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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不足兩星期就開學，一項調查發
現，37%的受訪家長表示開學壓力非常沉
重，有政黨促請政府在開學前向月入少於
三萬元的家庭發放一次性不少於二千元的
開學津貼及放寬申請學生津貼的入息限制
，以紓緩家長壓力。

本報實習記者 鄭漢君

工聯促發二千元開學津貼
加風勁 37%家長非常有壓力

六成學生暑假最愛上網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A21教育責任編輯：陳淑瑩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傳媒揭發，有浸會大學
畢業生利用校園空間賺取私利，於該校新教學及行政大樓
的學生活動室開辦手工藝班，招收大批非浸大學生參加。
浸大回應稱，大學保安會加強巡查校園，必要時要求使用
場地人士出示有效大學證件。

日前有報道指，過去數月有浸大舊生利用新大樓學生
活動室毋須拍卡亦可自由出入的保安漏洞，每星期兩至三
日於該處開辦皮革手藝班，課程學費百多元至八百多元不
等。涉事舊生透過社交網站招生，學生包括應屆中六畢業
生及其他院校學生。涉事舊生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活動室
不時遭校外人士佔用開班，保安亦知悉他們於該處開班。

浸大發言人表示，浸大的校內團體均可申請在校園開
放時間內使用校內的學生活動室舉辦活動。而在沒有團體
活動期間，學生和教職員也可使用活動室。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日前與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
局簽訂新協議，雙方將續約五年，為粵港兩地培育更多食
物安全的專業人才。

根據合作協議，廣東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食
品實驗室，會繼續為理大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理學士學位
課程的學生提供相關的技術培訓。雙方自2010年開始，共
同培育了22名實習生。透過暑期實習計劃，他們學習到最
新的檢測方法，了解內地的食物檢驗檢疫系統及供港食物
的檢測過程，同時有機會使用檢疫局最先進的食物分析儀
器設備。

前恒生銀行董事長兼行
政、立法兩局議員利國偉博
士與世長辭，令香港失去了
一位模範市民。利國偉博士
一生奮進不懈，襟懷社稷，
為香港的教育、科學、經濟
發展建樹無數。其中全賴利
博士鼎力支持，香港得以在

1994年成功首次主辦全球最大規模的中學生數學競
賽─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我們向利國
偉的家屬送上深切慰問，並會永遠懷念他的不朽貢
獻。

籌委會曾面對挑戰
對香港來說，主辦1994年IMO既是一項歷史

性的殊榮，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一方面，高等院
校為集中本身的教研工作，對支持這項以中學生為
主體的教育活動的積極程度有限；另一方面，港英
政府和商界的態度初時尚未明朗，籌款工作亦是困
難重重。面對嚴峻的前景，籌委會曾經心灰意冷，
一度準備宣布放棄主辦。但在IMO史上，因為無
力舉辦而宣布取消賽事，只曾於1980年的蒙古因突
發政治原因而發生。如果香港以資源不足為由被迫
棄辦賽事，必然嚴重打擊國際社會的信心，對香港
過渡後期的平穩局面造成極為負面影響。這時候，
一句 「面就人哋畀，架就自己丟」，時任香港中文
大學校董會主席利國偉博士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促成中大為IMO提供比賽場地及配套支援，又爭
取到政府當局鼎力支持，承擔大量統籌及後勤工作
，港督亦身兼活動贊助人職銜。利國偉博士更親自

出資二百萬港元，加上各方熱心捐助，憑着無數教
育工作者的無私付出以至全社會的群策群力，香港
最終迎難而上，把1994年IMO辦得圓滿順利，沒
有在69個國家和地區面前丟架。

帶動對數學教育的重視
當年的香港IMO帶動了東亞地區對數學教育

的重視，鄰近國家如新加坡、泰國、印尼甚至朝鮮
等均對此投放大量精力及資源，在IMO的成績亦
突飛猛進，紛紛超越香港。同時，周邊國家的科研
發展也不斷取得進步。最近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機
構公布根據科研投資的全球學術創新指標排名，前
十強中一半屬亞洲國家或地區，包括第一位韓國
、第二位新加坡、第六位台灣、第七位中國，反觀
香港卻僅名列二十，遠遠落後，令人感到十分憂慮

。本港在不久前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及全國城市競爭
力評估中都節節敗退，相信亦與產業過度單一化，
經濟基礎狹窄不無關係。

為了本港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大力振興科技
，以推動各類高增值產業，並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
。如今香港獲得2016年IMO主辦權，正是帶動全
城對數學和科技的熱情之良機。屆時將有超過100
個國家的數學精英雲集香港切磋交流，並感受香港
回歸中國後在 「一國兩制」下的發展。特區政府原
則上支持這項盛事，並積極考慮提供各種支援，顯
示出當局對教育及科技發展的重視與承擔，我們深
表謝忱，並期待政府進一步的襄助。主辦IMO實
需大量資源及人手，希望全社會能夠共同努力，齊
心支持這項饒有意義的教育事業。

最後，分享昔日由IMO香港委員會主席岑嘉
評教授所賦，再由前國務院副總理姬鵬飛親筆題贈
予利國偉博士的一首詩，以紀念一代偉人，亦與大
家共勉：

出雲華廈聳香江，自有凌霄壯志情；
若問平生得意事，培才弼教輔賢能。

理大與廣東檢疫局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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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指會加強巡查

利國偉博士支持 奧數傳薪火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盧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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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傳媒報道，一名中
學通識科實習老師涉在實習期間盜
取校內文憑試生的通識科校本評核
習作（IES）出售，並提供高分IES
供補習學生 「參考」，於上周被警
方拘捕。

消息指涉及事件的是屯門浸信
會永隆中學一名實習教師已完成實
習期。永隆中學校長譚日旭回應指
對事件表示遺憾，又指學校有責任
培養未來的教師，所以每年都願意
向各大院校提供實習職位，沒想過
發生此事，事件已交由警方處理，
不再評論。

考評局暫不評論有關案件。
又稱教師最了解學生的能力與工
作進度，故由學校及任課教師負
責核證學生課業的真確性，並透
過適當監察，應能發現抄襲等違
規行為。局方會檢示學校提交的
分數及課業樣本，若發現異常個
案，會跟進處理。

考評局發言人稱，局方在《考
生手冊》列明，學生提交的習作必
須為考生本人的作品。在完成評核
課業的過程中，學生須謹記不可觸
犯任何違規行為，若校本評核證實

是抄襲之作，會遭嚴厲處分，包括扣分、降級或
取消部分或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消息指該實習老師懷疑於去年未得批准下載
學生的通識科校本評核習作，並在網上討論區以
1200元售出其中一份，他涉嫌不誠實取用電腦被
警方拘捕。消息指被下載出售的功課，是第一屆
文憑試的獨立專題探究，這項習作佔通識科20%
分數。而該教師是在一個名為lsforum.net的討論
區接觸到買家。

工聯會在暑假期間進行 「關注家長開學壓力」的
調查，訪問了302名就讀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家長
，當中有37%表示開學壓力非常沉重，85%的受訪者
表示在新學年購買書簿習作有壓力，平均每名家長要
用4000元準備新學年。有77%受訪者表示為子女安排
照顧者、託管、補習班或功課輔導班均造成困擾，在
暑假期間及開學後的時間調配亦需費神安排，76%家
長認為開學前安排校車及繳交車費難以負擔。

非綜援全津人士難受惠
鄭女士育有一子一女，大仔將升小六，細女就升

小三。她表示，因為校巴 「愈加愈貴」，現已沒有安
排兩名子女搭校車。為了節省校車費用，更不惜放棄
月入約五百元的散工，每天來回50分鐘接送子女上下
課。她說： 「兩兄妹一個月的校車費就超過800蚊，
做散工所得的亦不夠畀。」

新學年開始，李太單是為兩名子女付的書簿費已
用了2700元，加上大仔每月2000元的補習費及兄妹二
人上興趣班，所費不菲。她認為，單靠現時書簿津貼
半額資助，即一名學童約1600元並不足夠。她批評，
現時學校及關愛基金的補習班多以綜援及全津人士優
先，令他們未能受惠。

從事運輸業的石先生有兩名分別讀中二及中五的

女兒，正接受書簿津貼半額資助。 「手停口停」的他
是家中經濟支柱，他表示，兩名女兒花了6000元買新
學年的課本，不計其他開支，已花去他超過三分一的
人工。

倡放寬申請津貼入息限制
石先生的大女兒很快就要考文憑試，亦曾向他要

求補習，但他認為難以負擔。而為了應付兩名女兒的
開學支出，一家人除了節衣縮食，亦減少外出。他說

： 「希望政府可加大資助額，令我哋冇咁大壓力，手
頭鬆動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應效法上屆政府，
在開學前發放一次性資助。他建議為月入30000元以
下的家庭，發放不少於2000元的津貼，又認為政府應
檢討現有的各種學生資助計劃，並因應物價指數調整
津貼金額，同時放寬申請各種學生津貼的入息限制，
讓更多家庭可以受惠。

【本報訊】跑馬地著名女校聖保祿中學申請2014
年轉直資遭教育局否決後，同樣擬轉直資的中西區聖
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昨晚發表公告，決定暫不向
教育局提交轉直資辦學的申請，並擱置有關持份者問
卷調查。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
擬於15/16學年轉為直資，近月舉辦多
場家長及老師諮詢會，不少家長及校
友表明反對學校轉直資，擔心學校變
為 「貴族化」，削弱清貧學生入讀機
會。逾百學生早前更冒着黃色暴雨警
告，拉起橫額繞校遊行，促校方收回
成命。

校董會早前成立專責小組檢視轉
直資諮詢程序和收集的意見，專責小
組認為直資辦學議題已對學校群體造
成嚴重分化，並對學校的團結帶來負
面的影響，校董會舉辦逾30場諮詢會
，但為期三個月的諮詢過程相對而言
，較為短促，無法讓所有由建議推行
直資計劃所引發的相關議題得到充分
的討論。

因此校董會決定，不向教育局提交轉直資的申請
，並期望各方現能消除分歧，以學校的利益為大前提
，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專責小組將於2013年10
月29日或以前向校董會提交終期報告。

聖士提反女中
暫不申轉直資

【本報訊】隨着文憑試的推行，末
代高考生在學制改革下備受冷落。甚至
有考獲3A1B1D成績的考生，由於放榜
太遲而 「高分落榜」。就此，教育局回
應稱院校一向有就不同考試的放榜時間
作出相應安排。今年已有部分應屆香港
高級程度會考生獲教資會院校透過非聯
招途徑錄取。

隨着新學制及文憑試的推行，考評
局於2013年為自修生舉行最後一屆高考
。但有 「終極高考」考生因大學非聯招
早於5、6月考慮收生，而高考7月底才
放榜，結果雖考得3A1B1D仍 「高分落
榜」。

就此，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持有會
考、副學位等文憑試以外學歷的申請人
，可透過非聯招途徑報讀教資會資助課
程。教資會資助院校也已在其網站詳細
說明非聯招途徑的申請方法和日程表。
一般而言，院校會於2012年第四季至
2013年第一季或上半年接受非聯招途徑
入學申請，並在八月底前公布結果。

發言人補充，不論申請人持有何種
學歷，院校所招收的學生必須是 「最值
得錄取者」（best qualified candidates
）。教育局提醒考生，除了公帑資助及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位課程外，考
生還可申請副學位課程，或選擇內地／
海外升學。

【本報訊】實習記者盧靜怡報道：不少學生的
暑期活動也安排得很緊密，昨天一項暑期活動調查
結果公布，逾六成受訪學生表示上網成為他們暑期
最主要活動。閱讀風氣亦有改善，近六成學生每周
花三至四小時閱讀，較去年增加約一成。購買教科
書是新學年開支增幅最大的項目。

APM商場訪問560個就讀中一至大專的學生，
逾六成學生每周上網二十到三十小時，人數比去年
增加2%，上網成為其暑假最大消遣。

「現在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搭車坐地鐵很多人
不自覺拿手機出來，用WhatsApp等工具也很方便
。」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督導主任蔣志恒認
為，不必太擔心學生變 「宅」。學生即使外出也可
以上網，上網時數增加與移動設備上網方便有關。

學制改變 讀書選擇更多
閱讀課外書成為暑期第二熱門活動。近六成學

生暑期每周花三至四小時閱讀，預計整個暑期花二
十五小時，時間較去年升逾一成，成為多項暑期活
動升幅之冠。

「以前舊制會列好書單讓學生看，選擇範圍小
。現在DSE有八個選修科目，包括電影、文學方面
，學生看課外書的自由度大了。」蔣志恒認為學制
改變，令學生讀書選擇更多。

學生閱讀首選是流行小說與散文。除了實體書
，也有逾五成人在暑假閱讀了一到兩本電子書。出
席發布會的三聯書店市場傳訊部經理孫海玉表示，
「無論是實體書或電子書，只要學生肯閱讀始終是

好的。電子書並不是實體書的敵人。」
此外，近五成學生開學支出中，約2500元用來

購買教科書，佔總支出四成，升幅較去年達近兩成
。對於近三成青年只花一百元以下購買課外書，甚
至近兩成學生完全不購書，孫海玉認為，書商需要
多做點功夫，推出青年喜歡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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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統計顯示青年暑期閱讀課外書時間較去年上升一成
。左為蔣志恒，右為孫海玉 實習記者盧靜怡攝

◀工聯會促請政
府在開學前向月
入三萬以下的家
庭發放不少於二
千元的一次性津
貼

實習記者
鄭漢君攝

▲逾百學生早前冒着黃色暴雨警告，拉起橫額繞校遊行，反對學校
轉直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