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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憶與關注組對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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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分租板間房非㜜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夫婦遭捲入經營㜜房風波，陳茂波
昨日再舉行記者會回應事件，指1994年太太
持有的景捷公司在買入事件中的大角咀物業
時，他確知道有分租單位，但並非㜜房，而
是板間房。他1997年辭任景捷董事後，再無
跟進情況，故前後兩次聲明中所說的都是真
話。他對自己表達不清楚引致公眾誤會感到
遺憾，又指事件發生後「思前想後」，睡不
安寧，明白公眾對他的期望，也明白公眾對
事件的關注，但他服務香港的心不變，會繼
續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工作，以成績報答市民
託付。

陳茂波昨日下午會見傳媒，回應㜜房事
件，指當有報章報道他和太太曾任董事的景
捷發展有限公司，在上海街和大角咀的物業
有㜜房時，他們都感到很錯愕。他自己一直
不知道上海街物業有㜜房，周日承認知道買
入大角咀物業時已有分租租約，但分租的是
板間房而非㜜房：「當年在舊區舊樓有分租

戶不是特殊事件，當年分租單位和今時今日
的㜜房根本是兩回事，當時這些舊區內分租
單位很多時是板間房，大家共用廁所、廚
房」。不過他強調，同意涉及違規的事情都
要依法處理。

他又指，自己及家族成員投資香港物業活
動主要集中在上世紀90年代，2005年後已再
沒有在本地購買物業，過去15年他逐步增加
投放於社會服務，淡出生意，形容人生下半
場以服務社會為主軸，勇於做事。他表明不
會因事件辭職，會全心全意服務香港，用成
績報答市民託付。

遵守官員利益申報制度
他重申，太太已決定賣出全數舊樓投資權

益，並會很快落實。而兩人除了自住物業
外，亦會絕跡於香港物業市場。他強調，會
遵守官員利益申報制度，物業涉嫌違規，屋
宇署會一視同仁，依法辦事，不偏不倚採取
行動，不會受業主身份影響。由於事件涉及

他的家人，屋宇署不會向他
作出匯報。

決定全心全意服務香港
陳茂波指，上周所講跟之

後發的聲明並非「前言不對
後語」，又否認是「擠牙膏」
式玩弄文字遊戲回應，重申
是心急故表達不清：「我兩
次所講的都是真話，至於這
件事的發生，在過去兩星
期，我事實上想了很多，也可以這樣說，思
前想後也睡不安寧，我明白大家的期望，也
明白大家對這件事情的關注，不過我服務香
港的心不變」。他表明不會因事件辭職，會
全心全意服務香港，用成績報答市民託付。

他解釋指，舊樓投資已是十多年前的事，
要翻查資料才可回應查詢，所以周日要接近
午夜12時才發補充聲明：「由於不想拖延，
因此在上星期日晚上盡快發出，由於發出的

時間遲了，為大家在報道這件事上帶來很多
不方便，我衷心致歉」。

周日離港休假盼獲理解
陳茂波又表示，他會虛心接受市民批評，

亦收到市民鼓勵。他又透露，周日會離港休
假：「我想與女兒開學，並藉此機會探望患
病老人家，天下父母心，我希望大家理
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
時強調，陳茂波已通過傳媒
向社會交代過去投資的歷
史。梁振英同時注意到陳茂
波夫婦向社會承諾，除了自
住及自用物業外，他們會絕
跡房地產投資市場，並盡快
轉讓手上擁有的景捷公司股
份，認為是有承擔的表現，
寄語社會向前看。

希望專心做好局內工作
當被問及「板間房」與

「㜜房」分別時，梁振英坦
言，社會在板間房、㜜房問
題上，過去十幾年確實有不
少變化。他重申，根據媒體
報道，陳茂波與他太太部分
房地產投資，都是長時間之
前的事，甚至十幾二十年
前。他認為發展局工作對香
港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十分
重要，希望陳茂波專心做好
局內工作。

洽具公信力人士執掌 為反對團體預留名額
開展國教科委員會下周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為了積極處
理國民教育科推行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多
次與不同家長團體會面；但其中反對立場鮮明
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曾在會面後，高調
指會面是「對牛彈琴」，因而提早離場。吳克
儉昨日首次談及會面情況，他憶述當日「關注
組」甫見面即強調知道當局立場，更稱「你不
用解釋，只有一個問題：撤不撤（回課程）；
不撤的話，甚麼也不用說！」，令他感到「對
話很困難」，只能以耐心嘗試溝通。不過吳克
儉指，他在隨後開始的討論中，發現雙方分歧
不 多 ， 形 容 會 面 是 一 次 「 有 趣 的 對 話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對與吳克儉會面最

積極，除了多次邀約外，又對會面時間及人數
提出甚多要求，堅持不與其他團體同場，要

「單獨會見」。不過到真正會面時，「關注組」
卻稱不滿當局沒應允撤回課程的訴求，形容會
面是「對牛彈琴」，提早離場「抗議」。

吳克儉昨日被記者問及會面情況，他憶述
指，當日「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甫到場，即
強調當局完全不需要解釋，「具體字眼可能有

不同，但大致意思是『不用說了！你想說的，
或你認為我們覺得你想說的，我們都知道。只
有一個問題：撤不撤？』」對方「銳利」的詞
鋒，令他感到對話很困難。

他表示，當時曾反問對方「要撤回哪一部
分」，並解釋被指「洗腦」的當代國情環節只
佔課程極少量內容，但「關注組」認為這不是
他們想聽的答案，故向吳拋下一句：「不撤的
話，甚麼也不用說！」他坦言，曾擔心「不知
道怎樣捱下去」，「只能以patience（耐心）應
對」。

隨後對話開展，吳克儉指，「關注組」家長
代表熱烈表態，多次有多人同時追問，「場面
或有少許亂」，所以他及出席官員都盡力解答
疑慮。不過與會家長似乎不歡迎其他教育局官
員發言，「張國華博士（首席助理秘書長）想
說明課程技術性問題，他們卻強調要我回應。
我只能說，以局長身份交給張博士代為解答，
不過最終他的說明都被打斷⋯⋯」

對有指當日雙方「談判破裂」，吳克儉認為那
是「感覺上的問題」，其實分歧不多，開展了一
次「有趣的對話」，希望雙方繼續保持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為釋去部分社會人士疑

慮，政府早前宣布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

會」，開誠布公讓公眾監督該科推行及審視具爭議性議題

教材發展。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已積極邀請學校、

師生、家長及獨立代表加入委員會，並正接洽一名具公

信力人士擔任主席，預計委員會下周成立，9月開學前開

始工作。當局有意於委員會內為教協、學民思潮、國民

教育家長關注組3個反對立場最鮮明的團體各預留一個名

額，特邀該團體派員參與，或以其他緊密方式提供意

見，以確立廣泛代表性。

吳克儉昨日與傳媒午宴時表
示，正密鑼緊鼓邀請不同

持份者，包括中小學校長、老
師、學生、家長、大學學者及獨
立人士加入委員會，預計約有20
多名成員。當局正接洽一名「具
公信力人士」任委員會主席，希
望下周落實公布。

爭取開學前首次開會
委員會同時負責審視由教育局

製作、關於「當代國情」部分的
教材。吳克儉稱，將爭取9月開
學前舉行首次會議，以就小學國
民教育科的3年「開展期」作監
督，未來可視乎情況成立不同小
組，讓工作更有效率。而連同明
年開始中學的3年「開展期」，預
計委員會將運作4年。

為確立委員會廣泛代表性，並
希望與對「國民教育科」有疑慮
的人士展開誠懇溝通，吳克儉強
調，會邀請教協、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發起人陳惜姿或相關人士代表加
入委員會，並將為他們預留名
額。

關注組僅願會外溝通
不過上述3個團體早前曾先後

表示不願加入委員會，吳克儉
指，即使不以成員形式加入，委
員會也希望他們以緊密合作方式
提供意見。委員會將以高透明度
原則運作，就算不完全採納部分
意見，也會公開交代原因。陳惜
姿昨日回應時重申，不會加入委
員會，但歡迎政府在委員會以外
渠道與關注組溝通，以更了解家
長憂慮。

吳克儉：校本班本形式開展
有個別師生及家長曾提出，有

意於「國民教育科」罷教罷課，
吳克儉強調，當局並無要求學校
於新學年落實該科，3年「開展
期」會以校本甚至班本形式進
行，呼籲師生及家長與所屬學校
緊密溝通，了解具體運作狀況。

他又表示，「國民教育科」課
程給予學校及老師專業空間，自
由選取教材及議題，讓學生增加
對國家認識，並在個人、家庭、
社群、國家及世界5個層次建立
身份認同及品德價值，例如部分
學校會選擇先教授德育部分，押
後探討爭議性課題，並參考其他
學校實踐經驗。對於極少數可能
會作較激烈反對行為的師生家
長，相信有助減輕憂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在「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推行風波下，由教育工作者
聯會營運的兩個支援機構，大埔「國民教育
中心」及青衣「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資助及
合約問題亦備受關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
日表示，兩所中心合約已於6月30日完結，
隨㠥現時國民教育服務更見多元化，當局預
計未來3個月至6個月進行「服務與需求評
估」，探討是否需要新支援模式，未來會

「100%公開透明」招標，邀請合資格機構為
學界提供所需服務。

澄清教局資助不涉失當
對於早前有團體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質

疑教育局向上述兩中心撥出的資助或涉行政
失當，吳克儉昨日表示，根據當局記錄，
2004年最初開設的「國民教育中心」，當時屬
社會全新服務，由教聯會提交計劃書，成功
通過政府審批，並獲得資助簽署合約，做法
與處理其他慈善組織提出新服務模式一樣，
因而未有招標。

不存在「指定機構營運」
他又指，正因該中心運作後社會開始有經

驗，所以2007年「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開辦
時，已採用公開招標模式，並由教聯會以較
佳條件中標營運，絕無「指定機構營運」情
況出現。

吳克儉又指，當局年前與中心作較短期續約，兩者均
在今年6月30日完結。至於對主要提供教師參考資料及
安排內地交流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局方考慮服務
需求後，認為未必要以一所中心形式進行，故不計劃續
約，與該中心早前曾出版《中國模式》小冊子爭議無
關。而位於青衣的前校舍，亦計劃交還房屋署。

進行「服務與需求評估」
至於「國民教育中心」則多為小學生安排日營參觀，

學界預約經常爆滿，模式及校舍預料會保留。吳克儉
指，社會各界近年累積不少經驗，局方會進行「服務與
需求評估」，先詳細了解學界情況，日後再就服務作公
開招標，歡迎合資格機構申請。而在落實新服務前，將
與中心商討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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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非教材 《課程指引》消誤解

教界盼社會信任學校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

部分反對「國民教育科」社會人
士對該科存在不少誤解，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對此感受殊深。早前
他與一個相識數十年的同學飯
敘，對方一直質疑他為何要推動

「國民教育科」。半小時後，他發
現對方把早前受爭議的《中國模
式》小冊子，誤當為「國民教育
科」「課程」及「教材」，後來他
再展示正式《課程指引》，僅花5
分鐘即冰釋前嫌，更獲對方宴請

「和解」。

舊同學誤會 吳克儉解畫
吳克儉笑言，該同學對國民教

育科一事十分認真，飯敘中質疑

他「弄個課程影響下一代」，他
只能耐心解釋，席間太太甚至要
求調位，免受「牽連」。「被罵」
半小時後，對方取出該本早前受
爭議的《中國模式》小冊子作

「證據」。
不過當時吳克儉也有帶備正式

《課程指引》，隨即取出作「反
證」，「我馬上解釋，那個小冊
子3月出版，是供通識老師的

『參考資料』，《課程指引》則是
4月才面世，兩者關係不大啊！」

他又笑言，同學閱讀《課程指
引》，約5分鐘時間已釋疑，後來
對方決定結帳以示「和解」，

「那一頓飯不便宜呢，被誤會也
有好的一面呢！」

幼教政策配套年底將有眉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政綱已提
出要盡快實施15年免費教育，推
動幼兒教育資助成為特區政府未
來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近日積極與不同幼教團
體會面，探討政策配套。他歸納
指，除了資助形式外，幼教界對
幼兒課程及托管服務、師資培訓
及推展家長教育3大範疇最重
視，預計今年底至明年初將有較
明確方向，並可召開類似幼兒教
育界「武林大會」廣收意見。

吳克儉表示，現時幼稚園運作

情況複雜，單是每月學費水平，
已由1,000多元至10,000多元不
等，又涉及位於商場、屋㢏、私
人物業等校舍，加上是否要設立
幼師薪級表等問題，資助模式需
作詳細考慮。

副局政助未有具體人選
對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人選安

排，吳克儉希望仔細選擇，現未
有具體人選，人選要對教育專業
及理念有較豐富認識。他笑言，
過往多年人力資源管理經驗令他
明白，尋覓合適人才不能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珈南）

因應部分家長擔心「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變成「洗腦教育」，有教育
工作者出席教育研討會時指出，學
校可按校本設計課程，教師也有能
力選擇好的教材，希望社會人士可
給予信心，令課程順利開展。

日前有團體舉行一場名為「國民
教育如何走出困局？」的教育研討
會，出席嘉賓包括香港家庭教育學
院總監狄志遠、退休校長羅澄波及
退休教師黃華娟。

黃華娟2007年退休前於屯門一小
學任職，她在研討會上表示，早於
2001年教育局推行課程改革，已要
求學校開設「德育及公民教育
科」，並加入國民身份認同的內
容，故現時學校根本已在推行和

「國民教育」相關的課程，「早於
10年前，我任教的學校已加開德育
課，為何當時家長又不反對呢？」

她表示，有現任校長曾經向她透
露，學校只是把本來的「德育及公
民教育科」改名為「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而已，內容其實是大致一樣
的。

退休師：傳媒過分炒作
她又指，是次「國民教育」風波

主要是部分傳媒過分炒作所致，結
果令市民對學校和教師失去信心。
她指教師絕對有能力選擇好的教材
教導學生，希望社會大眾可重拾對
教師的信任和尊重。

狄志遠：事件被政治化
狄志遠表示，現時大家對「國情」

定義實在太狹窄，「凡接觸中國相
關資訊就等於『洗腦』」。他指教育
局官員曾向他表明，任何議題均可
在課堂討論，包括國家負面新聞，
可見教師發揮空間非常廣闊，加上
教師均有獨立自主性，根本很難成
為「國民教育洗腦機器」。他認
為，現時事件已被政治化，建議特
區政府先處理市民情緒，並加強與
各團體溝通。

羅澄波指，身為中國人必須「以
繼承中華優良文化為己任」，但不主
張「硬銷」國民教育。他認為現時
教師對該課程發展仍未清晰，建議
政府多與學界溝通，以釋除疑慮。

■陳茂波確

知道有分租

單位，但並

非㜜房而是

板間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羅澄波指，身為中

國人必須繼承中華優

良文化。 劉國權 攝

■黃華娟指，風波主要

是部分傳媒過分炒作所

致。 劉國權 攝

■狄志遠建議政府加

強與各團體溝通。

劉國權 攝

■有團體舉行一場名為「國民教育如何走出困局？」的教育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吳克儉表

示，已積極邀

請學校、師

生、家長及獨

立代表加入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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