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月公布，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李慧㠒一行昨日與陳維安、教育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鄧發源等多名教育局代表會面，提出對教育範疇
的意見。李慧㠒表示，去年亦曾向政府反映，希望增
加對幼童特殊學習需要的資源，但事隔一年，當局對
於學前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仍然不足。她表示，現時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童，需花很長時間輪候治療，亦
欠缺專業支援，「如不及早介入，擔心會影響幼兒日
後的學習進度」。她引述局方代表在會上指，過去一年

已提供教學資源配套等支援措施，會再研究各方意見。

專家倡每校設特教協調員
昨日一同參與會面的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

基礎教育部高級講師李麗梅指，現時不少主流幼稚
園，照顧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時均感困難，「3、4歲
的學童已經會出現學習差異，包括手眼不協調、情緒
差異等，需要專業人士適時介入，但往往因為資源不
足，而未能提供足夠支援」。
她認為，當局應考慮為幼稚園設立有關特殊學習需

要的專業團隊，包括提供語言治療師、幼兒教育專

家、以及教育心理學家等。她亦建議政府增撥資源，
於每校設立一名特殊教育協調員，加強對幼童作初步
評估及支援，以便日後升小後，可繼續對個案作出跟
進。另一位出席會議的浸大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
教育部高級講師巢立仁認為，除了加強對幼童的支援
外，更重要是加強家長及公眾增加對「學習差異」的
認識，以正面的態度協助幼師。
長遠而言，民建聯建議，當局應資助學前教育機構

設置全職處理特殊學習需要的專責人員，而針對教師
支援，則要提供特殊教育的培訓，建立本地教學策略
及評估工具等。

美國科學家最近培育出一種帶有抗愛滋
病毒基因的貓（見圖），在紫外線照射下，
貓的身體會發出綠光。科學家希望藉此探
索治癒這種人類世紀絕症的方法。
這項由世界著名醫療機構美國馬約診所

主導的研究，主要探索有助阻止獼猴感染
愛滋病毒的天然蛋白質，是否亦在貓身上
起作用。

加快研製相關疫苗
為改變家貓的基因，科學家為其注入了

兩種不同但彼此作用相關的基因。一種有
助抗擊愛滋病毒，另一種則來自螢光水
母，後者有助跟蹤顯示體內蛋白質的位
置，兩者配合起來，使得貓在紫外線的照
射下身體發出綠光，科學家藉此判斷貓體
內的蛋白質是否在生長，以及技術運行是
否良好。
研究人員表示，該研究成果有助加快研

製抗愛滋疫苗及治療方法，容易患有愛滋
病的貓亦可減少得病機會。未來人們購買
能抗擊多種病毒的家貓，可以省去不少給
貓注射疫苗的時間和昂貴開支。

■《每日郵報》/《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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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歲半童啜牛乳頭飲奶
柬埔寨一名蹣跚學步的一歲半男孩，由

於母親離家謀生，無法再餵母乳，他看見
小牛吸吮母牛的奶水，便有樣學樣，每天
直接咬㠥母牛乳頭啜飲牛奶（見圖）。
這名男孩名叫索法，目前由祖父獨自照

顧，7月一場風暴吹毀家園後，索法的母親
遠赴泰國工作。其祖父透露，索法原先由

其母餵人奶，母親離開後，索法便開始生
病。
不久後，索法開始吸㠥母牛的乳頭啜

奶，祖父試圖阻止他，但索法大哭大叫，
祖父只好讓孫兒繼續下去。目前索法只准
每天吸奶一次，其祖父表示孫兒身體健康
強壯，亦無出現腹瀉。 ■《每日郵報》

現場是貝德福德郡的萊頓巴澤德，警方
接獲成功逃走的奴工通報，採取數月

的臥底行動。到前日，200名持槍警員突擊
搜查該處，揭發令人髮指的罪行。24名苦工
包括17名英國人、2名羅馬尼亞人、3名波蘭
人和2名俄羅斯人，警方拘捕了4男1女，相
信事件背後由一群愛爾蘭旅客操縱。

剃光頭搶財物
警方表示，歹徒從施捨食物給窮人的設

施、申請福利的辦公室等地方「物色」目
標，將他們變成奴隸。歹徒對他們說，會提
供80英鎊（約989港元）日薪，並提供住
宿。其中1名事主坐在橋邊，企圖自殺，歹
徒將他「拯救」，並說會為他帶來更美好未
來。
但事主卻發覺自己到了「集中營」，頭髮

被剃光，所有財物被搶去，慘成奴隸。他們
每天早上5時便由貨車運到不同地方，從事

各種勞動工作，包括鋪路、鋪地板以至鋪瀝
青，有時還要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包括挪
威和瑞典等）工作，但是全無薪金。歹徒又
只給予事主極微量的食物，人人骨瘦如柴，
被救出時需接受療程，不能一下子進食太多
食物。

無食水洗手間
不但如此，事主還要在環境極惡劣的狗

舍、活動房屋、運馬貨車居住，沒有食水和
洗手間，警方形容現場「極污穢和擠迫」。
如果事主嘗試逃走，便會被歹徒毆打。有人
已被囚禁達15年，警方稱，事主可能有毒癮
或酗酒問題，因此成為被操控對象。現場還
發現槍械和毒品。
英國去年通過法例，嚴打剝削勞工罪行，

一經定罪可被判囚14年。警方指，被捕人士
可能面對7年監禁。

■《每日郵報》/英國《太陽報》

美國大熱卡通《海綿
寶寶》（見圖）深受兒
童歡迎，但最近有研究
發現，這類畫面快速轉
變的卡通，會損害幼童
專注力、邏輯思維，以
至短暫記憶。

心理學家在實驗中找來60名4歲幼童，分為3組。第1
組觀看《海綿寶寶》9分鐘，當中畫面平均每11秒轉變
一次；第2組觀看教育卡通，看相同時間，畫面每34秒
轉變一次；第3組則在繪畫。
幼童其後接受一連串測驗。首先是砌邏輯性的積

木；接㠥根據指示以手觸摸鼻子和頭部；然後展示兩
碟糖果，測試他們抵受誘惑的能力；最後要把一批數
字倒轉次序讀出來。結果，《海綿寶寶》組的表現比
教育卡通組顯著地差，而後者又比繪畫組差。研究結
果昨刊於《兒科》期刊。 ■《每日郵報》

《海綿寶寶》損幼童專注力

意大利檢
察官日前起
訴一名42歲
男子，他涉
嫌與女友及
另一名女子
玩 性 虐 遊
戲，導致其
女友窒息死亡。當局起初以謀殺罪
拘留該疑犯，其後相信兩名當事人
事前同意進行性遊戲。

繩綁吊離地面2米
經調查發現，疑犯穆萊（左圖）

與女友卡普托及另一名女友人在當
地一間酒吧嗑藥飲酒後，卡普托建

議到羅馬郊外一個停車
場 玩 性 虐 遊 戲 （ 右

圖）。兩名女子當時均有
穿衣，穆萊用同一根繩
子綑綁兩女，吊於離地2
米處。不久後女友人暈
倒，卡普托則窒息。
事故發生後，穆萊立

即剪斷繩子將卡普托放下，但她已
回天乏術。23的女友人送院搶救後未
有生命危險，但情況嚴重。穆萊向
警方表示，女友和友人都是自願參
與遊戲，「沒有誰強迫誰」。綽號
Kinbaku的穆萊因施行綑綁性虐行為
而在網上知名，他同時亦是某性虐
聯盟的成員之一。 ■法新社

意漢喪玩性虐 兩女1死1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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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倡設語療師助特殊童
李慧㠒晤教局高官 盼增強幼園學習差異評估

最長勞役15年 獲救時滿身狗糞

英24人被誘做奴住狗屋
英國發生聳人聽聞的現

代畜奴事件，警方接到線

報，在中部貝德福德郡突

擊搜查一個吉卜賽人聚居

地點，救出24名「奴隸」。

警方指該24人被逼迫充當

無薪苦工，在惡劣不堪的

環境居住，包括狗屋、運

馬貨車等，恍如納粹集中

營，部分人更滿身狗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現時家長

如懷疑幼童有特殊學習需要，可透過衛生署

兒童發展監察計劃，接受評估及跟進治療，

不過有關程序一直被批評所需時間冗長，可

能延誤跟進個案的黃金時間。民建聯昨日與

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及多位教育局官員會

面，提出多個建議，包括促請當局考慮於幼

稚園設立包括語言治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的

專業團隊；以及於每所幼稚園增設一名特殊

教育協調員，加強對幼童的學

習差異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

幼稚園老師可能會令你勾起唱兒
歌、寫生字等童年回憶，但對於中
文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潘偉賢而言卻
不僅於此。年幼時痛失至親的她曾
經歷家庭巨變，幼稚園老師成為了
她的「心靈良伴」，與老師一同在家
中「打邊爐」、收拾書桌等點滴的關
懷，啟發她要成為一位良師。時至
今日，執教鞭廿多載的她，與學生
亦師亦友，其教學熱誠更令她成為
首屆「教資會傑出教學獎」的得獎
者。

畢業後回母校中大任教
於「我的志願」寫上要成為教

師，可能同樣是不少人的兒時目
標。小學時已立志成老師的潘偉
賢，對自己的幼稚園老師印象特別
深刻，當年她母親離世，老師曾不
時到她家中家訪，令她感受到關懷
備至，而她與老師至今仍保持聯
絡。有關經驗亦啟發她，除協助學
生解決學習疑難，亦應身兼輔導
員，不時與學生交談。
潘教授自小對統計學感興趣，她

的哥哥及弟弟同樣是數學科的教
授，可說是一門三傑。畢業於中文
大學的她20多年前開始回母校任
教，她認為隨㠥社會趨多元化，教
學上也應多作配合，所以她需要花
大量時間備課，「現時每日大約只
能休息5小時，雖然身體上可能會疲

倦，但很開心，不覺得辛苦」。
為令學生更投入課堂，她獨創了一種「評估教

學法」，學生需為自己及同儕的表現評分，如自
評分數與同儕的評分接近，便反映學生了解自
己。有份負責中大理學院4年制課程設計的她又
透露，學院明年將新設「地球系統科學」及「數
學精進課程」，以加強學生知識層面。

■潘偉賢獲教資會傑出教學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警方拘捕其中一名疑犯。 網上圖片 ■警方在萊頓巴澤德一處大宅搜證。網上圖片 ■24名苦工曾居住的狗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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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香港實施「營養標籤」
至今逾1年，市民對營養標籤的認識仍然匱乏。有婦
女團體調查發現，近半受訪者不會參考營養標籤作出
選購決定，原因是「資料複雜，看不明白」、「標籤
過小，看不清楚」及「不懂得使用」等，更有進口食
品出現「1件產品，5個不同地區標籤」的情況，部分
標籤更只有英語，消費者難以理解，團體建議政府統
一規管標籤的應用，並加強公眾教育。
香港婦聯上月8日至16日對311名女性進行問卷調

查，當中50%為全職家庭主婦。調查顯示，有71%受
訪者購買食物前會查看營養標籤，當中只有49%受訪
者因應標籤資料左右購買決定，但僅11%受訪者能正
確指出營養標籤「7+1」所涵括的項目。35%受訪者
表示「資料複雜，看不明白」，而「標籤過小，看不
清楚」及「不懂得使用」則佔31%及22%。

1件進口食品 5個地區標籤
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表示，市面上有不少商品的營

養標籤字體過小，顏色及位置沒有劃一規定，未能顧
及視力較弱的長者；另外，亦有進口食品出現多於1
個，甚至有5個不同地區標準的營養標籤，容易令消
費者混淆，部分進口食品更只有英文版標籤，普羅市
民難以理解。她續說，現時食用分量的顯示方式由生
產商自行製訂，部分會以100克為標準，部分自訂份
量標準，消費者難以計算所攝取的分量。
歐陽寶珍建議，政府統一規管營養標籤的顯示方

式，包括字體大小、顏色、位置及食用分量，並提供
中、英文說明，又認為政府應在大型超級市場張貼海
報，並與地區團體及學校合作，舉行公眾教育活動，
以淺顯生動的手法，增加市民對有關制度的認識。

■李慧㠒(右)表示現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童，需花
很長時間輪候治療，亦欠缺專業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李麗梅(中)建議當局設立專業團隊，包括在幼稚園
提供語言治療師、幼兒教育專家、以及教育心理學
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婦團調查指有食品出
現「1件產品，5個不同
地區標籤」的情況，部
分標籤更只有英語。小
圖顯示標籤比2元硬幣更
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雅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