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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颱風過後，路邊都有大量塌樹，消
防員或政府工人會簡單地將之鋸開數截放
在路邊，以盡快恢復交通為首要工作。非
緊急情況一般要一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
把塌樹全部清走，而這些樹木的歸宿，很

多時都是堆填區。社會仍有不少和輝師傅一樣的有心
人本以 「救得幾多得幾多」心態，將樹木回收處理好
後，再分派給學員製作家具，為社區樹木賦予 「第二
生命」。

現時香港最大的社區樹木回收商是 「香港木庫」，
2019年由建築設計師黃卓健投資200萬元開設，於元朗
設置15000平方呎廠房，由回收、烘乾、切割樹木，打
磨、設計、家具製成品，工作坊一條龍包辦，市民亦
可向他們購買木板原材料再自行 「DIY」製作。

黃卓健說： 「把樹木送到堆填區本身就是一種地球資
源浪費，但救木材除了有心也要有財力。租吊臂車和搬
運工人動輒幾千元，然後你又要有一個露天的大地方，
因為樹木不能隨便堆放，要有系統地放在一個個層架
上，樹木要自然曬乾就需兩年時間，所以我投資100萬
元購入乾燥窯，把樹木成板後，以70℃至80℃真空風
乾兩至三星期，當水含量降至8%至12%，便可出爐。」

正為發展循環經濟構思
黃卓健說： 「用回收得來的木材製作一件木家具，

世界上不是少了一棵樹，而是成功回收了一棵樹，是
我們回饋大自然的禮物；隨香港各大木工教室、愛
木人士等的推廣，教育下一代，未來的塌樹、棄置樹
木，除了堆填區還會有更好的出路。」

目前，香港每日有300噸樹木因塌樹或土地發展而被
斬下， 「香港木庫」三年來回收了800噸樹，全港其他
工作坊加起來的回收量，亦不足 「香港木庫」的一半。
黃卓健坦言，投資的200萬元至今仍未回本，要靠本身
的設計工程營生。他說： 「香港正在再工業化，我正構思
開工廠，例如木地板廠，把這些社區樹木變成可真正營利
的循環經濟工業。」

簡單工具在家也可使用
在80年代的香港，到處都有木工場，實木傢俬和

各種木具隨處有售。自從瑞典快速傢俬品牌落戶香
港，即時顛覆本港家具市場，維修傢俬和木器店舖
幾近絕。近年，外國 「DIY」文化傳入香港，很多
人喜歡上網自學，買電動工具，動手製造或維修家
具，坊間同時開辦各種木工教室，令人人都可將家
具生命永續。

現年 50 餘歲的輝師傅，1987 年在職訓局木工班畢
業，之後入傢俬廠當學徒，再轉做室內裝修，90年代
末開始承接裝修生意，風光時每月生意額逾百萬元。
惟時代變遷，輝師傅轉歸平淡，改到學校和機構擔任
木工班導師，2017年他創辦 「木民」工作坊，學員當
中不少是白領女士，更有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等專
業人士。

輝師傅說： 「工聯會、職訓局和坊間都有很多不同
渠道可以學木工，但我們教的並非職業木工技能，我
們只會使用鎚、鑿、鋸等簡單工具，因為用電動工具
會塵土飛揚，一般家庭根本無法使用。我們很重教
『入榫』，這也是現代家具很少用到。」

口傳身授以作親子教育
初班第三堂，輝師傅便教製作 「入榫」木。學員

可因個人喜好，決定木的呎吋、腳的形狀，甚至
融入個人藝術品味。學生即場選料，有人喜歡多結的
木紋，有人喜歡有破孔的木板，經過打磨上油，便是
一張張獨一無二的家具，可以世代相傳。

輝師傅表示： 「學員只要學懂基本技術，透過一些
簡單工具，將來家具即使損壞也可自行維修，令家具
壽命大大延長；這種技能也可口傳身授給下一代，和
子女一起做木工也是一種親子教育，因為做木如做
人，都要有規有矩。」

何謂規矩？他說： 「有些學員打磨時無把木器放到
合適高度，自己彎腰遷就，結果容易造成勞損，甚至
工業意外，這是第一位的安全預防意識；其次是量度
要準繩，否則會導致製成品歪斜不正，這是做人不能
馬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第三是製作前要全盤規
劃好，才能製作出預期目標的作品，即做人凡事要有
規劃，不能見步行步。」

有助集中精神忘卻煩惱
在木工教室所獲的並非只是 「技能」，更是一種心

理療癒。輝師傅解釋： 「曾有學員是患抑鬱症、需要
長期服藥，初來上堂時不斷質疑自己做不到，說話充
滿負能量。我鼓勵她們，一次做不好就再做，總會做
到一件 『靚作品』；製作時只要足夠集中專注，便能
忘卻煩惱，這是一種精神修練，透過撫摸木紋，更能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
此外，輝師傅也會主動回收因颱風倒塌的社區樹

木，以及幫助一些學校、機構回收塌樹。他說： 「有
校園的百年古樹倒塌了，這是幾代人的集體回憶。我
先鋸開 『一碌碌』放在合適位置曬乾，再教學生製作
成各種器具在學校使用，繼續服務學生。」

也有一些機構會找輝師傅處理舊家具。講起這些，
他滿足感十足： 「香港仔一間教會有 60 張陳年祈禱
椅，因新會址放不下太長的舊椅，教會找我拆散，製
作成一個個十字架，送給教友掛在家中；也有學校禮
堂翻新，陳年油木地板是歷史印記，校方叫我想辦法
給予地板 『第二生命』，我想到教他們學生製作成鎖
匙牌扣，再拿去義賣。」

現存教室各有賣點
目前，全港具規模的木工教室約有10多個，各有賣

點，有的主打簡約風，把撿拾回來的船木和被棄置實
木傢俬的原件組合成新家具；有的主打教造木餐具、
一套木碗可以用上一代人；有的主打教精工雕刻首飾
盒，送給愛人一生一世。

實木家品只要適當保養和維修，絕對可以傳子傳
孫，承傳一個家族的故事，這些木工導師，就是希望
透過工作坊，傳播他們的技能和理念，宣揚可持續發
展的生活模式，以生命影響生命。

木工教室「永續」家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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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碳排放源依次是發電、運輸和廢棄
物。要達至 「全民減廢」 ，不論政
府、企業，還是個人都必須參與。從
個人角度，要盡量不浪費、節省食品
和用品，一些環保鬥士的超級減碳生
活非一般人能仿效，但有些經驗和做
法卻是人人都可學習及借鑑。本報將
系列報道一些常人都能做到的節約模
式，並可成為潮流，令人人都能輕易
助力香港實現 「碳中和」 。

香港商報記者 李銘欣
輝師傅把香港仔一間教會的陳年祈禱椅拆散，製作成一個個十字架，送給教友掛在家中。 記者 李銘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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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木庫」 是全港最大的樹木回收商。
黃卓健提供圖片

汕尾海豐以黨建引領鄉村振興

「紅色引擎」驅動產業「加速跑」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近年來，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堅持以黨建為引領，充

分發揮黨組織堡壘戰鬥作用，引領群眾聚力產業發展，聚效基層治理，運用 「一村
一研判，一村一台賬」 的機制，夯實 「田」 字型治理結構，架設增收致富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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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鎮墾造水田項目喜獲豐收。

可塘鎮荔枝樹變身 「股票樹」 首次分紅現場。

海城鎮蓮花茶園海城鎮蓮花茶園。。

實施「美麗黨建」 鄉村煥發魅力
近年來，汕尾海豐縣聚焦鄉村產業主線，以新理念

賦能黨建引領高質量發展，突出實效改進基層治理，
強化產業發展的社會保障。海城鎮會同海豐縣委組織
部出台《鄉村振興示範帶 「美麗黨建」三十條舉
措》，創新實施 「美麗黨建」做法。首先是優化建設
「美麗隊伍」。堅持後備幹部一線歷練，優化村級
「兩委」班子結構等，不斷增強鄉村治理活力；發揮
「一村一幹部一輔警」、網格員的作用，着力提升基

層幹部履職能力；深入實施 「人才下鄉、幹部返鄉、
能人回鄉」計劃，通過鄉村振興學院設立蓮花、新望
等人才驛站，用好用活蓮豐茶苑、蓮花茶業等龍頭企
業平台。2021年以來，成立蓮豐茶藝工作室，引進國
家級茶藝師團隊 5 人和大學畢業生、退役軍人 30 餘
人，培育茶葉專業化種植人才67人，推動鄉村 「茶香
味」更足， 「含金量」變高。其次，組織開展 「美麗行
動」。深入落實 「一親三心」工作機制，以黨建活力推
動人居環境、發展環境顯著改善。最後，打造用好 「美
麗陣地」。推進黨群服務中心 「一廳五室」規範化建
設，推進 「一村一中心、一組一站、一點一崗」服務陣
地建設，不斷增強美麗鄉村凝聚力和吸引力。

分門別類施策攻堅「關鍵」項目
海豐縣根據各區域產業的特色，分門別類，有針對

性地探索黨建引領產業興旺之路。公平鎮堅持黨委領
航，鑄就產業 「紅色引擎」。圍繞規劃盯緊 「關鍵項
目」發力攻堅，向 「土地存量」要 「發展增量」。全
力推動佔地55萬平方米的南部新型產業園建設，將
圍繞 「紡織服裝生態循環」主題，建成 「一條龍」服
裝 產 業 鏈 。 同 時 ， 落 實 引 進 總 投 資 約 65 億 元
（人民幣，下同）、佔地約26萬平方米的 「龍頭項
目」——天然氣 「熱電聯產」項目。以建設 「湖光山
色」鄉村振興示範帶為契機，打造西坑茶文化示範
園、公平湖畔咖啡農旅基地和石牌村民宿攝影基地等
新業態品牌。今年以來農產品產銷和民宿旅遊創收
600 萬元。同時堅持支部領路，激活產業 「紅色細
胞」。笏雅村黨支部為推動村集體與汕尾市雄鷹實業
有限公司村企合作項目，多次召開村民會議、村小組
會議把合作項目建設計劃、收益方案講細講透，讓村
民吃下 「定心丸」。該鎮還力促黨員領跑，暢通產業
「紅色血液」。高聯村支部書記黃晉祥返鄉創業，創

立西坑 「五指嶂」茶業有限公司，吸納本地村民800
多戶參與種植。近十年來，農戶創收約280萬元，戶
均增收5000多元，做到 「先富」帶動 「後富」。

「黨建」產業互融延伸「富民」鏈條
可塘鎮因地制宜推動荔枝林 「股票樹」經濟活水長

流。鎮黨委不斷優化項目計劃，創新性地提出 「股票
樹」模式，打破項目運轉僵局。村組兩級充分發揮基

層黨組織 「橋頭堡」作
用，推進 「創新荔枝產
業」項目落地實施，並
通過 「返鄉走親」等方
式協助村委會向村民宣
傳講解項目優勢。

黃羌鎮着力打造 「黨
組 織 + 公 司 + 基 地 + 農
戶」 「黨組織+合作社+
農戶」模式，發展金針
菜特色示範基地擴種和
金針菜加工項目，構建
現代農業生產體系。該
鎮還想方設法讓閑置撂

荒地 「活」起來，大力探索、推廣村民自行承包土
地、對外承租、村經聯社統籌、村經聯社與公司合作
等四種模式。

聯安鎮通過 「黨建+金融服務」為農民提供方法路
子。推進鄉村振興局與農行共同開展的 「百億 『貸』
動，防貧致富」金融扶貧行動，為新型農業經營主
體、創業致富帶頭人、農戶等對象推出 「一村一致富
帶頭人e貸」等各類金融產品。截至2021年，海豐農
行向聯安鎮 21 戶農戶發放普惠型涉農貸款，金額
1417萬元，消除廣大村民 「不敢創業、不會創業、不
能創業」的顧慮。

「黨建」引領產業特色經濟興起
赤坑鎮被認定為廣東省荔枝專業鎮，轄下崗頭村上

榜全國第十批 「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示範村鎮名
單，汕尾市首個出境水果基地落戶赤坑。該鎮把強化
黨組織 「主心骨」作用和人才保障作為黨建與產業融

合發展的 「結合點」，同時大力推行 「黨支部+專業
合作社 (公司) +農戶」產業化發展模式。2022年，
全鎮荔枝種植戶約 2300 多戶，種植面積突破 5.2 萬
畝，實現產值2.8億元。

城東鎮緊扣 「黨支部引路子、打造特色產業新業
態」的發展理念，引導村民做好產業興鎮文章，全力
發展 「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特色產業模式。大力
推行 「黨支部+企業+基地+農戶」發展模式，通過做
強北平合利、新江奉美、台東綠先鋒、大嶂新恆泰等
龍頭企業，以點帶面輻射帶動壯大赤山三鋪種養、新
江柑園種養、汀洲祺瑛種養、北平農之最、後林美之
林等專業合作社。

附城鎮依託紅色革命資源、綠色資源、古色人文
風俗資源的優勢，大力發展特色文化旅遊，打造鹿
境民宿等一批旅遊產業，創新推行 「村級經濟聯合
社+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戶」共同入股的模式，如新
山村以 「紅+綠」促三產融合，充分挖掘豐富的紅
色旅游資源，加大新型市場經營主體、特色農產品
深加工、觀光休閒農業等新產業培育發展力度，以
紅色旅遊產業引領帶動現代服務業、特色農業等多
元產業融合發展，全面延伸一二三產業鏈條。此
外，還開拓網紅帶貨直播等線上銷售方式，助推品
牌效應和銷售效益雙提升，促使特色農產品成為
「網紅新貴」。全村現有各類市場經營主體52家，

村民年均收入從2016年6459元增加到2021年4.45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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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美麗黨建」 鄉村煥發魅力
近年來，汕尾海豐縣聚焦鄉村產業主線，以新理念

賦能黨建引領高質量發展，突出實效改進基層治理，
強化產業發展的社會保障。海城鎮會同海豐縣委組織
部出台《鄉村振興示範帶 「美麗黨建」三十條舉
措》，創新實施 「美麗黨建」做法。首先是優化建設
「美麗隊伍」。堅持後備幹部一線歷練，優化村級
「兩委」班子結構等，不斷增強鄉村治理活力；發揮
「一村一幹部一輔警」、網格員的作用，着力提升基

層幹部履職能力；深入實施 「人才下鄉、幹部返鄉、
能人回鄉」計劃，通過鄉村振興學院設立蓮花、新望
等人才驛站，用好用活蓮豐茶苑、蓮花茶業等龍頭企
業平台。2021年以來，成立蓮豐茶藝工作室，引進國
家級茶藝師團隊 5 人和大學畢業生、退役軍人 30 餘
人，培育茶葉專業化種植人才67人，推動鄉村 「茶香
味」更足， 「含金量」變高。其次，組織開展 「美麗行
動」。深入落實 「一親三心」工作機制，以黨建活力推
動人居環境、發展環境顯著改善。最後，打造用好 「美
麗陣地」。推進黨群服務中心 「一廳五室」規範化建
設，推進 「一村一中心、一組一站、一點一崗」服務陣
地建設，不斷增強美麗鄉村凝聚力和吸引力。

分門別類施策攻堅「關鍵」項目
海豐縣根據各區域產業的特色，分門別類，有針對

性地探索黨建引領產業興旺之路。公平鎮堅持黨委領
航，鑄就產業 「紅色引擎」。圍繞規劃盯緊 「關鍵項
目」發力攻堅，向 「土地存量」要 「發展增量」。全
力推動佔地55萬平方米的南部新型產業園建設，將
圍繞 「紡織服裝生態循環」主題，建成 「一條龍」服
裝 產 業 鏈 。 同 時 ， 落 實 引 進 總 投 資 約 65 億 元
（人民幣，下同）、佔地約26萬平方米的 「龍頭項
目」——天然氣 「熱電聯產」項目。以建設 「湖光山
色」鄉村振興示範帶為契機，打造西坑茶文化示範
園、公平湖畔咖啡農旅基地和石牌村民宿攝影基地等
新業態品牌。今年以來農產品產銷和民宿旅遊創收
600 萬元。同時堅持支部領路，激活產業 「紅色細
胞」。笏雅村黨支部為推動村集體與汕尾市雄鷹實業
有限公司村企合作項目，多次召開村民會議、村小組
會議把合作項目建設計劃、收益方案講細講透，讓村
民吃下 「定心丸」。該鎮還力促黨員領跑，暢通產業
「紅色血液」。高聯村支部書記黃晉祥返鄉創業，創

立西坑 「五指嶂」茶業有限公司，吸納本地村民800
多戶參與種植。近十年來，農戶創收約280萬元，戶
均增收5000多元，做到 「先富」帶動 「後富」。

「黨建」產業互融延伸「富民」鏈條
可塘鎮因地制宜推動荔枝林 「股票樹」經濟活水長

流。鎮黨委不斷優化項目計劃，創新性地提出 「股票
樹」模式，打破項目運轉僵局。村組兩級充分發揮基

層黨組織 「橋頭堡」作
用，推進 「創新荔枝產
業」項目落地實施，並
通過 「返鄉走親」等方
式協助村委會向村民宣
傳講解項目優勢。

黃羌鎮着力打造 「黨
組 織 + 公 司 + 基 地 + 農
戶」 「黨組織+合作社+
農戶」模式，發展金針
菜特色示範基地擴種和
金針菜加工項目，構建
現代農業生產體系。該
鎮還想方設法讓閑置撂

荒地 「活」起來，大力探索、推廣村民自行承包土
地、對外承租、村經聯社統籌、村經聯社與公司合作
等四種模式。

聯安鎮通過 「黨建+金融服務」為農民提供方法路
子。推進鄉村振興局與農行共同開展的 「百億 『貸』
動，防貧致富」金融扶貧行動，為新型農業經營主
體、創業致富帶頭人、農戶等對象推出 「一村一致富
帶頭人e貸」等各類金融產品。截至2021年，海豐農
行向聯安鎮 21 戶農戶發放普惠型涉農貸款，金額
1417萬元，消除廣大村民 「不敢創業、不會創業、不
能創業」的顧慮。

「黨建」引領產業特色經濟興起
赤坑鎮被認定為廣東省荔枝專業鎮，轄下崗頭村上

榜全國第十批 「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示範村鎮名
單，汕尾市首個出境水果基地落戶赤坑。該鎮把強化
黨組織 「主心骨」作用和人才保障作為黨建與產業融

合發展的 「結合點」，同時大力推行 「黨支部+專業
合作社 (公司) +農戶」產業化發展模式。2022年，
全鎮荔枝種植戶約 2300 多戶，種植面積突破 5.2 萬
畝，實現產值2.8億元。

城東鎮緊扣 「黨支部引路子、打造特色產業新業
態」的發展理念，引導村民做好產業興鎮文章，全力
發展 「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特色產業模式。大力
推行 「黨支部+企業+基地+農戶」發展模式，通過做
強北平合利、新江奉美、台東綠先鋒、大嶂新恆泰等
龍頭企業，以點帶面輻射帶動壯大赤山三鋪種養、新
江柑園種養、汀洲祺瑛種養、北平農之最、後林美之
林等專業合作社。

附城鎮依託紅色革命資源、綠色資源、古色人文
風俗資源的優勢，大力發展特色文化旅遊，打造鹿
境民宿等一批旅遊產業，創新推行 「村級經濟聯合
社+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戶」共同入股的模式，如新
山村以 「紅+綠」促三產融合，充分挖掘豐富的紅
色旅游資源，加大新型市場經營主體、特色農產品
深加工、觀光休閒農業等新產業培育發展力度，以
紅色旅遊產業引領帶動現代服務業、特色農業等多
元產業融合發展，全面延伸一二三產業鏈條。此
外，還開拓網紅帶貨直播等線上銷售方式，助推品
牌效應和銷售效益雙提升，促使特色農產品成為
「網紅新貴」。全村現有各類市場經營主體52家，

村民年均收入從2016年6459元增加到2021年4.45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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