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隨著防疫措施逐漸放緩，一切逐漸回復正常。
二月中，校友會抓緊新年最後的尾巴，首次以

嘉年華形式舉辦全球漢友新春團拜活動。別開生面
的『全球漢友癸卯新春團拜嘉年華』吸引了全球各
地校友接近六百人次參加，為日後舉辦同類活動帶
來了動力。

三月初，二百多人的春季大旅行見證了大家對
重獲『自由』的渴求；三月下旬的兩場『高屆校友
茶聚』亦是『座無虛席』。由此可見這三年的疫情
對大家的壓抑，都已迫不及待以不同形式去盡情釋
放。

但要朝著更美好的生活前進，還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才能建造更美好家園。五月初，本會就特區政
府提出『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改革方案以實際行
動回應支持─設立街站給市民簽名。改革方案從根
本上完善了地區治理架構，在特區政府層面加強統
籌力度，讓政府的地區服務更有效、更到位，有利
於提高地區治理能力，增強地區治理效能，讓所有
市民有所得益，香港居住環境更美好！

五月也迎來了本會第 24 屆代表、理事及各管
理職能架構的改選。新一屆的各項職能名單已誕生，
並刋登在本期會訊內，亦會上載於本會網頁 (www.
hwcaa.hk)。期望未來三年在新一屆管理層引領下我
們走上新的征程，開創更輝煌的一頁！

全球漢友癸卯新春團拜嘉年
華圓滿成功！

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於母校三樓禮堂舉行
的『全球漢友癸卯新春團拜嘉年華』圓滿成功！當
日到場的校友超過 350 多位，透過 YOUTUBE 現場直
播觀看的有 220 多位。今年團拜一改以往傳統形式，
以集活動及娛樂於一身的嘉年華形式舉行，節目多
采多姿，獎品多而豐富，場面熱鬧，氣氛高漲，歡
聲笑語，其樂融融。

團拜開始，首先由貝鈞奇會長、漢華教育機構
葉國謙主席、崔綺雲校監、關穎斌校長分別致祝賀
詞。今年溫哥華聯誼會周煒燦會長適逢回港過年可
現場向大家拜年，加東校友會張鍚棧會長及廣州校
友皆錄影祝賀。七個漢友文化藝術團體亦以不同的
形式祝賀：『漢友中樂團』除了承擔大會的音樂演
奏外，還和『華英合唱團』合作賀年表演；『紫荊
藝薈』以弓舞賀歲；其他團體集合幹事、會員齊齊
錄影致賀。

團拜儀式之後有抗疫養生功、花式跳繩表演，
有許願佳句選讀、鬥智鬥力遊戲、新春燈謎、靚景
影靚相、乒乒乓乓熱吓身等。除了遊戲及猜燈謎可
獲豐富獎品外，更設有三輪大抽獎，100個現金獎分
別有：80 個 50 元、10 個 100 元、10 個 200 元。獎
品數量多，中獎機會大，今年無中的不要灰心，下
年還有機會啊！

今次活動得以成功，有賴各位校友的積極參與，
有賴各位屆代表熱心幫忙校友會活動訊息，有賴各
漢友團體的支持，有賴各位常理義工的付出！在此
萬分感激各位漢友對校友會活動的參與和鼓勵，校
友會將會繼續秉承服務校友、關心校友、團結校友
的精神，將漢華精神傳承下去！

2023 年 7 月

葉
主
席
致
祝
賀
詞

關
校
長
致
祝
賀
詞

貝
會
長
致
祝
賀
詞

熱烈慶祝香港回歸26週年
電影欣賞會及參觀石崗軍營

    下午超過 150 漢友分乘三部大巴前往石崗軍營，
參加升旗禮及觀看軍事訓練表演、裝備展示等，還品
嘗了美食，參觀過程中戰士們熱情地介紹最新軍事設
備，對合照要求是有求必應實現軍民融合。

   校友會和松濤社於 7 月 1 日上午在母校舉行電影
欣賞會，百多名漢友及家屬參與。



記上半年高屆茶聚
受疫情影響而停辦的高屆茶聚又因疫情漸退而重辦。今

年適逢校友會創會 65 周年大日子，高屆茶聚藉此作為慶祝活
動之一。因參加的屆數比以往多了，場地也有限制，今次茶聚
分兩日舉行，但地點還是大家熟識的上環北園酒家。由楊思教
會務顧問教大家做完『十巧手』，就正式開始茶宴。兩日合共
396 人參加，席間向 1 至 6 月生日的校友派發生日利是，場面
非常熱閙。

    炎炎夏至，迎來端午，
今年的粽子節 ( 又稱龍舟
節 ) 過得很有意思，也很興
奮…
    事縁我有幸與一班年輕
的漢華籃球隊隊員和兩位具
扒龍舟經驗的高明同鄉會成
員，共同組成一隊男女子混
合隊----高明漢友龍舟隊，    
參加「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6 週年塔門龍舟
競賽 2023」。初時本着嘗試一下的心態，比
賽之前只參加過一次訓練，由報名到真正落
水上龍舟，感受到原來“起動”一隻龍舟不
是那麼輕易，除了動作姿勢要到位之外，更
重要是大家動作要一致。其實教練都明白對
我們來說這項運動並不容易，一來大部分人
從未接觸過，二來訓練時間太短，但比賽在
即，只能用速成法。今次我擔任「鼓手」，
真有點壓力。訓練結束後我再向教練請教，
她說鼓手一定要控制整條船前進的節奏，擊
鼓吶喊，帶領大家衝向終點，每次擊鼓保持
在同一位置，手臂發力，鼓棍頂部擊鼓，擊
鼓後手向前和上…最重要是不！要！緊！
張！穩！住！
    比賽當日我是有點緊張的，但我記住教
練所說的話，和隊友們一同進行了三場賽
事，最終我們奪得男女子混合賽友誼組銅
碟！在此首先好感恩能分享這份喜悅給大
家，感謝兩日來培訓我們的教練，沒有他們
的教導我們很難得獎，亦感謝幸運之神的眷
顧！經歷過才明白扒龍舟除了是中國傳統節
日端午節的活動外，亦親身領悟同舟共濟的
精神，海面上所遇到的風浪就如我們每日都
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正所謂眾人同在一
條船，獨力難撐，但如果大家都能齊心合力，
隊友有困難或感疲倦時互相支援和支撐，互
相打氣，那股團結合作的力量便愈來愈大，
便能乘風破浪，向目標前進。
    最後的最後，要感謝一直以來幫助過我
們的人，感謝我的隊伍，我會記住他們落力
認真比賽的樣子，我被你們所感動，但我亦
深知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還要繼續努
力努力，把龍舟精神融入我們的人生中！

端午記事 龍舟精神
青年部部長  麥正珩

前排左起：
李耀華、鄭金松、姚瀛洲、葉志偉、莫瑞瓊、趙智慧、蘇坤儀、葉昆洪
後排左起：
梁健斌、邱瑞芬、陳燕、陳渭球、李雁怡、趙淑瑛、吳俊明、葉志偉夫人、
鍾子琳、漢華家長曾先生

訪問廣州校友後記
經歷過三年疫情的洗禮，更珍惜難得的聚會。六月中旬，

本會邱瑞芬副會長、趙淑瑛副會長、李雁怡副會長、陳燕副理
事長、梁健斌名譽會長等人赴穗，約會了十多位廣州校友，歡
聚了一個愉快的晚上，這是疫情三年多來的首次。

出席聚會的有第二屆 93高齡的姚瀛洲，第四屆 92 高齡
的陳渭球，第五屆莫瑞瓊、吳俊明、葉志偉、蘇坤儀、葉昆洪，
第六屆趙智慧，第九屆李耀華、鄭金松，還有已故理事長鍾贊
祥的女兒鍾子琳，她作為校友的第二代，今天已擔負起為老大
哥老大姐們奔走效勞的大任，但卻樂此不疲，事事妥當，充份
體現了薪火相傳的漢華精神。師兄師姐們雖確年事已高，但個
個精神奕奕，頭腦清晰。他們在國家最困難的年代回國升學，
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投身祖國建設，他們不忘師長教導，
不負國家培育，在各個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貢獻，有享受國
務院專家特殊津貼的學者、大學副校長、教授、書法家；有工
程師、地方行政負責人、解放軍英模、優秀醫生、優秀教師、
平凡崗位默默奉獻者等等….。言談中深感每人都有不平凡的
經歷，都以「祖國建設有我的一份」而自豪，無憾無悔，真不
愧為祖國的菁英，漢華的兒女，是我們後輩的榜樣。

此行，我們為師兄師姐們送上他們等待已久的「漢華
七十」。除感謝內地校友關心母校和校友會的發展，多次慷慨
贈書母校，亦報告了母校和校友會的近況。

臨別依依，大家都期待下半年約會的到來。



各位師長、同学、朋友们好，我们都是漢华教
育出來的学生，校歌就好像一把隨身的佩劍，行到哪
裡，帶到哪裡，用到哪裡，盡自己的力量，薪火相傳，
把漢华精神發揚光大，就是我们漢華校友的義務。     

                            日 31屆 盧澤生

復常的『五一校友日』
疫情後復常的『五一校友日』是 65 周年會慶活動

系列之一。當日活動內容一如以往十分豐富多采，老
少咸宜。參與的校友、家屬、朋友近 500 人，其中有
近十多組年輕校友家庭回來親子共樂。

活動開始前邀請了漢華教育機構主席、本會永遠
名譽會長、副會長及母校助理校長等主持了簡單而隆
重的『65 周年會慶活動啟動禮』，標誌著下半年將
會舉辦更多的會慶活動，大家記得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啦！

在此衷心感謝『松濤社』的各位退休老師及教工
對五一校友日的支持─他們每次五一校友日都『逢開
必到』；感謝『漢友書法協會』、『漢友美術研究會』、
『漢友攝影學會』、『漢友傳統工藝研究社』、『唱
歌班』、跳繩隊、各位攤位義工、工作人員等等，特
別感謝各位『遠道而來』的校友和家屬！没有你們的
參與，活動多麼豐富都缺少色彩！

慶祝漢華中學 78 周年校慶暨
校友會第 24 屆理事會及漢友新動力幹事會

就職典禮聯歡聚餐
日期：12 月 09 日 ( 星期六 )

時間：晚上 7:00
地點：金鐘統一中心名都酒樓

高屆茶聚
日期：8月 15日 (星期二 ) 及 8月 17 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11 時半至下午 2時
地點：上環北園酒家

2023-2024 是會慶年，隨著「五一校友日」65周年會
慶活動啟動儀式，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將陸續推出。

會慶活動系列5 月 1 日的活動好成功呀！內容豐富：有玩、有
食、有睇、還有健體的。大家老同學和老師可以聚聚，
傾偈 (攞住咖啡和美味小食 )，真是一樂也。

在這要多謝楊思教老師帶領大家做“廣播體
操”，已經没有做幾十年啦。（我站立唔方便，坐下
做呢）也要多謝教我們做繩結的義工校友，好有耐性
手把手的教，可以完成作品，衷心感謝！更有細心關
顧每位朋友的按摩師傅，叮囑每位朋友保健的方法。
最後要多謝校友會設計這次活動，無私的義工，給大
家愉快的下午。                                                 

                            日 27 屆 馬翠紅

清遠大型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金秋時節，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4 周年、

廣東省清遠市建市 35 周年，香港回歸祖國 26 周年，
香港漢華中學校友會成立 65 周年，四喜臨門。

本會定於 9 月 1 日至 3 日，組織超過 150 人的
龐大隊伍，前往拜訪清遠市，舉辦文化藝術交流活
動，藉此進一步加深清、港兩地的交往溝通，加強兩
地文化藝術交流，共同為中華民族復興貢獻力量。是
次交流活動由本會與清遠市海外聯誼會合辦，包括 9
月 2 日晚上於清遠市文化館小劇場舉行的文藝晚會，
9月 2日與清遠市景源美術館書畫藝術交流、9月 1-2
日連山壯族瑤族風情攝影交流等。參與的文化藝術團
體包括：漢友中樂團、華英合唱團、紫荊藝薈、漢友
書法協會、漢友美術研究社、漢友攝影學會、聚緣舞
軒，以及清遠市有關藝術團體等。

有感而發



坪洲一天遊
3月 19日，校友會協助四個漢友藝術團體共同組織了一團 96 人的『坪洲一天遊』。
一早，大家於指定時間到達中環 6號碼頭集合，乘渡輪前往離島坪洲。抵達後，於碼頭拍團體照留影。之

後參觀東灣沙灘、龍母廟。午餐於島內餐廳享用粵式風味餐。餐後參觀【坪洲秘密花園】。永安街是坪洲最主
要的街道，在中間的位置有一個非常隱蔽的小巷子，一不留神你就會錯過了這個坪洲最重要的景點之一——這

藝術團體消息

紫荊藝薈奪雙人舞
金獎

5 月 4 日晚，紫荊藝薈派
出陳宗聯和陳麗嬋參加了全港
公開舞蹈比賽，以雙人長穗劍
舞“劍絮飛花”，在先進組賽
事中奪得金獎。

華英簡報          華英合唱團總監  趙淑瑛

自從年初政府宣佈復常後，華英的任務便接踵而
來，演出、比賽一浪接一浪的。一下子多首新歌，對
於團友來說真是有點吃力；加上團裡又發生了些事─
女低、男高各一位主音病倒了，短期內都不能回來，
更增加了大家的壓力，一下子團內充滿了負面情緒。
幸好我們的好老師─林 Sir 耐心的一句一句的指導，
加上幾位聲部長組織練習，使團員們盡快熟悉歌曲，
增加了演出的信心。

5月9日在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大家都用盡心機、
出盡全力做到最好。期間，在醫院的楊偉衡突然來電
為大家打氣，他中風了不能說話已有二個月，這是他
第一次能說話就給大家送來的鼓勵，太及時了。好消
息的確是對我們無比的鼓舞，還要一贊的是男聲尤其
是男高，接二連三有人病倒，不但沒有令他們氣餒，
反而在小卓副團長的帶領下努力練習，當天我們到後
台，他們已在化妝間開聲練歌了；而女低坚持每周三
先到校友會加班練習。所以才有當晚的成績，也要給
他們大大的掌聲呀！ 5 月 30 日在文化中心還有一場
演出，雖然是200人的合唱，但作為華英合唱團團隊，
都要盡自己的本份，努力做到最好！ 再次感謝大家
的努力！

漢書協簡報 漢友書法協會副理事長 黃襯歡

接到五一校友日「書情畫意」的攤位工作後，漢
友書法協會的理事們，先後召開了四次會議，分別是
兩次實體、一次線上的籌備，一次總結。明確通過實
物展覽、即場示範、與觀眾互動等形式，進行宣傳漢
書協宗旨與活動，達致擴大招收學員和會員的目的。
為了吸引觀眾參與互動，我們自制小禮品以鼓勵參與
者。「五一」當天，觀眾反應熱烈，小禮品一掃而光，
亦接到不少報名的查詢。事後我們總結出，目標統
一、理事齊心、分工細緻和準備充足，是這次活動成
功的因素。近日，申請加入漢書協人數達十人之多，
對我們是一支強心針。我們將再接再厲，同心協力，
辦好今年 8月中的第二次會員作品展。

校友日總結   漢友攝影學會副會長 鍾坤治 

經歷了三年疫情，
校友會在小西灣母校重
辦「五一校友日」，本
會在當天了設立攤位，
得到八位會員鼎力支
持，送交 30 幅攝影作品
到場展示，令攤位生色
不少。

由攝影班導師區立
峰校友主持「攝影多樂趣分享會」，介紹會員作品、
分享手機攝影基礎知識、示範和指導，如何利用手機
內置功能拍攝微距、淺景深等特殊效果。很多參加的
校友都是首次知悉如何利用自己的手機實踐，感覺很
新奇，特別有成功感，紛紛希望本會多舉辦相關活
動，豐富攝影知識，提升拍攝水平。

漢友書法協會第二屆會員作
品展

日期：8月 22-26 日
地點：中環大會堂高座展覽廳

是一個荒廢了幾十年的牛皮廠，然後靠
著一個超有心的坪洲街坊一個人花了 6
年時間和幾百萬活化而成的神秘藝術花
園。

繼後，自由於島內永安街大街小巷
逛街購物、拍攝，或自由登上手指山步
行徑沿途欣賞島內風光。最後於坪洲解
散，自行自費乘船返回中環。樂悠遊的
一天完滿結束。

2023 友會歌唱比賽
日期：10 月 08 日 ( 星期日 )
地點：觀塘福建中學禮堂

友會乒乓球賽
日期：7月 16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5時

地點：觀塘福建中學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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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代表

日 68 鄭樂怡 謝子喬 陳煜栢

鄭嘉龍 陸美怡 吳憬昌

日 69 陳嘉裕 陳巧雯 鄺妍匡

陳皓晴 文浩麟 關嘉豪

日 70 黃泓澔 黃曉彤 謝承謙

蔡芷晴 馮雪蕾 　

日 71 林明俊 林心如 徐名司

何梓雋 施曉彤 林籽峰

日 72 劉華彬 鄭凱藍 鄧希華

羅凱埕 周狄昆 蘇筱淘

日 73 徐梓翹 楊浩雲 倪欣祺

蒲俊銘 丁潁樂 潘思琪

屆別 代表

日 04 霍漢基 　 　

日 05 馮珍琼 　 　

日 07 何秀玲 鍾健齡 　

日 08 陳玉清 麥興華 　

　 陳漢強 楊惠娟 　

日 09 邱穗菱 余群英 李惠嫻

日 10 梁錫明 潘瑞霞 　

黃國興 黃鴻伸 　

日 11 梁秀英 余麗燕 　

張娜姬 陳思誦 　

日 12 李克鵬 　 　

日 13 盧德華 蔡坤華 　

日 14 潘慧思 石和昌 　

日 15 林佩易 林嘉勝 　

日 16 趙淑瑛 湯亮生 杜  蘅

趙明珍 鍾天生 章美芳

羅美玉 鍾蔭祥 洪璇珠

張瑞雲 　 　

日 17 陳潔美 呂祝華 　

許月華 雷麗芳 　

日 18 貝鈞奇 陳靄群 施滄海

　 范嘉華 林金璽 施忠秋

　 孟金琪 郭秋林 　

日 19 梁錦衡 柯清渭 蔡文儒

余衛民 施秀聰 　

日 20 徐尚捷 戴桂蘭 馮  雲

張錫源 吳慧玲 譚麗芳

日 21 潘愛珍 李民添 鍾鳳萍

卓秀玲 李民偉 　

日 22 鄧慶強 陳文菁 　

黃  英 李國樑 　

日 23 梁其芬 尹健強 黃書恒

姚思榮 曾俊卿 李志恒

日 24 容運鴻 李更生 王麗雅

謝其潤 李玉珍 林仕文

日 25 呂少卿 邱紹東 李堅怡

陳玉聲 黃永安 施清良

陳永滿 林福泰 　

日 26 李繼葉 鄧艷華 　

施志強 李世祥 　

日 27 招信江 謝愛芳 李貴蘭

余幗紅 吳伯琛 　

日 28 譚志全 吳彩玲 李鎏添

盧葦葦 林晚霞 楊偉衡

許顯祥 游絢文 　

日 29 陳儒湘 莊少春 陳翠賢

康敏堅 陳惠康 　

日 30 徐瑞秋 楊倩薇 方潔碧

馮國昌 鄭燕渝 蔡楚華

梁建榕 許偉艷 　

日 31 郭慧玲 梁啟光 鄧婉嫻

陳  雅 余東梅 　

日 32 盧澤生 蕭玉華 黃慧彤

李偉明 容雨喬 陳南華　

日 33 羅文鳳 盧偉強 　

日 34 葉敏和 陳妙嫦 黃佐華

日 35 劉佩珊 陳翠紅 賴秀玲

梁偉康 鄧佩珊 　

屆別 代表

日 36 袁志雄 梁悅琴 梁  廣

曾國文 陳國寶

日 37 蔡嘉慧 蔡耀武 曾淑儀

日 38 謝 勇 潘奮江 薛麗萍

日 39 馮思揚 馬承志 　

日 40 許志堅 梁曙光 　

吳賢湛 胡芬芳 　

日 41 王慧紅 呂 斌 周淑貞

黃佩華 黃佩玲 　

日 42 陳學聯 陳瑞賜 王魚麗

日 43 卓登遠 劉敏如 唐寶蘭

日 44 陳學鋒 潘恩清 朱秀梅

李懷嵩 甘鳳梅 任燕新

陳雪貞 　 　

日 45 陳財寶 王淵淵 王潔華

黎  鵬 李  振 　

日 46 陳錦雲 陳麗珊 嚴江聰

張婉霞 林  慶 馮劍騰

日 47 鍾堯基 許書凎 　

劉龍飛 溫略丹 　

日 48 潘鴻坤 王藍容 　

黃燕群 王艷珍 　

日 49 曾湘婷 林雅力 鄭雲恩

　 陳小寶 馬宇堅 　

日 50 何麗霞 梁佩蘭 李凱真

甘慧蓮 丁繼聯 王  陽

陸艷其 曾卓威 　

日 51 鄧炯燦 灌穎幗 陳巧聰

　 容倩屏 夏柱根 方仲和

日 52 陳茂南 任瑞燕 陳翠嬋

馮敏兒 林秋梅 王新倪

李美玉 　 　

日 53 林玲玲 楊開永 陳美芳

日 54 呂  棋 溫瑞心 黎彥雯

陳健明 謝振達 　

日 55 韓雪兒 余仲娟 甄巧儀

區月明 廖鈺珊 李淑萍

日 56 謝禎偉 陳  珊 許貽鑫

施  雯 楊萬聰 方秋娜

日 57 徐廣祥 江慧姍 潘冰兵

日 58 何健維 吳詠心 麥智浩

鍾慧愉 余淑貞 　

日 59 張秀雯 　 　

日 60 陳曉娟 黃子軒 　

潘秀媚 余淑瑜 　

日 61 吳  敏 郭瑞寶 　

麥正珩 劉建承 　

日 62 劉衍彤 黃曉明 潘文焯

日 63 賴信延 黃家琳 蔡汶杰

胡舒婷 陳曉敏 梁樂燾

日 64 沙卓文 雷淑而 　

張家銘 吳泳祥 　

日 65 楊馥雲 李卓謙 王詩婷

鄺倩平 黃浩軒 徐沅均

日 66 吳偉賢 鄭安玲 彭  灝

日 67 曾明慧 黃瀚林 陳芷平

何君濠 林素怡 劉家裕

屆別 代表

中六 01 趙淑瑛 湯亮生 　

中六 02 陳潔美 雷麗芳 黎穎韶

中六 03 貝鈞奇 　 　

中六 04 廖  華 伍長紅 　

中六 05 馮  雲 張錫源 　

中六 06 余家駿 　 　

中六 07 鄧慶強 　 　

中六 08 王梅英 　 　

中六 09 李玉珍 　 　

中六 10 施清良 陳玉聲 　

中六 11 林燕珍 陳雪兒 李繼葉

中六 12 謝愛芳 余幗紅 　

中六 13 彭可瑺 　 　

中六 14 陳志偉 　 　

中六 17 黃慧彤 　 　

預 01 談儉成 彭萬山 　

預 02 陳佩貞 　預 03 郭慧玲

預 03 郭慧玲 　 　

預 04 魏志祥 潘永堅 　

預 06 陳燕怡 　 　

預 07 薛玉蘭 　 　

預 08 劉佩珊 　 　

預 09 蔡嘉慧 蔡耀武 　

預 10 潘奮江 施清圓 　

預 11 李秀美 　 　

預 12 吳春隆 林子茵 　

預 13 王慧紅 呂  斌 　

預 14 陳瑞賜 蔡勁菁 呂  堅

預 15 卓登遠 　 　

預 16 盧錦華 李懷嵩 　

預 17 黎  鵬 周浩章 　

預 18 嚴江聰 張婉霞 　
陳錦雲 楊學明 　

預 19 許良芬 　 　

預 20 潘鴻坤 黃才立 王藍容

預 21 曾湘婷 林  晶 　

預 22 丁繼聯 林潔璇 　

預 23 徐志達 陳  蕾 　

預 24 韓煥香 陳茂南 任瑞燕

預 25 林玲玲 林靖忻 　

預 26 曾國良 江綺華 廖慧英

預 27
陳健明

歐陽惠
珠

　

方浩添 鍾晃錢 　

預 28 蕭穎淇 　 　



() 中數字為屆別

第 24 屆改選順利完成
貝鈞奇、蕭玉光分別襌聯會長及理事長

    由於疫情關係，本會換屆選舉順延了一年，至今年 5月中終告順利完成。
改選工作由 2月開始，改選小組深入細緻的討論和逐屆醞釀、協商，首先順利
誕生了新一屆的屆代表。5 月 5 日舉行第 24 屆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會上通
過 23 屆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修訂了會章，選出 24 屆正副會長和理事，貝鈞
奇眾望所歸，禪聯會長。5 月 16 日舉行第 24 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選出了蕭
玉光理事長和 5位副理事長、正副秘書長和常務理事，並通過聘請榮譽顧問、
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顧問。本屆特點是老中青三結合，吸收了一批熱
心會務、年青有為的校友加入各級架構，年輕化了，期望新一屆理事會煥發
更大的活力，為凝聚和服務不同年齡層的校友盡心盡力，再創新猷。

屆別 代表

預 28 蕭穎淇 　 　

預 29
朱凱婷 李柏豪 　
謝穎斯 蔡芳芳 　

預 30 劉秀玲 余淑貞 　

預 31 黃嘉衡 蔡柔爾 李惠劍

預 32 林培僑 倪浩軒 王鎮耀

預 33
余欣樺 陳家祺 　
鍾詩欣 余淑瑜 　

屆別 代表

元 01 梁素娟 黃建勳 黃洪光

元 02 廖仲和 蔡鑑波 蘇沛基

蔡菀琳 馮友成 簡偉權

元 03 黃達光 陳佩貞 鄧秀清

元 04 羅定明 李秀琼 唐錫平

元 05 梁炳輝 鄭廣輝 　
伍慕賢 李秀眉 　

元 06 羅建國 范開宏 翁健全

郭家安 鄭玉仙 蔡月玲

元 07 譚敏亮 林惠琴 陸美琴

朱博文 陶建業 鄧合平

張國偉 　 　
元 08 蕭玉光 朱俊德 馮祥女

鄧智榮 劉淑儀 廖慧恩

陳瑞安 　 　
元 09 羅暹光 吳永亮 李德輝

徐乙正 梁玉珍 劉自明

梁榮錦 李惠芝 　

梁鳳玲 黄光明 　
元 10 陳慧玲 馮彩文 王永聰

鄭金和 陳滿華 葉朝鵬

鄭婉然 伍寶賢 　

元分歷
屆

鄧文強 李笑麗 梁鳳珠

樊惠娟 張志中 張小燕

元夜 李華炳 伍玉妹 　
黃培基 陳韻森 　

屆別 代表

夜 02 袁細松 　

夜 03 蘇瑞英 　

夜 04 鄧婉芳 　

夜 05 葉梅碧娟 陳國釗

夜 06 蔡澤明 李華強

李寶輝 　

夜 07 潘奕群 林忠威

夜 08 劉淑嫻 　

夜 09 陳希和 蘇維新

夜 10 李萍好 　

夜 11 冼嘉酌 徐錦雄

夜 12 區厚意 譚燕華

夜 13 陳麗霞 鄧寶明

夜 14 杜潤妹 李炎倫

高寶枝 龍信永

夜 15 蔡淑娟 麥瑞惜

陳鑑榮 　

夜 16 鄒麗冰 余健康

夜 17 尹玉蓮 　

夜 18 葉重梅 　

會長      貝鈞奇 (18)

副會長 陳立志 (9)    趙淑瑛 (16)    邱瑞芬 (17)      吳連城 (18)    李雁怡 (19)   林經緯 (20)    

姚思榮 (23)      邱紹東 (25)    招信江 (27)    陳  杏 (30)    葉華明 (43) 陳克勤 (43)

嚴志峰 (43) 陳學鋒 (44)     嚴江聰 (46) 黃錦良 (預 18)

理事 唐渝生 (15) 何潤玲 (16) 尹  芝 (17) 許麗珠 (17) 林韻月 (18) 曾巧兒 (19)

黃國安 (19) 朱惠甜 (20) 謝衍澤 (20) 馮  雲 (20) 鍾坤治 (21) 黃志寬 (21)

陳文菁 (22) 李贊祥 (23) 李志恆 (23) 梁其芬 (23) 周慧華 (24) 謝其潤 (24)

李玉珍 (24) 胡月英 (24) 陳玉聲 (25) 呂少卿 (25) 麥凱晶 (25) 黃秉成 (26)

李麗貞 (27) 彭可瑺 (28) 李健航 (28) 鄒國華 (28) 姚勁楓 (29) 彭萬山 (29)

吳秀華 (30) 楊倩薇 (30) 陳南華 (32) 黃海堅 (34) 葉敏和 (34) 劉佩珊 (35)

李秀美 (39) 馮思揚 (39) 吳賢湛 (40) 黎  鵬 (45) 馮劍騰 (46) 劉龍飛 (47)

丁繼聯 (50) 任瑞燕 (52) 韓煥香 (52) 陳茂南 (52) 陳健彩 (54) 陳健明 (54)

鍾晃錢 (55) 徐廣祥 (57) 喬  軒 (61) 劉衍彤 (62) 李  晴 (65) 黃浩軒 (65)

王敏兒
(預 32)

袁細松
(夜 02)

徐錦雄
(夜 11) 

區厚意
(夜 12)

龍信永
(夜 14)

馮祥女
(元 08)

徐乙正
(元 09)

榮譽顧問 葉國謙 李潔儀 崔綺雲 陳鳳英 王如登 馮敏威 

關穎斌 葉順興 李九疇

永遠名譽
會長 陳漢强 (8) 馮伯韜 (13) 宋偉澄 (15) 林炎錦 (16) 李志強 (19) 鄒紹樑 (23) 

吳健宏 (32) 黄毅山 (43) 葉華明 (43)
溫學忠
(元 4)

廖仲平
(元 4) 

名譽會長 盧德華 (13) 周桂蓮 (17) 陳美端 (19) 李堅怡 (25) 張來興 (28) 招桂芳 (28)

陳銘傑 (30) 符又澄 (43) 陸傑宇 (43) 黃進輝 (45) 梁健斌 (50) 吳啟成 (50)

鄧瑞民
(元 4)

溫容興
(元 4)

郭時興
(元 6)

會務顧問 佘彩霞 (9) 楊思教 (19) 

顧問  陳焜旺 (6) 陳玉嬋 (8) 楊祖坤 (9) 邱穗菱 (9) 潘瑞霞 (10) 

何永海 (11)  余麗燕 (11) 戴明興 (13) 李秋瑩 (14) 鍾蔭祥 (16) 卓  清 (16) 

黃襯歡 (16) 蔡秉商 (16) 凌文海 (17) 潘耀明 (17) 陳靄群 (18)  潘嘉德 (18)

梁劍豪 (18) 李子高 (18) 郭秋林 (18) 劉雪樵 (19) 石成初 (22) 黃綺雯 (26) 

  林玉珍 (27) 文裕明 (27) 余麗芬 (30) 翁金驊 (40) 呂  堅 (42) 楊學明 (46)

 陳錦雲 (46) 朱麗玲 (47) 楊開永 (53) 
余自強
(夜 2) 

何景怡
(夜 5) 

蔡澤明
(夜 6) 

王  坤
( 夜 11) 

林信義
(元 1)

廖仲和
(元 2) 

黃達光
(元 3) 

鄺月心
(元 3)

羅定明
(元 4) 

梁志祥
(元 4) 

梁健文
(元 5) 

陸美琴
(元 7) 

黃碧嬌
(元 9)

盧美娣
(元 9)

陳惠清
(元分 ) 

陶桂英
(元夜 4) 

邱帶娣
(元夜 5) 

張少強
(香分 ) 

義務法律
顧問 楊煒凱律師 



 

沒有口罩下的春季大旅行
瑞兔迎新春。年後，疫情緩緩退卻，生活漸漸復

常。所有防疫措施取消後，大家可以隨心所欲相約共
聚，笑面迎人。3 月 5 日，取消口罩令後，我會舉辦
了疫情後的第一個新春大旅行。

203 人的『大部隊』兵分 4 車，浩浩蕩蕩向著第
一個景點─『古洞水塘』出發，展開我們這一日的『春
季大旅行』。上水麒麟山的古洞水塘被稱為「山之心」
港版心形湖，終有機會親身來探秘，看到古洞水塘群
山環繞，藍天白雲倒在湖面，真的不枉此行啊！

『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是由「香港抗日第一家」
羅氏族人的祖屋改建而成，是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物。
日佔時期，它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活動基地及交通
站，是本地現存少數能見證香港抗戰歷程的建築物，
意義重大。同時，大屋附近一帶亦是港九大隊沙頭角
中隊和海上中隊主要的活動地區，在抗日活動中舉足
輕重。沙頭角山咀村後山上的碉堡與戰壕是抗戰遺
跡，是歷史的見證。

支持完善地區治理工作
特區政府最近就“完善地區治理工作”作出

檢討，尤其對區議會的功能和組成有新的定義。
這些改革直接影響 18 區的政治生態和佈局，有
利於政府日後的良政善治。本會召集了十幾位理
事義工於 5 月 6 日在會展天橋設立支持“完善地
區治理工作檢討”街站，得到不少市民簽名支持。

悼念李向紅 (月娜 )老師
19 屆李月娜 ( 向紅 ) 校友，於 2023 年 4 月 8 日因
病離世，享年 73 嵗。李校友 1968 年在漢華中學畢
業，即加入剛開辦的香港仔分校擔任幼稚園教師，至
1982 年分校結束，在校工作 14 年，之後繼續從事幼
稚園育工作至退休。她愛國愛校，勤懇負責，刻苦耐
勞，深受老師學生愛戴。喪禮已於 5月 8日在世界殯
儀館舉行。

 悼念老建蘭老師
19 屆老建蘭校友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因病離世，享
年 72 嵗。老校友 70 年代初期先後在元朗分校和漢華
校友會學校任教師，之後轉職中資機構直至退休。她
一生愛國愛校，熱心參加校友會活動，也是華英合唱
團的團員。溘然離世，同事及學生均感哀悼。喪禮已
於 5月 18 日在九龍殯儀館舉行。

悼念林潤森老師
夜 5 屆林潤森校友不幸於 2023 年 2 月 3 日離世，享
年87嵗。林校友自1965年漢華夜中畢業後留校工作，
先後任職夜中、正校、香港仔分校，歷任職員、教師
及行政主任，至 1982 年退職。林老師在校期間熱愛
文藝，喜愛唱歌，關心學生，深受師生愛戴。喪禮已
於 2月 26 日在瑪麗醫院舉行。

悼念鄧德烈老師
第 9屆鄧德烈校友於 2023 年 6 月 20 日因病離世，享
年 89 嵗。鄧校友 1958 年在漢華中學高中畢業後，
一直留校工作，歷任正校、校友會學校、元朗分校職
員，他一生愛國愛港愛校，工作認真，深受師生愛戴。
1963 年學校遭遇火災，被困校舍五樓，不良於行的
鄧老師不顧個人安危，堅持讓其他同事先從救援雲梯
離開，自己是最後離開的一個，高風亮節，漢華師生
校友廣為傳頌。喪禮於 7月 9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

深切悼念
日校第 5屆 何乃忠校友   日校第 5屆 陳淑玲校友
日校第 6 屆 潘作楠校友   日校第 9屆 吳  瑋校友
日校第 11屆 潘  墉校友  日校第 17 屆 蔡秀珍校友
日校第 25 屆 陳  揮校友  日校第 25 屆 何冠樺校友
日校第 39屆 薛偉文校友

常務理事會

理     事     長 蕭玉光 (元 8)

副  理   事   長
陳  燕 (20)  蔡玲玲 (20) 李國樑 (22)  
容雨喬 (32)  潘鴻坤 (48)

秘     書     長 曾淑儀 (37)

副  秘   書   長 何麗霞 (50)  梁佩蘭 (50) 李吉琼 (60)

會  員 部  部 長 郭慧玲 (31)

副     部     長
謝愛芳 (27)  馮國昌 (30)  王藍容 (48) 
鄒麗冰 (夜 16)  羅暹光 (元 9)

青  年 部  部 長 麥正珩 (61)

副     部     長
劉建承 (61)  鄒楚鴻 (65) 鄺倩平 (65) 
歐穎琳 (70)  劉華彬 (72)

宣 傳 部 部 長 灌穎幗 (51)

副 部 長 區立峰 (31)  謝子喬 (68)

文 康 部 部 長 葉朝鵬 (元 10)

副 部 長
馮卓熹 (62) 梁炳輝 (元 5)
麥瑞惜 (夜 15)

體 育 部 部 長 梁健璋 (預 28)

副 部 長 潘文焯 (62)  霍曉賢 (69)  陳詠芯 (69)

財務及福利部部長 朱俊德 (元 8)

副 部 長
梁啟光 (31)  盧澤生 (32) 
蔡淑娟 (夜 15)

* 當然常務理事    羅暹光 (元分會理事長 )

漢友新動力第八屆幹事會
主      席：麥正珩 
內務副主席：灌穎幗  劉建承  鄺倩平 
外務副主席：張文嵩  馮卓熹 
司      庫：何麗霞 
秘      書：李吉瓊 
小  學  部：鄒楚鴻 
大  專  部：徐梓羚 
幹事 
潘文焯  丁潁樂  盧鈺兒 王敏兒  梁樂燾  謝子喬  
鍾詩欣  李振雄  林明俊 徐名司  喬  軒  黃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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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華中學元朗分校於 1982 年結束，1996 年在一班熱心校
友推動下 27 年後，成立了第一屆理事會，創會理事長黃達光等
學長們，一直為推動分會發展不遺餘力。

6 月 3 日分會第九屆理事會就職，出席嘉賓有教育機構葉
國謙主席葉國謙、校董會主席兼校監崔綺雲博士、教育機構信
託人李潔儀老師、校友會貝鈞奇會長、教育機構信託人李雁怡
行政總監、全國政協呂堅校友，宋偉澄永遠榮譽會長，榮譽顧
問 /顧問等和校友會常理會成員等。

一日為師終身為師，加上近 50 位老師教工出席，欣然的
是老師們精神頗好，我們無忘初心依舊關懷學校、老師、聯繫
校友，服務社會！經過這幾年社會事件和疫情、改變了很多人
的生活習慣，但是我們依然堅守校友會的工作，感謝全體理事
無私的付出！

漢華中學校友會元朗分會
第九屆理事會

永遠名譽會長 : 宋偉澄

理 事 長 ﹕ 羅暹光

副 理 事 長 ﹕ 梁炳輝 馮祥女 徐乙正

秘 書 處 ﹕ 黃建勳 鄧合平 劉淑儀

財 務 部 ﹕ 朱俊德 

文 康 部 ﹕ 馬承志 葉朝鵬 黃培基 

總 務 部 ﹕ 郭家安 蔡月玲 鄭金和 

會 員 部 ﹕ 馮友成 陳滿華 張小燕

漢華中學元朗分會聯歡晚會暨第九屆理事會就職
元朗分會理事長  羅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