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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翁與獨子團聚在望 盼縮短申請時間

「超齡子女」居港 心急人赴穗辦證

醫護倡限收產婦 每年8.8萬

白韞六見證擔挑過羅湖通e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敖敏輝、顧一丹）香港居民

在內地的「超齡子女」赴港定居新政策，昨日起正式實施。

有港人專程到廣州為子女辦理申請手續，期盼早日能夠一家

團聚，免受親人分隔兩地之苦。廣東省公安廳宣布由昨日

起，各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開始受理審批香港居民在

內地「超齡子女」前往香港定居與父母團聚申

請。

新政策下，「超齡子女」的親生父或母必
須於2001年11月1日以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證，而子女當時未滿14歲。在新政策下，公
安機關會按申請人父或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的時間先後順序分階段受理申請，父或母於
1979年12月31日或以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證，他們「超齡子女」將成為首批接受申請
人士。

為與父團聚 準備港捱苦
年逾70歲的港人謝先生，其「超齡」兒子

長期在廣州無人照顧，知悉新政策出台後感
興奮，將會申請兒子赴港定居。他稱，期盼
多年終可與家人團聚，希望新政策能縮短申
請時間，不必讓他們像過去一樣等上幾年，
甚至十多年，才能實現一家團聚的美夢。他
憶述：「過去的日子真的很艱難，兒子一直
非常孝順，他長期這樣兩地奔波我們都十分
心疼。」

謝先生的兒子表示，即使赴港後的工作及
居住等條件艱苦，都可以承受。他表示，能
與父親團聚，即使是赴港後做勞力工作，睡
地板都可以接受。

內地公布有關政策後使不少這些「超齡子
女」歡呼雀躍，但因不少市民不太熟悉新政
策的規定，而不同個案情況有別，不少人近
日致電廣東出入境部門了解計劃詳情。

現年20歲的王先生表示，其父親已於1970
年赴港定居，現已離世，母親已於2003年改
嫁赴港定居並取得身份證。因他是非婚生
子，其姐姐早年通過檢驗基因已於2005年赴
港定居，未知自己現時可否檢驗基因來港。
隨㠥「超齡子女」政策出台，申請人屬於非
婚生子女，須在公安籍貫出入境管理部門指
定醫院進行親子鑒定。

協助新來港者 推就業培訓
為協助「超齡子女」適應香港生活，勞工

及福利局曾表示，有需要時會增加再培訓局
的學額，並將部分學額撥予「超齡子女」；
另外，專門協助新來港人士的新家園協會與
建造業議會於上月14日起，合作推出就業計
劃，針對新來港的「超齡子女」提供有津貼
的就業訓練，包括水泥、扎鐵等工種的短期
培訓，並提供最多每月5,000元的培訓津
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風水命理並非精密科學，不少
人認為信則有，不信則無。不過，城市大學兩位建築學學者指，
風水亦可以透過邏輯學、反覆驗證等科學方法，測試風水說法是
否客觀以及具預測能力，他們以一年時間，初步歸納出部分大型
商場及建築物亦擁有「飛星布局」或「玉帶環腰」等風水架構，
又提出一些用以驗證的科學方法，有關成果已結集成新書，希望
將風水學提升至學術層面。

城大出新書 解鄉村擁「玉帶環腰」
城市大學出版社昨舉行名為《Scientific Feng Shui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的新書發布會，邀得2位作者城大建築系兼職講師
麥敏銳，及城大專業進修學院設施管理文憑課程主任兼亞洲建築
環境學書院院長蘇廷弼分享。麥敏銳指，不少人都希望以風水預
知運程及趨吉避凶，但現時仍欠缺研究證明各風水說法，希望能
透過具科學根據方法，進一步證明哪些風水學說是可靠及具預測
能力，是次書本便載列了多個相關研究方法及個案。

本港大型商場「圓方」為該書提及的建築個案之一，麥敏銳分
析指，「圓方」的方向設計與風水中的「飛星布局」吻合，如能
作更長時間研究，便可以此例子分析「飛星布局」的科學根據及
可信程度。蘇廷弼則指，香港部分鄉村擁用「玉帶環腰」格局，
即處於河流的河套部分，而按地理分析有關環境的確有助該鄉村
發展，這些都從科學的角度看風水的例子。

科學論建築風水
破圓方「飛星布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雖然整體升小一人數開始回升，
但在2011/12新學年，全港仍有2所資助小學因收生不足16人的開
班線，面臨「殺校」危機。教育局表示，昨已收到有關小學就未
來發展方案的回覆，其中1所提出今年9月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
另一所則稱仍有考慮各項方案，稍後才提交申請。

青衣商會小學及元朗寶覺分校今年小一收生未達16人開辦線，
他們須向教育局提交「救校」方案，選項包括明年再參加小一派
位、特別視學、與他校合併、轉直資或私辦小一等，以爭取繼續
營運，避免殺校。

收生不足小學 申辦私營小一

青衣長宏㢏宏文樓對出
空地一直為該區居民散步
休憩及來往寮肚路公園的
必經之處，但領匯管理有
限公司卻在該處設置3個
貨車停車位，威脅居民安
全。一直反對該做法的葵
青區議會議員潘志成，與
區內各座互助委員會發起
簽名行動及集會抗議，並
發動約100人包圍房署及
遞信，反映居民不滿，並
要求領匯及房署正視問
題。

反對設貨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服務入境處33年的前處長白韞
六，1978年加入部門，見證香港每個入境政策的時代變遷。
他由入職初期，駐守未有空調、電腦，也沒有「e道」的羅湖
管制站，到籌建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之後研發智能身份證、
電子護照、「e道」，直至引入「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和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為香港吸引大量人才增加競爭力⋯⋯親
歷入境處多個重要發展里程碑，及至上月24日最後一次主持
結業會操，踏上檢閱台，為白韞六的公務員生涯劃上圓滿句
號。他寄語同事要熱愛工作，享受過程中帶來的樂趣。

難忘春節早開關㠨會議室
今年是入境處成立50周年，以近數十年的發展最迅速，

1978年加入入境處的白韞六親歷多個重要階段。他表示，入
職第一年駐守羅湖管制站，「改革開放後內地出入境人數增
多，羅湖十分繁忙。那時候的人慣用擔挑，前面一籮、後面
一籮，他們一轉身，擔挑便很容易打在入境櫃㟜的同事身
上」。

白韞六回憶當時的艱苦日子，農曆新年期間羅湖需提早開
關，「我凌晨2、3時便要起床，早餐還未吃便要開工。有時
收工晚，便索性在會議室睡，節省交通時間」。雖然環境艱
難，但他形容那段經歷是理想的磨煉機會。

跟進建灣仔大樓樂趣多
多年來，白韞六曾負責不同任務，其中籌建1990年落成的

灣仔入境事務大樓所得的經驗，更屬意料之外。他說：「施
工時經常要到地盤視察，往往要由地下步行上25樓，逐層巡
視，由彈線、設計間格，以至插蘇位置都要跟進，從未想過
加入入境處要負責這些工作，而且為時數年，現在回想起
來，卻也充滿樂趣！」

最滿足推投資優才計劃
論滿足感，2003年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和「輸入

內地人才計劃」是白韞六的「代表作」，前者吸引的投資額，
近3年每年倍增；後者每年也保持約6,000人成功申請來港。另
外，入境處引入智能身份證、電子護照、「e道」等，不斷利
用科技改善服務，令港人引以為榮，「現時共有375條『e道』
在各口岸，經過多年測試，未有失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香港公立醫院婦產科
醫護人員早前聯署要求港府限制內地孕婦來港分娩，

「香港產科服務關注組」昨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
會面，建議由2012年起的2、3年內，將全港公私營醫院
接收的婦產科名額，定為最多8.8萬個（包括本地及內
地孕婦），維持去年水平，關注組引述周一嶽指，政府
同意有關建議，具體做法有待政府與私營醫院商討。

關注組稱周一嶽同意建議
由8間公院婦產科醫護人員組成的「香港產科服務關

注組」昨午跟周一嶽會面。關注組召集人兼威爾斯親
王醫院婦產科顧問醫生梁德楊會後表示，去年全港有
8.8萬名嬰兒出生，其中私院佔4.5萬名，數字首次超越
公立醫院。關注組建議，將公私營醫院的全年接收婦
產名額維持於去年水平，「底線是不可高於2010年。」

梁德楊稱周一嶽同意建議，希望由政府跟私院商討。

私家醫院下周一晤周洽商
梁德楊說，公立醫院婦產科人手不足，不限制婦產

科收症名額，長遠只會影響服務質素及培訓，「好像
中了輻射，要數年才能翻身。」關注組成員兼威院婦
產科主管張德康昨表示，全港私營醫院婦產科服務每
年平均增加4,000宗，「平均每間增長數百宗」，相信
私院樂意合作。香港私家醫院聯會會長劉國霖昨表
示，未與業界開會商討，暫時未能回應，業界將於下
周一（4日）跟周一嶽會面。

周一嶽昨表示，關注近年內地母親在港產子的上升
趨勢，為本地產科服務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甚至
兒科服務帶來壓力，醫局會確保本地孕婦較非本地孕
婦優先獲得產科服務，當公院服務量達至上限，醫局

將停止非本地孕婦的預約登記，呼籲私營醫療界別為
非本地孕婦提供服務時，須考慮產科服務容量。周希
望在相關界別合作，制訂多管齊下方案，解決問題。

■麥敏銳（右）
指不少人相信風
水命理，但現時
欠缺相關研究證
明有關說法，希
望透過一些具科
學根據的研究方
法，辨證哪些風
水學說是可靠及
具預測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攝

■港人內地
「超齡子女」
赴港定居新
政策昨起實
施。有港人
專程赴穗為
子女辦理申
請手續，期
盼 早 日 團
聚。

資料圖片

■產科服務關注組建議由2012年起，每年限收8.8萬
個產婦。圖為周一嶽與婦產科醫生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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