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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面授料增百萬人流
學界：抗疫真正考驗

中國文化基金會百萬口罩捐學生

調查：九成家長冀教職員參與檢測

暴疫夾擊下 政界籲挽留人才
【大公報訊】身處黑暴與疫情雙重

打擊下的香港， 「離開還是留下」 ，成
為 「港漂」 群體熱議的話題。有政界人
士則認為，政府採取適切措施，為香港
重新出發留住更多人才。

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
表示，香港對 「港漂」 的吸引力近年已
大打折扣，內地生取得香港永久身份的
比率，只維持在一至兩成。 「十多年前
，內地生畢業十之八、九想留下。現在
一畢業即可獲得IANG簽註，一年內可逗

留，卻有超過一半人直接走了，剩下的
四成人也陸續離開。」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經歷
黑暴、疫情多重打擊的香港已經流失不
少人才，現時香港需要吸納更多具競爭
力的才俊。入境處應克服疫情導致的困
難，加快相關簽註審批的進度。他認為
，疫情緩和後的香港要奮起直追，提出
適切措施，盡力及時留住現時居港的各
類人才，吸引內地、海外專才來港，重
振經濟，切實提升香港的綜合競爭力。

疫情拖累 港漂：今次續簽最驚險

簽註過期無法正常工作
申請者王先生居港六年，舊簽註

於七月底到期。他按照 「提前一個月
」 的慣例，早早在六月尾便前往入境
處遞交申請延期逗留的材料。窗口職
員查看完申請材料後告訴王先生，今
年的審理時間或會超過三個星期。

轉眼間三周過去了，一直沒有收
到任何通知的王先生放心不下，決定
電話、電郵雙管齊下一探究竟。連續
多次撥打公眾查詢 「熱線」 ，接通後
，入境處職員讓他耐心等待， 「沒辦
法，現在（申請者）都要預留兩個月
啦。」 王先生在十天後也收到了電郵
回覆，入境處稱，已發郵件通知王先
生限期八月底之前補交材料，此前並
未發現入境處郵件的王先生感到驚訝
的同時，唯有快馬加鞭送交材料，才
在八月底獲得新簽註。 「續簽三次，
此次最驚險！」

網上遞交材料的張小姐，亦經歷
了一段難忘的續簽經歷。整整兩周，
電話、電郵都查不到任何紀錄和進度
，張小姐開始焦慮。後陸續收到兩次
補材料的通知，重新輪候三周又三周
，眼睜睜看着簽註過期無法正常工作
……焦急無奈下，張小姐持公司發出

的加急信，懇求與審批主任直接對話
，經過一番溝通，當場獲發新簽註。

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在金融
機構工作一年的張小姐說，這段說長
不長、說短也不短的煎熬期，幸得一
班同事、朋友不斷安慰、鼓勵，幫助
自己穩定情緒， 「雖然預估最終都能
解決問題，但這個過程實在不好受，
想必有類似經歷的朋友亦有同感。」

公司通融 工作家庭兩不誤
從新疆輾轉深圳返港，在公關行

業從業五年的朱小姐在港家居隔離14
日期間，準備好個人材料後，立即委
託朋友前往入境處投遞資料。 「公司
允許我們回內地一段時間，只要做到
work from home不耽誤日常運作即
可。工作和陪伴家人兩不誤，也算是
疫情下苦中一點甜。」 朱小姐返港時
，適逢新疆、香港兩地疫情新爆發，
路途奔波難免增加了感染風險， 「續
簽的很多環節，需要申請者親自辦理
，我必須算好時間回港，顧不了那麼
多。」

家居隔離期間，朱小姐每天登錄
入境處網站查詢申請進度，得到的只
有 「處理中」 三個字。 「無法得知究
竟辦理至哪個步驟、經手人是誰等等

，個人覺得這個網絡查詢系統是否有
些落伍了，可以考慮更新得更人性化
些。」 面對電話屢次無法接通，朱小
姐選擇以電郵形式與入境處聯絡，盼
望能在舊簽註到期前，新簽註能夠順
利審批下來。

對於上述種種問題，入境處回覆
《大公報》查詢時稱，今年一月至七
月，共收到6126宗相關延期申請，與
去年相若。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變化
及政府僱員特別上班安排，入境處的
服務安排自1月29日起曾作出多次調整
。入境處說，為減低疫情帶來的影響
，已實行優化工作流程、靈活調配人
手、加強應用電子服務等一系列措施
，從而加快審批流程。

【大公報訊】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將在下周
三（23日）恢復首階段面授課堂，資助小學校長
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表示，學界已做足開學準備，
惟擔心在29日全部恢復面授堂後，多達百萬人在
市面流動，屆時將會迎來真正的考驗。

9月16日有六分之一學生可率先回校，張勇邦
相信絕大部分小學首先安排六年級上課，有些學
校甚至已經在此期間安排與呈分試考試相關事宜
。他指自己學校會利用好本周時間，包括六年班
回校適應，及讓一年級新生返校上體驗課。

張勇邦表示，全港36萬小學生將在29日全部
恢復面授堂，他擔心低班學生需要家長或工人帶
領回校，再加上中學生亦恢復上課，可能會多百
萬人在街上行走或搭乘交通工具，屆時才是 「真
正的考驗」 。

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緩和趨勢，但
張指出，校長們覺得疫情將會成為新常態，需思
考如何與它相處。他認為課外活動屬學生全面發
展的一部分，或可率先恢復一些較低風險或較少
身體接觸的活動和比賽。

【大公報訊】中小學下周返校面授復課在即
，民建聯近日調查顯示七成半家長擔心復課造成
新一輪傳播，同時亦有七成家長因網上教學而感
到壓力，更有近九成家長希望所有教職員可參與
檢測。民建聯建議政府應長遠推出免費檢測計劃
予全港學童。

民建聯於8月22日至9月8日就網上教學訪問了
520名小學家長，又就分階段復課於本月15日至
17日詢問1324名幼稚園及中小學家長意見。調查
顯示，對於 「半日面授半日網課」 ，半數家長表

示認同，但 「面授易造成新一輪傳播」 的擔憂與
「因網上教學而感到的壓力」 正對家長進行 「雙

重夾擊」 。
調查發現七成家長因網上教學而感到壓力，

大多未有紓壓方法，且三成希望政府能提供上網
裝置。民建聯指出，基層雙職家庭對於陪同監督
上網課以及電子設備不足都有極大壓力。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希望教育局提供輔導熱線，觀塘區議
員顏汶羽建議學校加快採購電腦裝置，並希望政
府開放讓學生自行申請關愛基金並加快審批。

籲政府締造「無疫校園」
對於復課，約七成半受訪家長擔心開學後的

公共交通、校內人群聚集和密切接觸等各種情況
，會促使新冠肺炎的新一輪傳播；亦有近九成認
同全港學校教職員應參與病毒檢測，堵截病毒在
校園內傳播的風險。鄭泳舜認為政府應長遠推出
免費檢測計劃予全港學童，締造 「無疫校園」 ，
又指食衞局雖已表示會增加檢測點，但民建聯認
為有必要恆常增加檢測能力，而有關檢測診所服
務時段太短，希望有地點可全日提供檢測服務取
樣本瓶等服務，並擴大高危群組檢測。

【大公報訊】為幫助香港學生抗疫，中國文
化基金會近日推出了 「學生抗疫支持計劃」 ，募
集抗疫物資捐贈給在校學生，並首批捐贈120萬個
口罩給16所中學。學生代表表示，將常存感恩的
心，並自強不息，努力學習，長大後回饋社會及
國家。

捐贈儀式昨日在宣基中學舉行，中國文化基
金會執行主席張江亭、黃留祥、胡寶蘭，與宣基
中學校長潘淑嫻等十個受贈中學校長及學生代表
出席了儀式。

張江亭表示，不
排除未來會有新一波
嚴重的疫情，希望捐
贈的口罩可以為孩子
們抵抗疫情發揮小小
作用，亦希望孩子們
珍惜口罩、珍惜捐贈
人的愛心。他寄語孩
子們懷有感恩的心，
感恩父母和老師，處
理好學業，為自己未
來的人生打下一個良

好的基礎。
潘淑嫻感謝該會及捐贈人的愛心。她說，這

次捐贈送暖行動表達了對孩子的大愛和關心，校
長們期盼每一位受惠學生能懂得珍惜感恩，並以
各位長輩的善行及處世態度為學習楷模，他日同
樣能回饋社會，幫到有需要的人，貢獻國家。

學生感恩 長大後回饋社會
作為十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宣基中學中五級

學生葉文津表示，中國文化基金會和捐贈者熱心
公益，慷慨解囊，向學
生送贈外科口罩，充分
體現了對青少年學生的
關愛。我們定當常存感
恩之心，並自強不息，
努力學習，長大後回饋
社會及國家。

每年暑夏，入境處都會迎來持 「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回港就業安排」 （IANG）簽註留港工作人士申請
延長逗留期限的高峰期。不過，疫下各類政府服務都
受到一定影響。大公報記者發現，今年不少持IANG簽
註的 「港漂」 ，多有 「舊簽註過期、新簽註仍待審批」
狀況，對正常生活、工作帶來困擾。入境處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今年接獲
延期申請逾6000宗，與去年
相若，但因疫情影響，有關
服務安排多次作出調整，處
方會為有迫切需要的申請人
安排加快處理。

入境處接逾6000宗申請 酌情加快審批

理大身心並用訓練 減中風者跌倒風險
【大公報訊】中風康復者較容易跌倒，理工

大學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套 「身心並用」 中風康復
訓練，研究發現，該項訓練能改善中風患者 「身
心並用」 能力，患者跌倒及因跌倒而受傷的風險
亦分別下降25%及22.2%。

有研究顯示，中風康復者會較容易跌倒，超
過73%的人在出院後六個月內曾經跌倒3至13次
。理大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套 「身心並用」 中風康
復訓練，研究提升慢性中風患者的 「身心並用」
能力，減少跌倒次數。是次研究共招募了84位50
歲或以上的慢性中風患者參與，當中有輕微或中
度活動能力受損情況，參與者以隨機方式分為 「
身心並用」 組別、單項任務組別及對照組別，他
們需要進行每星期三節、每節60分鐘的訓練，為

期八星期。
研究發現，與單項任務組別及對照組別相比

， 「身心並用」 訓練能更有效地改善慢性中風患
者的步行能力，減少他們跌倒或因跌倒而受傷的
機會。領導是次研究的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
彭耀宗稱， 「身心並用」 訓練組完成訓練後的跌
倒次數只有五次，比對照組別的20次為少。彭耀
宗稱，傳統的康復治療以訓練中風患者的平衡和
步姿為主，但多達73%患者回到社區生活後，仍
再有跌倒甚至受傷的情況出現。他解釋，被其他
事物影響分心是引致中風康復者跌倒的主要原因
之一，而此項訓練同時使用活動能力和認知能力
，有效提高患者處理多重任務的能力，從而減少
他們跌倒的機會。

舊簽過期，新簽未到手
【大公報訊】記者日前

到入境處灣仔總部直擊情況
，六樓現場排隊的人，一個
接一個領取籌號、準備補交

材料、繳費取證等，都是一臉焦急。申
請者賈小姐透露，她已停工一周，身邊
不少港漂朋友亦有討論 「舊簽過期，新
簽未到手」 的狀況。 「應該是疫情關係

，但關係到自身，確實有點擔心。好在
今日可以拿到簽註，損失不算太大。」

收到入境處通知郵件的申請者需
先到接待處領取籌號，等待叫號補交
材料或提交證件，再到繳費處繳費領
取新簽註，整個過程約半小時至三小時
不等。面對許多心急了解進展的申請者
，職員不斷向大家重覆： 「耐心等待」 ！

新 聞
追 蹤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民建聯建議政府推出三項措施，包括讓所有教
職員接受檢測、增加恆常檢測能力，並向全港學
校發出疫情相關的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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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抗疫支持計劃
捐贈儀式上，中國文化
基金會執行主席張江亭
與各中學校長和學生代
表合影

▲有持IANG簽註的 「港漂」 面臨 「舊
簽註過期一星期、半個月乃至一個月
導致停工」 的困境

▲入境處表示，今年接獲延期申請逾6000宗，與去年相若；處方

會為有迫切需要的申請人，安排加快處理有關申請
大公報記者劉越琦攝

簽註
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