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

建设，将之纳入治国理政全局来谋划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

场合就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系列重要论述。近年来，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下，聚焦新实践，培育新

风尚，凝聚新能量，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曲江是粤北地区的一座小城，它曾以古人类“马坝人”的繁衍和代

表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石峡文化”引人注目；改革开放后，它

因是泛珠三角经济辐射内地的战略通道这一重要地位和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而引人关注。而在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香港晶苑集团、香港

玉清慈善基金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笔，是对祖国大爱的一笔。罗乐风先生年少之时就随父亲定居

香港。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罗乐风先生和夫人罗蔡玉清女士

的爱国情怀，在那一刻得到升华。他们一方面在内地投资办企业，一方

面以慈善的方式，扛起了传播文明的责任，并毅然选择曲江作为书写慈

善的地方。

这一笔，是扶贫帮困的一笔。20 年前，曲江还是一个经济发展很落

后的地方，这个时候，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香港晶苑集团主席罗乐

风先生及他的夫人罗蔡玉清女士，为了支持内地教育事业、医疗事业的

发展，为了赈灾助困等，成立了玉清慈善基金，并长期在曲江开展一系

列的慈善救助活动。

这一笔，是无私奉献的一笔。他们坚持在曲江开展了 20 年的慈善活

动，不求任何的回报，没有掺入一丝一毫的经济利益在里面。他们没有

在曲江办过一家企业，没有向曲江区政府要过一寸土地，也没有要过一

分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树立了善的榜样、善的

标杆。

这一笔，是责任担当的一笔。20 年，曲江于他们，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与曲江，从曾经的相识，到相知深交。维系这种深情的，是善缘，

更是他们纯洁、明净而高尚的人生品质。他们在曲江不但建希望小学，

还帮助白内障老人复明；不但帮助成立区志愿者协会，还帮助绿化荒山

野岭。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文明的行为。

慈善是一缕阳光，慈善是一堆篝火，慈善是幸福的黏合剂，它能使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和睦，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我们的社会需要

慈善阳光的普照。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理念  一个模式  一群人”的动人

故事，在曲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把慈善从一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

运作的模式。他们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慈善

事业持续发展、促进慈善文化传承的样本。这个样本，可以说是慈善事

业的“曲江模式”。在慈善的理念之下，通过模式的规范化运作，动员

全社会力量的参与，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只要是有爱心的企业家、社

会团体以至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的复制，促进一地慈善事业的永

续进行，让慈善的阳光洒遍人间。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愿慈善之根深扎在南粤大地上，长成茂盛大树，

一年四季开出沁人肺腑的花朵，把爱的馨香传遍四方，让这个世界因此

变得更加美好！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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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在管理技巧和理念上不可多得的好书。

上周罗生在电话中告知，他和罗太的香港晶苑集团、香港玉清慈善

基金将出版一本 20 年来在曲江行善的图书，希望我为该书写个序。我虽

才疏学浅，却十分乐意一尽好友之责，表达对他们善举的敬佩之情。

善心是世上最奇妙的东西，它不仅直接影响“施”与“受”的人，

它所散发的正能量，更是宇宙间一切“真、善、美”的泉源和连接世上

人类最牢固的桥梁。这“真、善、美”的泉源绝对不会因经常使用而有

所劳损或枯萎，相反地，它会因常使用而散发出一股更大的能量，感染

旁人参与善的奉献，形成爱的海洋。

20 年来，在罗生、罗太的领导下，他们的家族通过玉清慈善基金等

组织启动了不同的慈善项目，把大爱的种子播撒在香港、内地和世界其

他地区，扶持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看了《玉清善行》的书稿，我体会到罗家在教育、医疗、环保和扶

贫等领域从不间断的施与，更深深敬佩罗生、罗太这对慈善家伉俪的高

风亮节。他们让身处寒冷的人得到温暖，让陷于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让

家贫但有志的学生得到激励，让受尽眼疾困扰的人见到曙光。

俗语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罗生、罗太和他们的晶苑集团，

明白创造财富不是快乐的全部，唯有助人为乐，无私地去帮助别人，让

别人也得到快乐，才是幸福的真谛。他们理解到一个企业做得越大越成功，

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也越大。他们把晶苑集团打造成世界著名企业的同时，

也履行着他们的社会责任，透过不同的善举，树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大旗，让他们的企业能更受社会尊重，从而走得更高、更远。

20 年来，罗生、罗太为建立一种慈善模式，不断坚持，克服万难，

确是难能可贵。他们希望把这个模式总结出来，为其他慈善机构和组织

我认识罗乐风先生及其夫人罗蔡玉清女士 ( 习惯

称呼他们为罗生、罗太) 超过廿载。从刚相识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全家都是待人诚恳、做事认真、低调踏实

的谦谦君子。可能因为大家认同彼此的价值观，我们

很快便从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升华为好朋友的关系。

我和内子更视罗生、罗太为良师益友、做人处世的典

范。

犹记得 2003 年初，我被公司急调派到台湾处理一

些棘手的人事问题。第一批专程飞来台北和我相聚的

香港朋友便是罗生、罗太和他们的大公子罗正亮先生。

异地遇故知，那种暖心窝的感觉至今仍难以忘怀。

去年罗生写了一本有关其管理心得的书，名为《大

我为先》。在未印刷成书前，罗生已把稿子给我和内

子分享。内子看完后极力推荐给我。我看毕也认为这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序 二

陈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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