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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小學校長會主

席陳紹鴻：服務北區

近40年，所見最長報

名人龍。 黃偉邦 攝

■新來港武小姐：如

子 女 被 派 往 大 埔 上

學，只能無奈接受。

黃偉邦 攝

■港媽黎太：女兒若

遠派大埔上學，會好

擔心她的安全。

黃偉邦 攝

今年升小一比去年激增逾4,000人，鄰近
邊境的北區更大受雙非及跨境童衝

擊，其中上水80校網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
校派位中心，昨早上7時已有家長輪候，開
放前人龍逾200人；而在開始選校的短短90
分鐘，該校已派出至少600個籌，平均一分
鐘派出6.5個，足見家長異常緊張。

七成跨境生 全區欠800學額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昨亦有到場了
解情況，見到輪候人龍，他慨嘆指：「我在
區內教學38年，今年是歷來最長的一條。」
他又表示，按現有資料推算全區約有

3,600名學生將升小一，6至7成為跨境童，
但即使連同從其他校網如粉嶺、沙頭角借
調，仍欠學額近800個。所以區內學校正積
極與教育局商討加建課室、加派位等對策。
北區學額供不應求，部分學生只能分流到較

遠地區，但昨日不論是本地、單非或雙非家長
都異口同聲，擔心跨區上學影響子女學習和精
神，更會衍生安全問題；他們批評政府在人口
政策規劃失當，希望當局跟進情況。

港媽憂子女 「遊車河」辛苦

排頭位的港媽黎太表示，一家住在上水，
希望女兒原區上學，但憂慮或被派往大埔，

稱「我會好擔心她(安全)，上學要『遊車河』
又怕她辛苦。」有2個女兒的雙非媽劉太亦
指，大埔太遠不會考慮，寧願在區內叩門；
她希望大女成功升讀區內學校，令么女憑
「世襲制」順利入讀。

港爸陳先生批評，上屆政府未有處理雙非嬰
兒對策，卻又不斷殺校令學額大減，導致今天
局面，就當局正考慮增加每班學生人數紓緩問
題，陳先生希望教學質素不會因此下滑。
單非媽李太曾致電到上水區外的學校查

詢，但發現部分學校不設校車服務，非常不
方便。她認為配套不足需要改善，希望當局
協助。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小一統一派位各校
網實際學額需求，仍要視乎交表人數、退出
派位數字等因素，稍後才可確定，但當局一
直密切留意北區小一學位的供求情況，並正
研究不同措施增加學額(詳見另稿)。

區議員呼籲 優先本區居民

北區區議員曾勁聰指，該區跨區派位情況
普遍，不少居民都希望最終分配學位時，可
優先考慮區內學童，「因為跨境生無論到上
水或大埔上學都是一程車，但本區居民就由
原可就近上學變成要額外使用保姆車，那不
如跨境童車程略增，整體影響或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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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雙非孕婦湧港、雙

非童的教育等需求突增，
困擾香港社會民生。究其
緣由，乃1999年的吳嘉玲
案、2001年的莊豐源案的

判決，而發起成立公民黨的核
心成員張健利、李志喜、吳靄
儀等「經手人」，更是禍首。

「莊豐源案」後遺症

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
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
內地人移居香港的嚴重危機，
當時代表吳嘉玲一方的就是張
健利及吳靄儀。儘管人大釋法
解決了超過160萬名港人內地
子女可能湧港的危機，但在
2001年，終院違反《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在「莊豐源案」
中裁定父母皆非港人但在香港
出生者都可享有居港權，當時
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則為李志
喜。「莊豐源案」令大量內地
孕婦湧港產子，由2001年至
2011年，已獲居港權的雙非嬰
兒超過17萬人，累積總數達20
萬人，對香港的教育，醫院的
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
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福
利造成嚴重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劉景熙）升小統
一派位昨首日選校，在九龍塘名校區的41校網
派位中心，也吸引大量家長到場交表。有家長
為博女兒入讀傳統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
部），不惜「大屋搬細屋」斥500萬於區內置
業，但單位面積卻只得原住址的一半；亦有家
長指，該校網有不少學額向黃大仙區小學借
取，為免被錯派他區只好減少選校數目，寧報
讀私校作「保險」。
昨大量家長到位於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九龍塘）的41校網派位中心交表選校，從商
的李生希望女兒能入讀瑪利諾修院學校（小
學部），於前年全家毅然從沙田搬到區內，但
花費500萬元亦只能買得400呎的單位，只及
原有單位的一半。他表示，今年循「世襲制」
獲分配小一學位人數創新高，更佔去不少原
供分區派位的學額，認為對沒有已入學兄姊
的兒童不公平。

少填志願 寧讀私校不叩錯門

家長朱女士則表示，41校網今年「混入」逾
200個黃大仙區小學學額，為免孩子被派往他
區，她消極地於派位表只選取5間區內學校，其
餘志願則留空。她又坦言，今年官津學額競爭
激烈，預計派位後的「叩門」位會「幾百人爭
一個」，無意強求，但現時已月花3,000元為孩子
報興趣班及面試班，提高競爭力申請私立小學
「買保險」。

幟哥為掌上明珠 買「雙保險」

飲食界紅人、著名飲食節目主持黃永幟（幟

哥）昨亦有到該派位中心，他表示，早前已為
女兒申請私小及國際學校，更已初步獲國際學
校取錄，不過他仍然心儀區內的瑪利諾修院學
校（小學部），希望女兒能成功入讀，並一條龍
升上中學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北區學額不足持續多時，教育局去年因
應情況多管齊下處理，包括每班多派學生、借調其他校網的學額，以及將
學校特別室改建以增加20多個課室等。當局亦表示，今年或會繼續使用以
上方法，紓緩區內「學額荒」。不過，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上水惠州公
立學校校長陳紹鴻透露，區內原定加建課室工程有延誤，或未能趕及今年
9月使用；部分學校已「用盡」校內特別室的「改建額」，另區內學校均對
再次加派有保留，當局今年未必可以「依樣畫葫蘆」。

倡當局活化「已殺校」

陳紹鴻昨表示，今年北區欠近800個學額，情況令人憂心。他指教育局
去年為紓緩學額不足，已加派每班人數、向其他校網「借學位」及改建部
分學校的特別室，但今年未必再有用，「例如我的學校只餘下一間電腦
室，課後時間常見學生要爭用電腦做功課。」他又指，區內對再次加派有
保留，認為影響小班教學成效，希望當局考慮活化部分「已殺校」學校的
空置校舍。
教育局發言人則重申，當局在有需要時，會再次運用上述方法，包括借

學額、改建課室、多派學生，並會使用網內學校空置課室。至於加建課室
工程，發言人指已完成有關設計，現正進行地基工程招標並會於本年初動
工興建。當局去年底曾與北區小學校長會商晤，聽取校方意見並訂定應變
計劃，探討學位供應問題。發言人又指，當局會繼續與上水粉嶺有關學校
緊密聯絡，期望額外課室能於9月新學年開學前落成。

課室擴建誤工
增額「雪上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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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買九龍塘名校區細屋

擲500萬「望女成鳳」

■李生及李太為助女兒報讀九龍塘名校，用500

萬在該區買下一個400呎小單位。 劉景熙 攝

■飲食節目主持人黃永幟「幟哥」昨日帶女兒交

表，首選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學部)。 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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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600名升小一生，近七成屬跨

境童，但區內學額卻尚欠近800

個，跨區派位在所難免。其中上

水80校網，昨早開始遞交統一派

位選校表時，已有數百人輪候，

有資深校長形容，那是近40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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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雙非」逼爆
北區學額爭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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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家長帶同子女

到指定統一派位中心

交表，人龍綿長，學

位「爭崩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歐陽

文倩）對跨境童持續增加，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表示，政府已經跨部門展開籌備
工作，估算跨境童人數和不同口岸的過
關情況，以作適當安排，深港兩地有關
部門去年起已採取多項措施，讓跨境學
童安全抵校、平安回家；此外，文錦渡
內地口岸改造工程快將完成，相信可於
下學年提供多一個「水喉位」協助疏導
學童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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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2971  今日出紙3㜫8張半 售6元

氣溫：15-19℃　濕度：65-80%
短暫陽光 天氣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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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十二月初九 是日大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