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

引起的「雙非」(父母

均非港人)嬰兒及問

題，如雪球一般越滾

越大！先是醫院孕婦

床位不足，至昨日大

批「雙非」童湧港升

學迫爆北區學校，引

發與本地學童的「學額爭奪

戰」，在在反映了香港急需認真

處理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問題，並

且在長遠人口政策及相關規劃方

面早做綢繆。

需雙管齊下處理
由於「雙非」童需要時間成

長，未來對於教育及各種社會福

利的衝擊，其實有一定的可預期

性，政府更需要及早「雙管齊

下」，既處理源頭的內地孕婦，

同時因應日漸長大的「雙非」童

作即時回應及規劃，嚴防未來可

能出現的負面連鎖效應。

根據統計處數字，2006年出生

的「雙非」嬰兒首次破萬，達

1.6萬人，有關學童今年將適齡

升讀小一，為教育體制帶來沉重

負擔；由於隨後數年「雙非」嬰

兒持續大增，至2010年便倍增至

3.27萬名，有關學童將於2016年

升小，可以預期，香港學校教育特別是北

區的小學學額不足情況未來更是迫在眉

睫。

零碎措施欠成效
面對學童人數急劇增長，港府近年各項

零碎措施卻欠缺成效。除「禁區紙」不足

問題持續，沒有保母車要獨自乘公共交通

工具上下課的初小生勢必越來越多，而今

年首次在派位中心設專員「勸退」「雙非」

家長改選北區以外學校，也甚少人有正面

回應。當局昨終於首次具體表示，希望透

過加建課室和興建學校來解決學額不足問

題，但新建學校最快要2年時間，「遠水難

救近火」也彰顯當局未能有效審視現況，

制定解決問題方案。

事實上，除對制度的衝擊，在「雙非」引

發的「搶資源」的陰霾下，香港及內地居民

已出現互相埋怨甚至敵視的情況，政府若不

作出即時的回應與規劃，從短、中、長期制

定方案，多管齊下解決問題，社會矛盾勢必

進一步加劇，所帶來的連鎖效應實在不能忽

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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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擬建小學紓跨境童需求 家長800萬買樓 博愛女入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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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早熟 18歲分手30次

「雙非」童回流迫爆
北區學額欠3,000
小一派位排長龍 教局勸選他區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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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數以萬計的「雙非」兒童步入求學年齡有意

跨境回流香港上學，為本地教育制度帶來沉重壓力，連接深港邊境的北區更為

重災區，不論幼稚園至小學及中學都幾乎迫爆，估計新學年共欠達3,000個學

額。昨日開始交表的小一統一派位選校，在上水的80校網派位中心清晨起已

有大量家長排隊，當中絕大部分為內地人士。雖然教育局今年首度向跨境童家

長發信及安排專人現場輔導，呼籲其選擇他區小學，但多名家長均直言離家太

遠，不會考慮。而本地家長也對學額被「雙非」童佔據大感無奈，不滿政府未

有優先照顧香港家庭需要。

與丈夫同為深圳人的吳小姐，昨晨7時已
到上水派位中心排隊，兩人從事銷售

行業，月入共約7千元人民幣。約5年前二人
花2萬港元到港誕下女兒，現正在粉嶺的幼
稚園上學，吳小姐稱，香港教育、福利及社
會制度都比內地好，希望女兒長遠留港，
「最好一直讀到香港大學啦！」對於教局
「勸退」跨境家長別選北區學校，她指有關
人員昨曾建議其女兒改到大埔上學，但她明
言無意考慮，因離家太遠。

港家長望盡快截龍
「雙非」童日增，有意見埋怨港童教育資

源被分薄，「雙非」童家長黃太反駁指，
「如果是深圳人來香港讀書就話㝃，但我小
朋友拿香港身份證，理應獲得屬於自己的權
利」。她又希望香港政府為「雙非」童增設
跨境上學交通津貼，紓緩孩子上學開支。
昨晨在派位中心所見，到場交表的家長幾

乎約8成來自內地，身為「少數」的本港家
長王先生便對「雙非」童迫爆區內學校大感
無奈，「現在去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職員都
是(對㠥內地人)說普通話，孩子就讀的幼稚

園，亦有很多內地同學」。他指自己是納稅
人，政府資源理應優先用在本地家庭，也希
望當局能檢討派位機制，不過他亦覺得，香
港政府對此根本「無能為力」，故不存厚
望。另一香港家長陸女士則期望政府盡快
「截龍」，停發出世紙予「雙非」嬰兒，減低
對香港社會的衝擊。

學校積極出招應對
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昨特別到場了解小

一交表情況，他預計，新學年區內中、小學
及幼稚園尚欠3,000個學額，以小學及幼稚園
較嚴重，而未來數字還會繼續上升，問題迫
切。他又指，數年前區議會已有預算學額將
飽和，香港及內地家長亦有反映意見，惟當
局一直未有正視，希望政府能盡快推出措
施，確切回應問題。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陳紹鴻則指，區內

學校已積極「出招」，應對學額不足的問
題，該校今學年便將一特別室改建成普通課
室以加開1班，並減少「叩門位」，將小一收
生上限增至198人，比上學年的165人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跨境童大
增迫爆北區學校，教育局除主動向有關家長
發信，呼籲其改選他區學校以紓緩問題，又
於北區部分學校加建課室外，昨更首度具體
提及，正計劃於北區興建小學，以增加學額
供應。不過教育局亦強調，現時羅湖道及落
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交通流量已日漸
飽和，有關「禁區紙」亦有上限，跨境童家
長應詳細考慮改以其他口岸過境，或選擇大
埔、元朗、屯門等地區的學校。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當局一直密切監察小

一學位的供求，從不同校網間借調學位，或
增加網內學校的小一班級數目，而就跨境童
情況，當局正在北區部分學校加建課室，及
計劃增建小學，以回應學生對學額的需求。

籲選擇大埔元朗屯門校網
發言人又指，跨境上學對兒童成長會帶來

多方面影響，特別是現時學童主要使用的羅
湖及落馬洲支線關口，其交通流量日漸飽
和，供學童於禁區上落乘搭保母車的「禁區
紙」也有簽發上限，呼籲家長在北區80、81
校網的學校外，也可考慮其他過境安排，如
乘搭跨境直通校巴經落馬洲（皇崗）管制站
或深圳灣管制站過境，選擇入讀大埔（84
網）、元朗天水圍（72網）、屯門西（70網）
和屯門東（71網）等地的學校。對「呼籲」
反應欠佳，較局稱不會強迫跨境童家長更改
校網，如希望留在原有校網派位者，可如常
辦理選校手續。
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表示，據知區內

已有地盤計劃建校，但「即使現在馬上興
建新校，最快都要2年才完成」！他指區內
有不少早年已「殺校」的空置校舍，政府
應盡快將校舍活化，吸納學生，以解燃眉
之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除學
額迫爆的北區外，多個傳統名校區的校
網，昨亦有不少家長早早到派位中心選
校。有家長為增加子女入名校機會，不惜
斥資800萬元於界限街北置業，以躋身名校
林立的九龍城41校網；亦有家長做好「兩
手準備」，早前已報讀了8所直資及私立小
學，更已獲其中4間初步取錄，作為孩子未
能派入心儀校時最後的「安全網」。

月租16,000元遷41校網
在位於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的41校網

統一派位中心，昨日一早就有數十名家長
排隊為子女遞表，其中家長李太原本居於
何文田區34校網，年前花費800萬元在界限
街置業搬到41校網內，讓女兒有機會透過
統一派位入讀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
部），「其實以前就想在41校網內置業，不

過當時沒有適合的房子而已」。
本身住在小西灣的姚太為了讓準備升小

的兒子入讀喇沙小學，特意搬到41校網
內，即使月租16,000元、房子較之前狹小亦
不介意，但她亦坦言，如兒子入不到心儀
校，可能會立即搬走，由於早前在自行收
生階段落空，她對統一派位也很憂心，
「假如結果不理想，或被派到他區，會寧願
叩門找學校」。
因區內升小人數增加今年統一派位41校

網向相鄰的黃大仙區學校借取了230個學
額，數字比去年略增。對於女兒有可能被
跨區派位，家長李太稱並沒有太擔心，
「其實香港有不少好學校，自己在第四志願
也填了黃大仙的學校」，另李太亦替女兒報
了8間直資或私立小學，其中4間已表示會
取錄，即使獲派學校未如理想，還可以有
其他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香港青少年漸早
熟，不少人年紀輕輕已情
竇初開，分手也幾乎是青
少年必經的成長經歷。有
調查發現，12至26歲的受
訪青年平均經歷4.04次分
手，更有不足18歲的青年
分手經歷高達30次。有社
工指出，青少年往往不懂

處理分手問題，若不適當處理，更會在心靈上留下永
不磨滅的傷痕，有人一次分手終生憎恨天下的男人，
甚至有人不再相信愛情，改為追逐一夜情的關係。調
查機構建議在學校推行「戀前教育」，在青少年拍拖
前「打好個底」，日後面對分手也不會無所適從。

感情處理不當 纏繞中傷自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9月至11月，以問卷形式

訪問202名年齡介乎12至26歲有戀愛經驗的青少年，當
中97%是中學生。結果發現，受訪者經歷分手次數平
均為4.04次，當中更有人不足18歲，已分手過30次。
面對分手，78.7%受訪者表示「傷心」；71.8%人指會
「悶悶不樂」；亦有27.7%人表示會敵視對方。

調查又發現，由於青少年於分手後不能接受現實，
經常會作出傷害對方或自己的行為，如有32.2%人表
示分手後曾被對方纏繞；18.3%曾自我傷害，如割手
等；29.7%曾在社交網站中傷對方或被對方中傷；

6.5%曾企圖自殺。如青少年未能適當處理情緒，更會
衍生負面想法，對成長構成衝擊，調查中，有53.5%
人認為分手原因是「我不夠好，所以被對方拋棄」；
29.2%人指「不再相信世上有真愛」。
現年28歲的小欣，於15歲時認識初戀男友，當時更

輟學與男友同居。1年後小欣決定重返校園，但上學
後，2人相處時間驟減，令男友相當不滿，起初對小
欣動輒發脾氣，其後更動粗。2年後，小欣忍無可忍
提出分手，但男友以恐嚇及打罵的方法威脅，最後小
欣在警方協助下，才安全搬離男友居所。但分手大半
年後，男友持續跟蹤及騷擾，令小欣終日惶恐不安。
自此，小欣成「驚弓之鳥」，偶然與男性有身體接
觸，也令她想起當日被打罵經歷，接受輔導2年後，
才重新與男性接觸。現時小欣已結婚2年，但她坦
言，對男性失去信心，不相信可白頭到老。
現年18歲的小明與女友拍拖逾4年，及後女方另結

新歡，與小明分手。從此小明的價值觀大逆轉，不再
相信建基於感情上的關係，還終日流連酒吧玩樂，靠
毒品自我麻醉，還與陌生女子發生一夜情關係。在輔
導機構循循善誘下，半年前才重拾正常的生活。

倡推戀前教育 傳遞正確觀念
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任潘永盛表示，時下青少年

不時有戀愛問題，如不懂得處理分手的情緒問題，或
會影響日後成長發展。他建議，在校內推行「戀前教
育」，以互動方式，如小組活動、工作坊及角色扮演
等，向青少年傳遞正確的戀愛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今年首屆中學文憑試即將舉
行，由於是全新制度的考試，
不少考生都對試卷難度及可獲
取成績感憂慮。考評局秘書長
唐創時昨在電台節目表示，文
憑試各科目基本上都會採水平
參照評分，與以往俗稱「拉
curve」常模參照機制不同，成
績反映學生答卷的實際表現，
考生試後應該自知本身大致表
現。他又指，以會考英文科為
例，2007年起便開始改以水平
參照模式評分，而當年要求覆
卷的數目反而下跌，所以不擔
心文憑試會引發覆卷潮。

通識題有理據就可得分
就近日考評局發放文憑試模

擬練習卷，部分考生指難以掌
握通識科答題及得分標準，唐
創時強調，考評局設有清晰的
評分準則，而且通識科閱卷員
都是資深前線教師，呼籲考生
不用擔心。考評局評核發展總
經理李王瑋補充指，只要通識
科考生認清題目的議題，解釋
自己立場，有理有據就可得
分，毋須迎合任何既有立場，
而且通識科每道題目最少有2
名閱卷員批改，相信最終成績
能真實客觀反映考生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一段關係往往是甜蜜開
始，當結束時若處理不當，分手的苦澀便會抹煞之前
的甜蜜，故不少青少年面對快將完結的關係時，總會
拒絕當面說分手，而選擇透過短訊或網絡等方式說分
手。但研究顯示，這種「突然死亡」的分手方法最傷
害對方，令對方有被「話棄就棄」的感覺。有社工建
議，採用「共同協議」方式分手，讓雙方了解彼此的
想法，協議分手安排，減低傷害。

「突然死亡」似被遺棄
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月邀請20名18歲以下的中學生進

行聚焦小組訪問，了解他們對分手的印象及看法。小
組中大部分青少年認為，透過網絡或短訊的方式提出
分手是最差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未能讓雙方清楚了
解問題所在，對方更有突然被「遺棄」及不受尊重的
感覺。
基督教女青年會註冊社工潘永盛表示，大部分青少

年分手時怕面對對方，會選擇以不見面的方式提出分
手，但此舉會為對方帶來更大傷害，如對方會胡思亂
想，猜疑是否有第三者，繼而會產生負面自我形象的
想法，如自責自己不夠好或不再相信世上有真愛等。
潘永盛建議青少年可「共同協議」分手，雙方面對

面傾談，讓對方了解自己想法，希望令對方明白分手
可能是一次「學習」。至於談分手地點，潘永盛指最
重要是在一個讓大家感舒服的地方，青少年亦可先評
估對方的接受程度決定地點。潘永盛表示，如對方接
受，可考慮找一名朋友在場，作「調解員」的角色。

■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

任潘永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本身住在小西灣的姚先生和姚太，為

了讓兒子入讀喇沙小學，特意搬到41校

網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教育局昨日特設專區，安排專人輔導「雙非」家

長，就他們的子女轉報其他校網提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吳小姐望

女兒留港升

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昨日小一入學統一派位首日交表，北區統一派位中心─上水惠州公立學校門外有

多名家長提早到場排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陸女士望

盡 快 「 截

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