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聞網 2016 年 11 月 2 日 

深水埗明哥：助人開飯傳遞街頭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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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深水埗的北河同行茶餐廳，是人稱“明哥”的陳灼明第二家店，今年 7 月開業，由名食家蔡瀾題字，每

天只營業到下午四點半。香港中通社圖片 



 

下午五點，店內開始熱鬧起來，十幾個義工流水線式打飯、打菜，準備免費派出盒飯。香港中通社圖片 

 

明哥（右 1）帶著義工到深水埗通州街高速路橋底下，派飯給露宿者。香港中通社圖片 



 

深水埗通州街高速路橋底下，長居於此的露宿者用舊木板和破布搭起簡易小屋。晚上六點，義工在明哥帶

領下，到此派飯給露宿者。香港中通社圖片 

  香港中通社 11 月 2 日電 題：深水埗茶餐廳老闆明哥：助人開飯傳遞街頭善心 

  香港中通社記者 喬依 

  在香港，“深水埗”加上“明哥”，幾乎已經等於“派飯”二字。 

  位於西九龍深水埗的北河同行茶餐廳，是人稱“明哥”的陳灼明第二家店，2016 年 7 月份剛開業，雖

然有名食家蔡瀾題字，但每天只營業到下午四點半。一到五點，店內便開始熱鬧起來，十幾個義工流水線

式打飯、打菜，準備盒飯。明哥背著手，偶爾說一句“飯裝少了”。 

  20 分鐘後，150 個三餸飯已經躺在保溫箱中，和配對的水晶梨、飲料放在手推車上，這是茶餐廳為露

宿者準備的免費熱飯，水果和飲料則是附近商戶贊助。 

  年過六旬的明哥剃板寸頭、大煙牙，穿拖鞋、套藍布衫、捲起褲管，直著腰板穿梭在深水埗街頭，這

位餐廳老闆似乎比任何路人都不起眼，但他曾在 2013 年港人票選的“十大正能量”代表中，力壓劉德華得

最多票。正是因為他堅持派飯的善舉感動全港。 

  晚上六點，深水埗通州街高速路橋底下，長居於此的露宿者開始用舊木板和破布搭起簡易小屋。明哥

也從咧嘴笑的悠閑狀態，瞬間進入高效工作模式。 

  他在狹窄暗黑的小巷子快速走動著四處轉，精確地敲開每一個“家門”，落下一聲“幾個？”，緊跟其後

的義工人手一份，聽指示放下飯盒，明哥下一秒又鑽到了只有他能識別出來的另一個“門”。 

  不到半小時，盒飯派完，巷子盡頭不知不覺又聚了條等飯人龍，是附近的露宿者聞聲前來。明哥於是

將隨身攜帶的飯券派給他們，持券者可在限定日期內到明哥的茶餐廳領飯。 

  每週四，明哥都會帶義工到此派飯給露宿者。每週一，則會到旺角、佐敦派飯，週二在店外派給長者。 

  除了定點派飯，北河同行還有飯券計劃，有心人可在餐廳內購買 24 元一張的飯券，直接送到受助人

手中，憑券到餐廳換領三餸飯；不過，大部分人買了飯券後還是讓明哥轉交給有需要人士。 

  近年來香港物價上漲，24 元連一碗麵都吃不上。但明哥不會降低對食材的要求，反而花更多時間找

性價比高的食材；有時還弄來海鮮貨尾，讓露宿者和低收入人士，也能有尊嚴地吃上好味道的飯。 

  雖然是兩家茶餐廳的老闆，但明哥並不是掙夠了錢回饋社會的大富翁。 



  出身窮人家庭的明哥，年少時就紮進餐飲這行，十幾年前終於熬成老闆。“做老闆當然是想掙錢”明哥

坦言，“但心軟掙不到大錢”。 

  在全港最窮的深水埗經營餐廳，明哥顧及街坊的消費水準，比別人便宜三、五元。2011 年香港出臺

最低工資政策，多年來僅維持收支平衡的茶餐廳每月一下子增加了 1 萬元(港幣，下同)成本，要自己不出

糧沒收入才能繼續經營。 

  恰巧當時香港政府給每位永久居民派了 6000 元，有幾名年輕人籌起這筆錢，找明哥合作派飯。明哥

從中賺取微薄利潤，因而挺過了困境。“自己捱過窮，又受過幫助，知道需要人幫是什麼滋味。”明哥在合

作結束後，不時與機構合作，將派飯堅持至今。已經放棄掙大錢的明哥說，只要能交租，就會繼續派飯，

掙的錢能養活自己就足夠了。 

  即使費盡心思做好事，也會遇到不領情的人。有次派飯，明哥准備了煎三文魚頭，有個露宿阿伯大聲

怨道：“成日整些賣剩的爛魚頭。”明哥見他不吃便走開了，沒想到阿伯一怒之下往明哥身上打。第二天有

義工找阿伯聊，再去派飯時，阿伯見著明哥不好意思抬起頭，明哥也不說話，給了他口煙，又再給他一盒

飯。 

  寬以待人，在明哥眼中也是一種能耐，明哥說“就像張三豐打太極，你強硬打過來，我就以柔治剛，

這樣才不會互相把怨恨積累在心。” 

  在深水埗派飯間接也會影響鄰近商戶生意，明哥就想辦法平衡區內利益。他跟小商戶購買棉被等生活

物資派給露宿者，又偶爾買些蛋糕、餅乾送去老人院，讓其他生意人也有飯開。有批發商送食材給明哥，

他就分給餐廳、蛋糕店，為他們節省成本，成了區內的親善大使。 

  為他人著想的明哥，今年開新店遭業主加租，熱心街坊平價租出自己的店，新店“北河同行•深水埗”

因此以社會企業模式順利開業。之所以在店名後加上地名，是寓意以後“區區有分店、區區有飯開”。 

  下一家店，明哥瞄準了聚集大量南亞裔人士的香港新界元朗，他甚至已經開始研究素食菜單及無豬肉

菜單。 

  明哥的事跡在香港、內地、海外都受到關注，這幾年來，也有企業和個人大額捐款，當然也不乏官方

組織詢問合作，讓明哥打理慈善飯堂。 

  直性子的明哥不太贊同大機構的做事方式，希望維持現在的模式。他舉例，“一筆錢來了，我可以到

街口商店買些棉被，過一條馬路就能給露宿者、獨居長者。如果換作正式機構，又要撥款、又要審查、又

要採購，走一轉程式下來，人早就凍死了。” 

  香港不乏慈善組織及善者仁翁，但大多是按章辦事、守秩序的辦公室作風。明哥街頭式的行善方式，

反而使善款、物資流轉更有效率，堪稱另類特色。(完) 

【編輯：劉惠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