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下稱總會）、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主辦，民政事務總署支持的
「海南味 瓊州情 海南文化親子遊園嘉年華」

假中山公園隆重舉行。活動吸引了大量市民入場
參與，共同享受家庭樂的同時，感受到瓊州的熱
情和文化底蘊，提升社區的文化內涵，為社區注
入新的活力。

出席開幕式的嘉賓有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張
誼，總會主席兼秘書長莫海濤，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全國政協委員蘇長
榮，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團聯絡部政團社團處處
長何啟歡，總會執行會長云海清，總會常務副會長
蔡敏、韓陽光、符文靜、符茜、李競、唐躍峯，香
港南區各界聯會常務副理事長邱婕兒，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中西區地區委員會副主席呂鴻賓，新界社團
聯會離島地區委員會副主席李友信，中西區兒童合
唱團總監陳捷貴，總會副會長兼副司庫、中國香港
海口聯誼會副會長盧少娟等。

蔡敏致辭表示，這次活動將加強市民的親子關
係，增加孩子們接觸社會的熱情，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培養青少年愛國主義精神和對

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這次的活動正是符合這種精
神。這次的活動內容非常豐富多彩，涵蓋了海南的
人文地理、風俗習慣、當地美食和特產、少數民族
服飾、動人的舞蹈和藝術及有獎遊戲等，希望家長
帶孩子們參加並有所收穫。

張誼表示，總會始終高舉 「愛國愛港愛鄉」 的
鮮明旗幟，堅持開展活動，為聯誼鄉親作出巨大努
力。香港即將迎來區議會選舉，他呼籲大家在12月
10日踴躍投票，為香港選出愛國愛港、用心服務社
區的區議員，一齊創造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莫海濤致辭表示，活動讓家長帶領孩子了解海
南的人文地理、風俗習慣。活動還設計了一些有獎
的問答活動，增加活動的趣味。小朋友是社會的未
來，家長要以身作則，為孩子做出榜樣，並呼籲大

家12月10日盡公民
責任投票支持愛國
愛港的候選人，選
出一心一意服務市
民的區議員。

來到現場的市
民紛紛表示 「玩得
好開心，有不同的
攤位體驗」 ，在培
養香港青少年審美
的同時，也培養了
孩 子 們 的 愛 國 意
識，民族自豪感。

（特刊）

海南味 瓊州情 海南文化親子遊園嘉年華
培養愛國主義精神 注入社區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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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吸引大批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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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吸引大批市民。

台灣地區高校一年級學生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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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地區高校退場情況
停辦11校：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位於屏東縣，2014年2月停辦）
•永達技術學院（位於屏東縣，2014年8月停辦）
•高美醫護管理專校（位於高雄市，2018年8月停辦）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位於苗栗縣，2019年6月停辦）
•南榮科技大學（位於台南市，2020年2月停辦）
•台灣觀光學院（位於花蓮縣，2021年9月停辦）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位於嘉義縣，2021年7月停辦）
•蘭陽技術學院（位於宜蘭縣，2022年8月停辦）
•和春技術學院（位於高雄市，2023年5月停辦）
•中州科技大學（位於彰化縣，2023年7月停辦）
•台灣首府大學（位於台南市，2023年8月停辦）
停招1校：

•大同技術學院（位於嘉義縣，2023年8月停招）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教育主管部門

▲台灣地區少子化海嘯衝擊私校招生，截至今年7月，全台已
有12所大專校院停招或停辦。圖為去年5月，台灣首府大學學
生在學校宣布停辦消息後，集會表達訴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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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1990年代台灣地區每年出生
人口超過30萬人，之後一路下滑，2008年
首度跌破20萬大關；但同一時間台灣當局卻
盲目推行 「廣設大學」 政策，導致島內大專
校院數量一度高達160所。截至今年7月為
止，全台已有12所大專校院停招或停辦，專
家更預估未來8年將有超過40所大專校院將
退場。

台媒舉例稱，近期島內陸續有6所私立
大專院校停辦，造成270位教職員失業，但
台當局教育部門僅協助80人、約3成轉職成
功，其他7成要自謀出路。而這些學校的學
生安置到他校就讀後，退學率達16.42%，
是島內大專院校平均退學率的2.25倍。

轉校生像球被踢來踢去
黃老師本來在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任教，

學校2019年8月停辦後，她改到幾所大學兼
課。黃老師說，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原有60至
70位老師，現在10餘位到大陸大學任教，
5、6位在島內其他大學擔任項目教師，其他
人則在島內大學兼課、進入業界或退休。

「現在中小學非常缺代理老師，退場大
專校院的許多老師紛紛轉進這個領域。」 黃
老師表示，不久前有所中學問她要不要去當
代理老師，她沒有去，但以前的幾個同事，
就頂着博士頭銜去中小學當代理老師，月薪
約4.7萬元新台幣，至少可繼續做擅長的教
學工作。

台灣首府大學今年8月停辦，休閒管理
研究所陳同學被安置到南台科大休閒事業管
理研究所。陳同學說，他被安置到南台科大

時，有些學分無法被承認，因為在接收學生
時，就沒有做好銜接工作，遇到問題後，新
學校又無法聯繫到退場學校的對應窗口，最
終倒霉的是學生，他們就像球被踢來踢去。
因此很多學生到新學校後，就乾脆不讀書
了。

大陸學生曾是穩定資源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廈門大學

特聘教授李非談及島內高校這一波的 「生存
危機」 時指出，大陸學生曾是台灣大專院校
招生的穩定資源。2011年是台灣當局開放
陸生赴台的 「陸生元年」 。然而，2016年
民進黨上台後，兩岸關係惡化，陸生人數持
續下跌，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2
月，台灣單方面宣布讓所有陸生暫緩赴台，
隨後，大陸也在2020年4月暫停新生入台就
學。

李非認為，2023年9月，大陸出台的
「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提出，對
台生赴閩求學研習 「一視同仁」 ；將擴大招
聘台灣籍員工、教師；支持閩台兩地各類大
學院校開展交流合作等。大陸市場機遇滿
滿，提供廣闊的舞台，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走
上新台階。李非表示，加強兩岸教育的合作
是大勢所趨，雙方都能從中得到實惠。他指
出，文化教育是聯繫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
兩岸之間的教育碰撞可以讓民間交流更加廣
泛，讓兩岸民眾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對方，
從而形成共同價值理念，這有利於兩岸的和
平發展和統一。

【大公報訊】綜合台媒報道，台灣 「少子化」 海嘯正衝擊私校招生。島內
私立大專院校退場後，退場學校老師要轉到其他大學取得正式教職並不容易，
有些人只好頂着博士頭銜到中小學當代理老師，或是到大陸大學任教；學生被
安置到新學校後，面臨很多困難，他們覺得自己像球，被踢來踢去。受訪專家
表示，大陸市場機遇滿滿，可為島內專才提供廣闊的舞台，加強兩岸教育的合
作是大勢所趨。

台當局無能 釀大批流浪教師
對於台灣地

區近期掀起倒閉
潮，北京科技大學學者溫天鵬向大
公報表示，台灣的 「少子化」 現象
引發的負面效應日漸突出，直接導
致島內多所大專院校停辦，引發大
批教師失業。由於島內經濟持續不
景氣，除了失業教師，還有不少博
士畢業生找不到教職，只能到普通
中學去代課，但在民進黨當局踐踏
之下，島內高校教師薪資遠遠不如
預期，還要到處去兼職，被稱為
「流浪教師」 ，或者直接在家成為
「啃老族」 。

溫天鵬表示，台灣當局治理績
效不彰，政治人物忙於選舉利益，根
本沒有想辦法切實解決教師失業問

題，島內提供不了合適的生存發展機
會與平台，而大陸為吸引台胞來大陸
發展，提供了各項惠台措施，有大量
台灣青年選擇西進大陸謀取教職，當
前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相信未來會有

更多的台灣青年赴大陸就業，兩
岸融合發展的勢頭不可阻擋。

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的退
休教授張克晉則認為， 「少子
化」 這是台島當局的無能無恥的
藉口，也是台灣教育制度的悲
歌。由於台灣在陳水扁時期盲目
擴建大學，造成大學資源嚴重過
剩，導致學生取得學位容易，學
校教學效果不彰，整體素質都大
幅度下降。實際上，整個社會就
根本無需這麼多科系學生，這完

全是台灣當局教育政策的荒誕錯誤所
致，蔡英文 「執政」 期間，更是敗壞
台灣的教育，這些次等高校也是受害
者。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

▲今年5月，國民黨與民眾黨民意代表聯合舉
行記者會，批評民進黨當局的教育政策缺
失。 資料圖片

專家解讀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譚志賢

台世新大學停招中文系學生惹議
【大公報訊】綜合台媒報道：台灣地區著名

傳播類院校世新大學計劃停招中文系學生。
據報道，近日島內有網友發帖稱，世新大學

中文系大學部將於2025年停招，明年恐成最後一
屆。世新大學10月30日證實，中文系已提出停招
規劃，預計11月與師生舉行說明會溝通，系裏通
過停招案後，還要經過學校行政會議和校務會議
等程序再上報台教育部門，如獲教育部門核定，
將於2025學年停招新生。

據中時新聞網報道，世新大學中文系以往每
年大一新生都有五六十人，但今年僅26人。校方

表示，停招是面對少子化浪潮不得已的應對之
道。

對此，台灣中文學會認為，大學任何科系的
調整變動，都應保障學生受教育權與教師工作權
益，也希望當局能從政策方面着手，解決近幾年
台灣人文學科發展失衡的危機。有台灣網友嘲諷
稱， 「以傳播起家的學校居然要砍掉中文系，屬
實可笑」 ， 「創校者成舍我先生就是中文系畢業
的，結果學校卻要停招中文系」 。也有網友深表
痛心， 「文化沒有了，還有根嗎？」 還有人質
疑， 「配合民進黨 『去中』 政策？」

海峽兩岸暨港澳航拍大賽深圳舉行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10月31

日，2023第六屆海峽兩岸暨港澳無人機航拍創作
大賽頒獎典禮在深圳舉行。

大賽以 「啟航」 為主題，共有來自海峽兩岸暨
港澳近500部作品參賽，激發海峽兩岸暨港澳航拍
愛好者的創意靈感，促進兩岸青年廣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中共中央台辦宣傳局副局長、國
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支持兩岸交流，希望
通過活動增進兩岸同胞的了解，促進兩岸同胞的合
作，維護和增進兩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台灣地區參賽選手陳浩群和團隊此次參賽作
品名為《帶你去遠方》，大部分的拍攝內容在廣
東，以一個真實的故事為原型，講述了一名台灣
醫生和他的內地患者之間的故事，醫生通過無人
機拍攝台灣各地的風景，幫助大陸同胞實現暢遊
台灣的夢想。

香港知名導演李力持談及香港參賽選手作品
時表示，香港無人機作品的一大特點是航拍維多
利亞港，相對於內地而言題材方面可以再豐富一
點。 「要有競爭，技術才會越來越好。」

▲10月31日，第六屆海峽兩岸暨港澳無人機航拍
創作大賽頒獎典禮在深圳舉行。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少子化衝擊 台高校掀停辦潮
大學博士轉做小學代課 專家：兩岸教育合作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