山
市著名的僑鄉之一。

衛浴產業
址山鎮水暖衛浴五金產業起步於上世紀 80年代，歷經 40多年發展，已成為全國重要的水暖衛浴
五金產地之一。鎮內共聚集水暖配套企業 600多家，已形成「原材料供應—核心部件生產—衛浴
機械製造—龍頭企業引領—名牌產品產銷」成熟完備產業鏈；先後被評為「中國水暖衛浴五金產
業基地」和「中國水暖衛浴五金出口基地」，2018年被國家商務部認定為「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
地（水暖衛浴）」，是眾多知名衛浴企業投資落戶的首選地。

雲鄉革命史跡陳列館
張懷樓展館全稱為雲鄉革命史跡陳列館，是建於民國
初期的碉樓式建築，由華僑張懷先生晚年落葉歸根時
所建，後來成為抗日戰爭雲鄉抗日武裝及後期抗擊國
民黨頑軍的重要戰場之一。為更好地傳承和弘揚紅色
文化，址山鎮爭取到省、江門和鶴山三級黨委、政府
部門的資金支持，投入 1000萬元對張懷樓、雲清樓
進行修繕、布展，建設雲鄉革命史跡陳列館及紅色革
命文化公園。該館是址山鎮目前面積最大、功能最齊
全的革命展館，與旁邊雲清樓及樓後占地 2700平方
米的雲鄉革命歷史文化公園，共同構成整個址山革命
遺址的核心部分。目前，張懷樓展館已被定為廣東省
紅色革命遺址、江門市中共黨史教育基地及中共鶴山
市委黨校址山分教點。自 2020年 7月對外開放以來，
吸引了眾多港澳及海外鄉親前來參觀交流。

址山鎮：爭創全國千強鎮
文化底蘊深厚  三大產業護航

張懷樓

近年來，址山鎮以「拔頭籌，爭上遊」的奮進姿態，堅持推動全方位高質量發
展，推動「百千萬工程」在址山落地見效，創建出具有址山特色的「典型」和
 「示範」，舉全鎮之力爭創全國千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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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產業
2022年 12月，世界 500強、全球領
先的光伏龍頭企業簽約落戶址山，建
設打造該企業在華南地區的第一個
製造基地。項目規劃總投資超百億
元，建成後將成為全省排名前列的
光伏組件等產品生產和出口基地。
基地首期將建設年產 10GW單晶組
件項目，計劃投資約 45億元，占地
約 527畝，達產後預計年產值超百億
元，帶動就業 2100人，成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重點光伏產業項目！

玻璃項目實景圖

玻璃產業
2020年，全球領先的綜合玻璃製造商落戶址山。項目規劃總投資 20億元，占地面積約 500畝，建
成後年產值達 24億元。主要建設兩條優質浮法玻璃生產線和兩條 Low-E鍍膜玻璃生產線，年產優
質浮法玻璃 1297萬重量箱、Low-E鍍膜玻璃 1500萬平方米和建築節能玻璃 500萬平方米。項目另
有多條生產夾層、中空等節能建築玻璃的生產線，年產節能建築玻璃 500萬平方米。

光伏項目產業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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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梧鎮位於鶴山市西南部，全鎮面積約 206.56平方公里，下轄 10個村委會和 1個居委會，共 96
條自然村，戶籍人口約 3.3萬人，境內自然生態、休閒農業和歷史人文資源豐富，江羅高速、雙和
公路、更宅線、明靖線、楊宅線穿越境內，交通便利，區位條件優越，與珠三角各大城市相距約 1.5
小時車程。

近年來，宅梧鎮深入實施「百千萬工程」、紮實綠美生態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經濟穩步健康
發展，城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民生保障紮實有力，文農旅產業逐步興起，獲評「廣東省森林小鎮」、 
 「廣東省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鎮」、「廣東省旅遊風情小鎮」等榮譽稱號。

宅梧鎮山水生態資源優越，雲宿山、皂幕山、彩虹嶺、羅漢尖等座落境內，樹
木茂密，層巒疊嶂，是天然的大氧吧；青年、佛坳、虹嶺、龍潭四大庫區波光漣
漪，景色宜人；發展了山泉水品牌3個。

宅梧鎮半島公園

宅梧源林生態樂園項目

 宅梧鎮：打造灣區生態文旅小鎮
青山綠水  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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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文資源濃厚
宅梧鎮是廣東著名的革命老區，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司令部舊址被評為廣東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
江門市黨員教育基地和江門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成為省內廣大黨員幹部、青少年學生開展黨性
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之一。此外，境內還有梧岡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梧岡革命烈士
紀念碑、龍潭山戰鬥紀念碑、余少傑革命烈士故居等紅色資源，以及彩虹古道、鶴山市非物質文
化遺產(宅梧竹編技藝、宅梧粽子加工技藝、宅梧瀨粉製作技藝、宅梧桔仔墟習俗)、彩虹嶺摩崖
石刻、福樟大屋等豐富的人文資源。

白水帶態和然茶園

宅梧墟鎮

自然生態資源豐富
宅梧鎮擁有耕地面積約 1752公頃、林地面積約 14832公頃、養殖水面(坑塘水面)面積約 1109公頃、 
其他面積(含園地、草地、農田水利等)約 1109.7公頃。山水生態資源優越，雲宿山、皂幕山、 
彩虹嶺、羅漢尖等座落境內，樹木茂密，層巒疊嶂，是天然的大氧吧；青年、佛坳、虹嶺、龍潭
四大庫區波光漣漪，景色宜人；發展了山泉水品牌 3個。

文農旅產業蓬勃
近年，宅梧鎮發展了沉香、夏威夷果、山茶油、紅茶、花卉等一批新興農業產業。引進了投資超
20億元的文旅項目，成功創建了國家 3A級旅遊景區、國家森林鄉村、南粵森林人家，入選省歷
史文化遊徑和鄉村旅遊精品線路，規劃打造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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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合鎮於 2002年由原雙合鎮和合成鎮(合成華僑農場)合併而成，區域面積 123.46平方公里，人口
1.9萬，全鎮下轄 4個村委會及 1個居委會。雙合鎮位於鶴山市最西部，是江門、佛山、雲浮三市
的交界地，東鄰佛山市高明區更合鎮，南靠開平市蒼城鎮，西接雲浮市新興縣水台鎮。江羅高速
東西橫貫全鎮並在鎮內有兩個出口，距廣明高速更合東出口僅 8公里，雙和公路、省道 273線貫
穿全鎮。

雙合鎮是農業大鎮，產業發展以種茶、製茶和農業種養為主，紅茶、粉葛、蔬菜是本鎮三大特色
農產業，其中「鶴山紅茶」和「鶴山粉葛」獲批國字號農產品品牌。

雙合鎮：生態文化多樣
山明水秀  人才輩出

雙合鎮歷史悠久，山清水秀，生態景點眾多。當地民風純樸，人傑地靈，是英才輩
出的寶地。

雙合墟鎮全貌

 「十里茶鄉公園」，被省文聯評為廣東省「最具生態價值茶鄉」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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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
當地民風純樸，人傑地靈，是英才輩出的寶地。

乾隆丁未科的武科探花麥鷹揚是雙合鎮人，授二等御前侍衛、入鑾儀衛行走。乾隆六十年，出任
福建水師提標中軍參將，代理海壇總鎮事務，一生為國家鎮守海疆，智勇過人。麥廷章是麥鷹揚
的第三子，歷任把總、千總、守備、都司等職。在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英艦大舉進攻虎門的戰役
中，他協助水師提督關天培駐守靖遠炮臺，堅持到最後，壯烈犧牲。林則徐把他和關天培並稱為 
 「雙忠」。

奧運會第一批女子舉重冠軍陳小敏亦是雙合人，她於 2000年 9月獲第 27屆悉尼奧運會舉重女子
63公斤級比賽金牌，曾先後獲得 9枚世錦賽金牌，11次打破世界紀錄。

文化歷史深厚
雙合鎮歷史悠久，山清水秀，生態景點眾多。海拔 637.2米的雲宿山位處雙合鎮，是鶴山第二高峰，
山頂有花崗岩古瑤寨遺址，登牆四顧，高明、鶴山風光盡收眼底，有「雲宿大觀」美稱，是鶴山的
舊八景之一。

位於合成旱沖村的逢丁門，始建至今有近 200年歷史，祠堂坐北向南，寓意人丁興旺、風調雨順、
如意吉祥。而合成村大多數自然村為客家村落，傳統客家民居錯落有致，竹林樟樹環繞。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雙合開放接收越南僑胞，他們在雙合勞作、生活，以種茶為主業，同時也帶
來了富有越南特色的美食、服飾等文化，如越南春卷、越南腸粉、越南奧黛，形成越僑文化。

越僑文化——潑酒節 越僑居住點

合成旱沖村肖氏宗祠——逢丁門 雙合特產——粉葛





樑紐帶  聯通內外橋
香港自開埠以來，已是中外交匯之
地，今屆聯誼會能在香港舉辦，恰是
瞭解內外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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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自身優勢  引入人才  開拓市場
香港疫後重拾超級聯繫人角色

香港鶴山同鄉會宣傳部

在中央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特區政府將香港定位為一帶一路之「超級聯繫人」，作為連接內地與
環球巿場的橋樑，一方面提供專業服務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同時為內地城市引入資金、技術
和人才等。2016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提出，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以及作為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
加上世界先進的基建及健全的金融體系和市場等，能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國的「超級聯繫人」，助推
動一帶一路。

總部經濟實踐「引進來」、「走出去」
政府於 2023施政報告提倡發展「總部經濟」，
吸引海內外公司到港設立總部或分部業務，為
香港引進優質企業，開拓國內國際雙循環所帶
來的龐大機遇，協助外國企業「引進來」和內地
企業「走出去」。

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資料顯示，去年投資推廣
署共協助 382間企業在本港開設和擴展業務，
較 2022年增加 27%。該等企業除了包括早前遷
離後重返香港的公司，亦包括首次在港開設業
務的公司，以及在港已有業務而繼續擴展的公
司。它們帶來的直接投資額逾 616億元，並在開設或擴展業務的首年，合共創造超過 4,100個職位。

多項政策吸引精英留港
人才方面，國家和港府均有政策及措施吸引人
才赴港。本港設有「高才通」、「優才計劃」等人
才政策，目標是希望人才可長期留港，「生活、
居住、買樓或變了永久居民」，但兩者政策目標
不同。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高才通計劃」)旨在吸
引世界各地具備豐富工作經驗及高學歷的高端
人才到香港探索機遇。這些高端人才在提出申
請時無須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覓得工作。他們
只須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便可獲准在港逗留 
24個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優才)特色在於不限任何行業的高技術人才及優才均可申請，亦無須先獲得
本地僱主聘任，著名透過優才計劃來港人士包括鋼琴家郎朗、奧運獎牌得主郭晶晶及演員章子怡
等。

去年投資推廣署共協助 382間企業在本港開設和擴展 
業務，較 2022年增加 27%

 「高才通」、「優才計劃」等人才政策，目標是希望人才可
長期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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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當局於 2024年初宣布，內地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於 5月 6日起擴展至北京和上海，赴港澳商務
簽注停留期亦倍增至 14天。本地商會認為簽注持有人有更多時間留港傾談及作商務活動，更靈活
安排時間，可改善人力或資源流通，都肯定有利香港經濟。

醫療進人才 教育成樞紐
香港特區政府在 2023年 5月公布擴大「人才清
單」至涵蓋九個行業領域的 51項專業工種，包
括商業支援；創意產業、藝術文化、表演藝術；
發展及建造；環境技術服務；金融服務；醫療
服務；創新科技；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以及
海事服務。其中包括全部 13個的法定醫療專業，
目標是為符合現行本地法定註冊要求的醫療專
業人員提供入境香港工作的便利，並發放正面
信息，顯示政府致力吸引符合資格非本地培訓
醫療專業人員來港的決心，對吸引人才及穩定
人手供應有正面作用。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香港作為區內重要的教育
樞紐，擁有兩文三語的教育環境，教育科技業界也
熟悉外國流行的教育體系及科技應用等最新趨勢，
加上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科創
等因素，為本地和世界各地的教育科技創新者提供
不同的創新科技平台和配套，同時充當他們進入內
地及海外市場的重要橋樑。

而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而獲得學士學
位或更高資歷的非本地學生，如有意申請留港工作，
便可留港 24個月，這政策適用於來自外地和大灣區
的學生。

香港底子深 未來更大發揮
香港在《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排名全球第五位，其競爭力在於資金自由進出、人才匯聚、營商
環境穩定等。未來若加大人才吸納的工作，例如調整擴大大學的外地生比例，吸納更多科技公司
的投資者等擴大本港人才網絡，相信可以帶動本港高附加值經濟，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參考連結：
政府新聞網，〈投資推廣署去年助 382企業來港〉，2024年 2月 2日。
https://www.news.gov.hk/chi/2024/02/20240202/20240202_114407_933.html

入境事務處網頁，
https://www.immd.gov.hk/hkt/index.html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人才清單〉。
https://www.talentlist.gov.hk/tc/

IMD Business School, ‘Rankings out of 67 countries’ 
https://www.imd.org/centers/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
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rankings/wcr-rankings/#_tab—Rank

政府致力吸引符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療專業人員來港

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的非本地學生，如有意申請
留港工作，便可留港 24個月

https://www.news.gov.hk/chi/2024/02/20240202/20240202_114407_933.html
https://www.immd.gov.hk/hkt/index.html
https://www.talentlist.gov.hk/tc/
https://www.imd.org/centers/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
https://www.imd.org/centers/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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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校以來，鶴山學校一直以「立己立人」為宗旨，服務南區的莘莘學子。這裡的每一堂課，每一
位老師，無不透出濃濃的溫情與關懷。多年來，香港鶴山同鄉會的鼎力支持，使得學校在教學資
源和學生活動方面如虎添翼，電子教學的推動更是讓這裡的教育如春風化雨，滋潤著每個孩子的
心田。與此同時，學校創造更多機會，讓孩子們邁開腳步，擴闊視野，增加認識周邊的世界。

兩文三語：打開孩子們的心靈之窗
學校特別重視兩文三語的教育，尤為注重英語的學習。校內的三位外籍英語教師，不僅帶來了優
質的語言教學，更帶來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他們如同陽光，溫暖着每一個孩子的心田，激
發他們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和熱情。除此之外，學校還與木球會合作，引入了外籍的木球教練，教
授學生各類球類運動知識，如木球、合球等，這些活動讓孩子們在運動中學會合作和互助，享受
集體的成果。

國際合作：搭建心靈的橋樑
鶴山學校與彼鄰啟歷國際學校多年來保持密切合作，兩校學生定期進行交流活動，如世界閱讀日
(Book Character Day)等。這些活動不僅讓孩子們開闊了視野，還讓他們在交流中學會理解和包容，
感受到來自不同文化的溫暖。此外，學校與鶴山沙坪一小結為姊妹學校，多年來雙方進行了頻繁
的學術交流。今年，學校再次拜訪鶴山沙坪一小，雙方在深度交流中分享教學經驗和教育理念，
這些經驗如涓涓細流，滋養着兩校的教育發展。

學校於2024年還與上海浦東新區民辦正達外國語學校簽訂為姊妹學校，並參加了他們的「外語節」。
這次交流活動不僅增進了兩校之間的友誼，熱情交流，互相學習。來年，學校計劃帶領學生進行
更多的學術交流，讓這份友誼之花綻放得更加燦爛。

國際視野：讓夢想飛得更遠
鶴山學校不僅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更希望帶領學生走向世界。2024年，學校組織小六孩子們前
往新加坡進行遊學活動。這次活動如同一場開闊眼界的旅程，孩子們在學習當地文化的同時，也
參加了小學的英文課程、科學館 DNA課程和大學的人工智能課程。

在新加坡，小六孩子們參觀了當地著名的文化景點，如新加坡河、牛車水和甘榜格南。他們親眼
見證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融合，感受到不同族群和諧共處的氛圍。在牛車水，他們瞭解到早期華
人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和奮鬥歷程；在甘榜格南，孩子們體驗了馬來文化的豐富多彩，參觀了傳
統的馬來房屋和清真寺，初步瞭解了當地穆斯林的生活習俗。他們更到了聖淘沙 S.E.A海洋館近距
離觀賞深海動物，亦欣賞了柔合光影、水火、煙花、投射技術於一身的表演，讓他們大開眼界。

學校致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全方位人才，幫助孩子們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脫穎
而出；讓我們共同見證，讓世界認識鶴山，讓鶴山學生貢獻世界。

陳世剛校長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溫暖傳承  立己立人的愛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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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亦參加了當地小學的英文課程。新加坡的小學課堂與鶴山學校有很多不同之處，教師們的教
學方法生動有趣，學生們在互動中提高了英語聽說能力。課堂上，學生們分組討論，通過遊戲和
活動學習語言，這讓他們在快樂中掌握了知識。此外，他們還參加了科學館的 DNA課程，當中他
們化身偵探及法醫，透過科學蒐證，指紋及 DNA比對等，讓孩子們感受 Forensic Science的魅力。
此外，孩子們更參與了大學的人工智能課程，了解了 AI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應用，這讓學生們對科
技未來充滿了憧憬和好奇。他們親自體驗了編程和機器人操作，這些活動激發了他們對科學和技
術的濃厚興趣。

探索芬蘭教育：為未來發展注入新活力
2024年 3月，我和伍瑋奇副校長前往芬蘭進行教育考察，拜訪了當地多所學校。芬蘭以其創新的
教育模式和卓越的教育質量著稱，此行旨在學習借鑒這些先進經驗，為鶴山學校的未來發展注入
新活力。

在芬蘭的學校的交流、觀課及觀察，發現當地教育非常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強調個性化學習和
創新思維的培養。教師們在課堂上更多地扮演指導者和促進者的角色，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和探究。
芬蘭的課堂環境充滿自由與創新，學生們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裡，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和方式，這種
教育理念讓我們深受啟發，計劃在鶴山學校引入類似的教學方法，推動教育改革。

此外，我們還參觀了芬蘭的圖書館，瞭解了當地豐富的教育資源和先進的教育設施。我們看到，
芬蘭的學生不僅在學校內學習，還經常在圖書館進行自主學習和課外活動。這些經驗讓我們認識
到，教育不僅僅局限於課堂內，還需要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支持來共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結語
鶴山學校以「立己立人」為宗旨，意思是讓孩子首先要以自我修養為基礎，立自己的德行和品格，
然後再推己及人，去關懷和幫助他人，為他人帶來正面影響。我們透過不斷創新教學方法，推動
兩文三語教育，加強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全方位人才，幫助他們在全球化
的時代中脫穎而出；讓我們共同見證，讓世界認識鶴山，讓鶴山學生貢獻世界。

與浦東外國語學校簽訂姊妹學校儀式

新加坡的大學 AI課程

與沙坪一小交流及大合照

2023-2024 P.6  
新加坡遊學團

(STEAM探索之旅 )

2023-2024  
鶴山親子交流 
體驗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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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24日，香港鶴山同鄉會十多位理監事，在麥炳球理事長和任榮照監事長帶領下，前往
共和鎮考察鶴山工業城，承蒙統戰部鄧榮庭常務副部長、共和鎮陳文寧鎮長、駐深圳投資促進中
心劉旭婷主任等多位領導，介紹工業園內各種產業和項目，使本會眾人大開眼界之餘，更感出乎
意料。

印象中的鶴山市，耳熟能詳的傳統工業，有傘篷、男鞋、水暖衛浴、印刷等，雖然地理環境包括
10個鎮(街)，怎樣也難以聯想到現代化的工業和生產模式，可以落藉鶴山；但今次的拜訪，改變
了這觀念。

高新科技為三大產業重點
目前鶴山工業城，以三大產業作為發展方向：
高端裝備製造業、新一代電子信息及智能家電
產業、先進材料及前沿新材料產業等。回望
2016年，鶴山工業城成為中歐(江門)中小企業
國際合作區的核心區；2018年，鶴山工業城給
列入國家開發區目錄，並升格為省級產業轉移
園，若企業在一些高度發展的地區，面對土地
缺乏、工資高昂的發展樽頸，鶴山工業城正好
為這些企業提供了一個選擇機會。

在參觀的過程中，縱然是走馬看花，已感受產
業重點在於高新科技，例如硅能源和儲能設置
的研發和生產，正是走在未來需求的前面；汽
車零部件繁多，生產過程十分嚴格，工業園也
佔有一席位，具體例子有掛車車軸、汽車減震
器、汽車玻璃……等；熱能產品是另外的範疇，
包括有取暖用品、燒焗爐、烹煮廚具，不一而
足，此外又有集電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燃
氣熱水器等水暖設備。

目前鶴山工業城，以三大產業作為發展方向：高端裝備製造業、新一代電子信息
及智能家電產業、先進材料及前沿新材料產業等。若企業在一些高度發展的地
區，面對土地缺乏、工資高昂的發展樽頸，鶴山工業城正好為這些企業提供了一
個選擇機會。

香港鶴山同鄉會宣傳部  李耀明

國際企業相繼落戶工業城
鶴山高新科技發展千里

中歐(江門)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區

工業城內不乏設計先進的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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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樣產品的廠家，既有是外國品牌企業指
定的生產商，也有不少歐洲品牌的直接生產商，
例如有大型電路板製造商，已發展至多層板的
硬性線路板，應用到汽車、醫療、電腦周邊產
品、工業、信息、通訊和家電類產品等。摩托
車又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亦有專門生產頭盔的
工廠；至於潤滑系統生產製造，是另一專門行
業，用途常見於汽車底盤、軌道交通、風力發
電、工程機械等潤滑系統。

貨運暢通 優惠政策提升競爭力
鶴山座落珠江西面，近年多條高速公路穿過附近，若以一小時生活圈計算，已涵括廣州、珠海等
地；對貨運而言，則更方便對接遠洋貨櫃港口，或是貨運機場。出乎意料，鶴山市還有中歐班列，
開出的貨運列車，可直達歐州的中東部。統計數字說明，中歐班列的貨運時間是海運的四份之一，
價格約為空運的五份之一，所以貨運方面，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為着吸引不同地區的廠家落戶鶴山，當地政府提供了
不同的優惠政策，從購置設備和自建廠房，到投產於
高新科技，都有不同的支持方案。我們在參觀過程，
只知其梗概，至於細節詳情，或可向鶴山市駐深圳的
招商辦公室查詢，對於尋求發展的中外企業，在尋找
設廠地點時，實在多了一個途徑。

原載香港鶴山同鄉會《會訊》第 84期

註 - 鶴山市駐深圳投資促進中心：
深圳市寶安區恆明珠國際金融大厦東座 1906室；
聯繫電話：86-0750-8888280；
郵箱：kgsw@heshan.gov.cn。

落戶工業城的部份品牌

中歐貨運班列





誼情濃  承蒙支持鄉
香港鶴山同鄉會籌辦今次聯誼會活
動，付出心力不少，更使人銘記於心
的，是來自會內會外的反應，均出乎
意料；無論有形無形的，同鄉會在此
深深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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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金铭卫浴有限公司

ADD:No.1, Guangming Road, Airport Development Zone,
Zhishan Town, Heshan City, Guangdong, China.

地址：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飞机场开发区光明路一号

TEL: 0086-750-2636122 Fax: 0086-750-2636121
E-mail:info@creafaucet.com

www.gemfaucet.comWeb: www.creafaucet.com

Jiangmen City jinming Sanitary Ware co., ltd

About us
Jiangmen City Jinming Sanitary Ware Co., Ltd is located in Zhishan Town,Jiangm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e have been engaging in sanitary ware industry for 
over 20 years. Wit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andtechnologies, We have 
developed many faucets and shower products which are popular in the market. 

In last 10 years, Our factory productionhas been standardized and data-driven. 
Factory getting  passed ISO9001, cUPC & CE tests and held these certificates. 
With advance tech, long lasting quality and aesthetic design, we have won many With advance tech, long lasting quality and aesthetic design, we have won many 
clients trust in overseas & domestic markets.
 
We want told a little more about us, our immense passion for producingand creat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blems that face us everyday. 
We could mislead, even compromise. But our goal "TOUCH PEOPLE BY PRODUCT" 
never change. we deal problem with our 
philosophy which guides us towards a road with more Practical and logical.Eventually philosophy which guides us towards a road with more Practical and logical.Eventually 
we believe this is the road we are looking for.

WELCOME TO THE FACTORY

欢迎来厂 参观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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