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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護士課程 兩年學費16萬

首本香港甲蟲圖鑑面世

香港公園雖免費 62%貧童未去過
交通費貴難遊玩 缺學習資源損競爭力

小販憂膠袋徵費難計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低收入家

庭的子女或因貧窮局限視野。香港新來港人

士服務基金的調查顯示，62%受訪清貧學生

從未踏足毋須門票的香港公園，52%人稱未

曾去迪士尼樂園，34%人希望可配置電腦。

基金指出，貧窮學生缺乏學習資源，長遠會

影響個人競爭力，促請本港社會各界關注貧

窮學生問題，並呼籲市民捐出政府快將派發

的6,000元，協助有需要人士，

改善生活質素。

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及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委
託香港研究協會，在上月以問卷訪問893名低收入家庭
的中、小學生，了解清貧學生的生活狀況。結果顯示
清貧學生的生活質素欠佳，52%受訪者不能保證每天
喝到牛奶，63%人稱因家庭經濟困難無法保證過節能
嚐到應節食品。另外，52%受訪者未曾去迪士尼樂
園，55%人未曾去太空館；分別有62%及58%學生稱從
未踏足免費入場的香港公園及山頂。

貧家無電腦 書簿負擔重
近年學校大力推行網上學習，惟電腦對貧窮學生來

說是「奢侈品」。今次調查中，有34%學生稱希望可配
置電腦，其次是遊覽香港著名景點，佔17%。暑假已
過一半，家長開始為子女的書簿、校服等張羅，近年
教科書不斷加價，貧家更百上加斤。調查顯示，21%

學生希望政府提供書簿費資助，16%學生希望獲得學
費資助，12%學生希望能獲得學習及課外活動資助。

低薪工時長 無暇顧子女
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執委會主席吳日章昨表

示，調查反映清貧學生的學習資源不足，影響學習，
長遠或影響個人競爭力。吳日章認為，清貧學生的生
活基本需求往往受家庭收入所限制，「父母工作時間
長，而且交通費太貴，不能帶子女去遊玩，（學生）
無法接觸生活社區以外的環境。」他促請社會各界關
注本港貧窮學生問題，並呼籲市民捐出政府快將派發

的6,000元，協助貧窮人士。

援助計劃多 貧家常錯過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邱浩波表示，香港不

時推出各類型的援助學童計劃，惟清貧家庭的家長為
口奔馳，未必知悉有關計劃，又或未能抽空申請，因
而錯過獲援助的機會。
邱浩波建議，政府全面檢討現時的兒童支援服務，

並整合及統籌各類型的援助計劃，透過不同媒體宣傳
推廣，提供一個平台，方便家長掌握相關資訊及作出
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膠袋徵費計劃
正進行第2階段諮詢，環保團體綠領行動昨日邀
請食肆、麵包店、報業和藥房代表出席論壇討論
計劃，業界大致支持膠袋徵費，但有餐廳股東指
出，經常要快速處理外賣，難以準確地逐一記錄
膠袋數目，又擔心如實施徵費，會有食肆取巧不
徵費，力爭生意。

近七成僱主擬聘人
逾半嫌畢業生要求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 本港經濟持續強

勁，工資增長理想，惟畢業生對薪金的「叫價」
過高嚇怕僱主。有求職網站的調查發現，68%受
訪僱主計劃未來3個月招聘人手，另有53%受訪
僱主指應屆畢業生要求的待遇過高。調查機構指
出，今年畢業生薪酬增幅4.2%，他們畢竟缺乏工
作經驗，若薪金要求高於市場水平，僱主未必願
意支付，建議畢業生可透過做義工、暑期工或實
習，逐步累積工作經驗。
47%受訪僱主表示會聘請銷售員工；應屆畢業

生薪酬增幅平均達4.2%，擁有學位或以上學歷的
畢業生，平均月薪為10,860元；53%僱主表示應
屆畢業生要求的待遇過高；僱主對畢業生的工作
表現評分為5.9分(滿分10分)。
JobsDB.com集團董事總經理顧家強表示，由於

市況利好，加上通脹等因素，今年僱主給予畢業
生的薪酬較去年增加4.2%，為新投入就業市場的
畢業生提供較理想待遇，但畢業生畢竟缺乏工作
經驗，若他們要求的薪金待遇高於市場水平，僱
主未必願意支付。他認為，工作經驗是求職者的
「本錢」，建議無工作經驗的畢業生，應積極透過
做義工、暑期工或實習，累積工作經驗。

港鐵上環站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港鐵於上環站

的軌道工程預料能如期完成，該站的列車服務今
日清晨重開。港鐵表示，西港島線新軌道已完成
安裝，重置信號系統工作亦接近尾聲，將會安排
列車在新軌道試行，若其餘工序順利，上環站將
於今晨5時55分如期重開，港島線恢復全線服
務。港鐵呼籲市民出門前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廣播
最新情況。
為配合西港島線鐵路接駁工程，上環站由上周

五晚11時半起至今日清晨暫停服務，合共封站54
小時。期間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上環及金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香港首本本土甲蟲圖
鑑面世了。該書記載264種本地土生甲蟲，包括45種全
球首次在香港發現的甲蟲、36種屬於香港新紀錄的甲
蟲，以及一種香港獨有的甲蟲—香港角毛瓢蟲。出版
該圖鑑的香港昆蟲學會指出，希望透過圖鑑讓香港年
輕一代了解本土野生昆蟲之餘，也為未來大型工程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提供生態資料。
《香港甲蟲圖鑑》由香港昆蟲學會兩名成員花5年時

間調查香港甲蟲資料，實地考察超過600次，涉足香港

大部分可到達的郊野，拍攝逾3萬張野生甲蟲照片再從
中挑選最佳作品，收錄於3冊甲蟲圖鑑中。日前出版第
1冊，收錄逾850幅甲蟲生態圖片，其餘兩冊將於2、3
年內陸續出版。作者之一、香港昆蟲學會會長饒戈表
示，甲蟲是香港昆蟲中最大的類別，卻一直沒人為它
們出版圖鑑。他希望透過本書，向市民介紹香港除了
蝴蝶及蜻蜓外，昆蟲也是值得欣賞及保育的生物，
「年輕人只認識獨角仙、鍬形蟲等寵物甲蟲，卻不知道
本土有很多值得欣賞的甲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本港護士人手短缺，除了
公、私營醫院鬧護士荒，安老服務界別對護士人才同樣
「渴市」。去年初成立的自資院校東華學院，即將開辦兩
年制護理高級文憑課程，學費索價16萬元，以安老服
務、中西結合護理知識作招徠。有安老院集團高層坦
言，自政府關閉護士學校，相關人手短缺問題逐漸浮
現，安老界別亦不能倖免，相信護士專才在未來8至10年
「很難失業」。

評審順利 10月中開課
東華學院校長汪國城日前與傳媒茶敘時透露，原本預

計明年1月開課的護理高級文憑課程，由於評審過程順
利，可提前於今年10月中開課。課程首年提供200學額，
主要招收中七生、並預留最多2成學額予成年人學生，

全期學費約16萬元，課程包括1,600小時實習，順利畢業
者可成為登記護士。
據了解，學員將在位於紅磡的研習中心進行導修及實

習，校方共投資3至4百萬元添置儀器，包括能模擬人體
呼吸、心跳、脈搏等反應的「模擬病人」，配合護理課
程的學習需要，當中百餘萬元由校方出資，其餘則來自
捐助。汪國城透露，學院成功從各大學「挖角」，力邀8
位具豐富臨床經驗的教研人員組班，其中4人來自汪國
城曾經服務的理工大學。

學院安老集團合作實習
另外，學院亦與安老集團展開「企業合作計劃」，學

員可到安老院實習。汪續指，政府近年致力提升安老服
務質素，但欠缺專業支持、成效不彰。東華協作對象之
一的中國安老集團，執行董事陳志育引述社聯數字指，
現時安老界需要約1千名護士，慨嘆人才難求。另一協
作機構曉光護老服務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謝偉鴻補充指，
現時行內依賴退休護士支援人力，較難招攬新血入行。

取錄要求等同高級文憑
護士行業現出現高需求、高待遇的勢頭，但汪國城強

調，學院旨在取錄有熱誠的學生，「我本身也是學老人
護理的，明白無熱誠、愛心，很難堅持。」課程取錄要
求與一般高級文憑課程相同，為1科高級程度科目（AL）
或2科高級補充程度（AS）合格；至於成年人學生則須
年滿21歲，具備與老人服務相關的工作經驗。東華學院
由今日起至19日舉行課程諮商日，備有即場報名及面試
安排。

嶺南機構倉促遷校 引發退學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位於司徒拔道的嶺

南小學、幼稚園及幼兒園的家長，因不滿辦學團體嶺南
教育機構沒有合理解釋，卻執意於明年1月倉促遷校，
昨日再次發起遊行，要求校方妥善處理遷校事宜，並促
請教育局介入事件。據了解，上述爭議已引發退學潮，
至上星期五已有90多名學生退學。
嶺南教育機構早前指鄰近地皮將展開工程，以及校舍

有僭建物，為保障學生安全，於6月中宣布明年1月遷
校。

關注組要求教育局介入
前嶺南書院發展項目關注組召集人馬寶儀表示，發展

商已表示未有施工時間，校舍也經屋宇署勘察，結構並
無不妥，指責嶺南教育機構執意於短時間內遷校並不合
理，更質疑背後動機或與地產發展有關。
關注組要求辦學團體延遲遷校時間，讓學生於現時的

校舍完成一整學年的學習，並讓家長參與討論遷校事
宜，才正式遷校。關注組同時要求教育局負起監管辦學
團體的責任，介入事件，阻止嶺南教育機構倉促遷校。
200多名家長、學生及舊生昨日無懼酷熱天氣警告，到

皇后像廣場靜坐，並遊行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嶺南

幼稚園幼兒園家教會主席任文慧表示，受搬遷的爭拗影
響，截至上星期五，已有90多名學生退學。

200家長學生靜坐請願
家長莊太太表示，由於學校要搬遷，這個暑假為女兒

轉校的事奔波勞碌，跑了不下10間幼稚園，但由於收生
時間已過，未能覓得合適的學校轉校。她批評嶺南教育
機構的做法，令家長和學生都沒有選擇的餘地。

■200多名家長和學生昨日參加遊行，反對嶺南倉促遷
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東華共投資逾3百萬元添置儀器。圖為能模擬呼吸、
心跳、脈搏等反應的模擬病人。 東華學院圖片

■《香港甲蟲
圖 鑑 》 第 一
冊，記載264
種本地土生的
甲蟲品種。
饒戈提供圖片

■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執委會主席吳日章望各界關注貧窮學生，呼籲市民捐出政府快將派發的6,000元，協助
有需要人士。右為邱浩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