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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遊學團下月首發

返學「紙」缺一 姊弟被拆散
■跨境學童增至逾萬，惟因邊境通道流量超負荷，禁區紙反而收緊，年幼學童的安全問題添隱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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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跨境學童與日俱增，新學年預計衝破1萬人大關。當局

以交通流量飽和為理由，進一步收緊發放新學年羅湖道及落馬洲支線學童禁區通行證（俗

稱禁區紙），小四甚至部分小三生被剔除。有北區小學校長稱，有關做法令年幼學童被迫

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跨境上學，其校內約三分一學童受影響，擔心觸發家長反彈甚至大

規模抗議。有跨境學童家長更直言安排「無稽」，最壞打算是安排子女退

學，索性返回內地讀書。

現時經羅湖禁區及落馬洲管制站的跨境童，均須領
取禁區紙，警方數字顯示，2010/11學年分別簽發出
2,334張及3,033張禁區紙予學童使用上述兩管制站來
港上學，本學年申請仍在處理中，未能提供數字。

影響鳳溪三分一學童
鳳溪第一小學約有300名跨境學生，該校校長廖子

良指出，5、6月時已接獲通知，將進一步收緊新學年
申請禁區紙，「過往五年級學童才不獲發禁區紙，新
學年當局不但將四年級剔除，部分三年級亦不獲批，
校內約三分一學童受影響」。

廖校長指，月前已向多個部門反映新安排不能接
受，但當局一直未有回覆，至今距離開學只有個多星
期，大批家長已心急如焚，「小三、小四學生如自行
搭火車回校，實在非常危險，有家長覺得子女被強行
剔除禁區紙行列做法『無賴』，不少人已很憤怒，我
亦不敢想像後果；不排除有家長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例如遊行抗議等」。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孔偉成亦表
示，今年學童未獲禁區紙的情況是歷年最嚴重，估計
與幼稚園跨境生大幅增加有關，如禁區紙數量不配
合，初小生勢必大受影響。他認為，當局應考慮其他
配套安排，不應一下子收緊獲發禁區紙資格。

專門承辦跨境校巴的芳記旅運負責人尹金華表示，
去年成功為乘坐兩輛跨境校巴的學生申請禁區紙，但

今年僅一輛獲批，仍有兩批分別讀幼稚園及小學的跨
境學童未有禁區紙乘搭跨境巴，有關學生上學安排未
明，「臨時臨急，學校亦很難找另一輛校巴，一次過
乘載數十名跨境學童，非常頭痛」。

校巴跨境通行亦收緊
一直有跟進跨境學童家長求助的民建聯新界東立法

會議員陳克勤指，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應採取彈性措
施，如統籌學校上課時段，小學設於8時、幼稚園則
在9時等，既可紓緩交通緊張，亦可將學童分流，令
更多有需要學童獲發禁區紙。

教局指流量已超負荷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隨 跨境童數目的增加，羅湖

道及落馬洲支線交匯處的交通流量已超出其負荷。
前者道屬鄉郊道路，亦是羅湖管制站的唯一緊急車
輛通道，後者位於自然保育區內，都需要限制行車
量。基於以上客觀環境及跨境童安全，新學年政府
只能簽發羅湖道學童禁區通行證予幼稚園至小三學
童，而落馬洲支線禁區通行證予幼稚園至小四學
童，簽發的禁區通行證數目與去年比較並無減少。
另外，當局亦已將獲提供「特別配額」的跨境直通
校巴營辦商資料給予學校，協助受影響的學童轉乘
其他交通工具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與內地妻子及兩名女兒
居於深圳的港人羅先生，正為女兒跨境上學而煩惱。他
指出，兩名兒女新學年分別升讀鳳溪第一小學二年級及
四年級，但因禁區紙的問題，兩姊弟料將不能同乘校
巴，慘被「拆散」，小四女兒如何上課及安全問題也仍
要考慮。羅先生批評當局的做法，對如他們般的跨境家
庭極不合理，「難道要辭工接送仔女上學？否則，可能
要安排女兒在內地讀書」。

公屋未獲批 全家居深圳
從事運輸的羅先生指出，因香港租金太貴，加上公屋

申請仍未獲批，一家4口選擇居於深圳，子女則要跨境
上學。對於當局限制禁區紙簽發，他認為非常「無
稽」，「大可小一已經不批禁區紙，讓我早早安排他們
於內地讀書；小學讀至中途才突然不發，難道要小學生
自己上學？我曾經見過有小學生自己跨境上學，過關時
跌跌撞撞，又要自己過馬路，非常危險」！

作最壞打算 返內地讀書
他表示，現階段其女兒申領禁區紙的安排仍未有明確

答覆，最壞打算是安排她在內地讀書。羅先生希望當局
能夠放寬政策，至少該學生在小學階段都獲簽發禁區
紙，直至升上中學才自行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首屆中學文憑試將於明年實
施，不少學生都積極籌劃海外升學，為自己謀後 。今年截至7
月，透過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報讀英國大學的港
生多達4,494人，較去年同期上升18.5%，而昨起一連兩日舉行英
國教育展，不乏明年將參與中學文憑試的中六生到場搜集資
訊，以求「買保險」，有就讀第一組別(Band 1)學校的中六生表
示，班上無論老師及同學均感迷茫，在狂補習及補課「夾擊」
下，仍對文憑試沒有信心，故「為勢所迫」要作多手準備。

赴英升學港生續增
主辦今次展覽的為英國文化協會，首日的英國教育展已吸引

約4,000人次入場，較去年增加33%，英國文化協會教育及社會
總監張愷林指，近年赴英升學港生持續增加，明年末屆高考及
首屆文憑試兩批學生同時畢業，預計人數更會大幅增長，有興
趣的學生應提早申請，以免影響入學機會。據考評局資料，至
少已有83所海外大學訂定文憑試入學要求，當中英國佔34所，
張愷林認為那是一個好開始，她又建議學生選校時設定範圍及
要多元化，「如要選擇5所院校，便不應太過單一，只挑最好的
5所」。

對新學制缺乏信心
昨參與展覽者包括不少明年應考首屆中學文憑試的中六生，

其中於九龍區一中學就讀的王同學直言，對新學制欠信心，故
特意前來了解其他升學出路，希望「多個保障」，「以通識科為
例，我一時獲很高分，一時很低分，很難捉摸標準；雖然已經
於考評局買通識科評分準則參考，但最終如何要考完先知」。他
又指，至今仍有不少海外院校未公布文憑試收生準則，令他對
新制更擔心。

收生標準不夠清晰
港島民生書院中六生林同學則表示，因是首屆文憑試，即使

是本地大學收生標準也未夠清晰，「高考都有分AL(高級程度)同
AS(高補程度)科目，知道計分比例，但新制下沒有講明各科比
例，『3322』是最低要求，肯定不足夠，具體收生成績完全沒
有數據參考」。為備戰文憑試，林同學中英文科均有補習，他形
容是「為勢所迫」，「老師也很迷失，有同學要退修，亦有同學
埋怨選錯科，很混亂⋯⋯」

聖嘉勒女書院中六生林同學也對新高中最為擔心，「分數上
落很大，也不知試題關於甚麼範疇，太新固然不懂，太舊又難
估算，只能多看新聞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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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不讀書將來找
不到好工」，相信不少父母均曾對子女說過這
番說話。一項調查發現，雖然達8成半受訪市
民認同讀大學的重要性，但亦有過半人指現
今大學生比比皆是，大學畢業對找好工作作
用不大。受訪者又覺得，相比起人際關係、
工作態度及家庭背景等，「大學學位」對未
來事業有成的影響力明顯較低。負責調查的
團體認為，不少市民對教育能改善生活漸感
質疑，政府有需要作出回應，提供更多就業
機會及增加向上移的階梯，以改善社會流動
性。

逾8成認同讀大學重要
新青年論壇及大專學生權益連線於7月期

間，利用音頻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537名13
至80歲的市民，了解他們對大學學歷與就業
的看法。調查發現，85.9%人認同讀大學重
要，但亦有6%受訪者稱讀大專是浪費時間及
金錢。

不及人際關係工作態度
而在受訪者眼中，「大學學位」對個人事

業成就雖然仍算重要，但於6個選項中影響力
最低，以1至5分計只有3.12分，較人際關係
(4.04分)、工作態度(3.87分)、進修(3.73分)、運
氣(3.66分)甚至家庭背景(3.38分)都不如。亦有
近半受訪者指，在現今香港機會只是留給

「有錢人」及「富二代」，讀書好的用處不
大。

新青年論壇分析，調查反映受訪者覺得大
學畢業生亦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就業前景不
見得一帆風順，反而良好人際關係於職場的
幫助更大；而近半受訪者更質疑教育幫助脫
貧的作用，認為「有錢人」已佔據社會上的
機會，政府更應增強社會流動性，為各階層
人士提供發展空間。

逾半人感大學文憑無助求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關愛
基金資助清貧學童參與境外學習計
劃，首個受惠的遊學團將於下月10日
出發，屯門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主修
旅遊科的27名中四及中六學生獲3,000
元全額資助，將赴廈門遊學交流4天，
團費已包括燃油附加費、保險費及小
費等，學生毋須自掏腰包補貼費用。
有旅行社表示，已收到30多間學校查
詢關愛遊學團資料，今年暑假整體遊
學團客量增長80%，受基金資助刺
激，料全年增長2倍。

暑假遊學團客量增80％
承辦「首發」關愛遊學團的康泰旅

行社副總經理陳建鵬表示，今年暑假
該旅行社的遊學團客量已按年增長
80%，逾40團出發，預料全年遊學團
客量將達2倍增長，相信與新高中課程
引入通識及專題研習，刺激遊學團需
求有關。他表示，近一個月收到約30
宗有關關愛遊學團的查詢，除了廈門

「首發團」，亦有學校落實將於10月及
11月舉辦遊學團到訪台灣及泰國，上
海及南京等內地城市也是學校查詢的
熱門目的地。

應學校要求度身訂行程
陳建鵬指出，旅行社會因應學校要求

安排行程，以赴廈門遊學團為例，行程
主要讓主修旅遊科學生團員了解旅行團
的營運模式，以及體驗領隊和導遊的工
作。旅行團特地在出發前安排課堂講解

旅行社架構；旅程中亦會安排學生輪流
於旅遊巴上向同學介紹景點，讓他們一
嘗當導遊的滋味。此外，其中一個景點
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田螺坑土樓群，
相信可擴闊學生的眼界。遊學團完結
後，學生需撰寫報告及匯報，與其他
同學分享及討論。

關愛基金資助學童參與遊學團，政
府預料有24萬名清貧學生受惠，陳建
鵬表示，計劃將持續3年，目前只是剛
起步，加上校外學習於新課程中的通
識科佔重要比重，相信未來3年舉辦關
愛遊學團的學校會愈來愈多。

淡季出發團費低於3000
康泰旅行社遊學中心主任方冰琪表

示，過往以直資學校查詢遊學團為
主，但關愛基金公布資助計劃後，津
貼學校的查詢激增。她指出，學校多
數希望遊學團團費少於3,000元，為降
低成本，旅行社會建議學校於淡季出
發、行程多安排免費入場的景點，以
及向不同單位，如航空公司、國家旅
遊局申請資助等。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副校長陳吳美
嬋表示，主修旅遊科的學生可透過遊
學團體現書本上的知識，亦讓學生有
機會接觸旅遊業在職人士，加深對行
業認識。參加首發關愛遊學團的鄭寶
思表示，由於家境清貧，未能負擔遊
學團費用，如今可獲關愛基金的資助
參加，感十分高興，會好好珍惜今次
機會。

■羅太的大女兒將升讀小四，將不獲發禁區紙，或被
迫與乘校巴的弟弟分開返學，已作好退學的最壞打
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英國文化協
會昨日一連兩
日舉辦英國教
育展，首日入
場人數達4千
人，比去年同
期升33％，包
括不少明年參
與首屆文憑試
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參加遊學團的鄭寶思(右二)表示，會好好珍惜是次外遊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康泰旅行社副總經理陳建鵬表示，近月已收到約30間學
校關於關愛基金遊學團的查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新青年調查發現，5成4受訪者認為大學畢
業對找工作沒太大幫助。 受訪者提供圖片

禁區紙簽發收緊
小三生「自行」跨境
家長斥無稽 或安排子女退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