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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額不足 北區4校研增班

漸拓有學歷認可證書課 積極爭長者生源
2年急增6倍

院校收「銀髮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城大電腦科

學系博士生陶亮研究出一項處理圖像數據的新
方法，讓用戶可在網絡上數十億幅圖畫、照
片、影像中，以快至毫秒的速度完成搜索。技
術可擴大應用於文本、音響、視頻影片等跨媒
體資料的檢索，即使是眼前一棵不知名的盆栽
植物，瞬間也可透過該技術查明「身份」。他
去年將相關技術寫成論文，並提交予2012年環
太平洋地區多媒體學術會議，在80多篇研究論
文中脫穎而出，奪得最佳論文獎。

搜索時間縮短至毫秒

目前，用戶在網上搜尋圖片通常瞬間即可完
成，在此基礎下，陶亮結合了電腦科學中「圖
像哈希算法」與「柯西圖」兩種方法，創造出
一種處理圖像數據的新方法。藉此實現圖像高
速檢索，並使電腦更容易同時處理大規模數據
集，令搜索時間可縮短到以毫秒計算。陶亮舉
例指，用戶可通過「圖片搜索功能」來確認辦
公室裡一棵不知名的盆栽植物是甚麼，「只需
給植物拍一幅照片，然後在上網搜索，便能尋
出含有類似植物的網頁」。

年輕人總對護士行業憧憬，
念護理系時心裡或多或少會立
下一個濟世宏願。不過，當他
們經過醫院「洗禮」後，好些

年輕護士會開始有種患得患失的感覺：明明已盡力照
顧病人，沒有做錯任何事，怎麼反而遭病人及家屬討
厭與謾罵？

須把病人疾苦放心上

筆者明白，今天醫療工作繁重，工作量再加上病人
情緒很容易教人吃不消。但筆者的體會是，醫護人員
只要真正把病人疾苦放在心上，病人和家屬是會理解
和感動的。我們對病人好，病人心裡也清楚。而對很
多病人來說，除了打針、派藥丸外，他們更需要一位
耐心的聆聽者、以及一雙願意幫忙的手。
病人與醫護人員很多時出現溝通問題，難以互相明

白，可能是因為病人認為部分護士只顧處理症狀而非
治理病人，始終大家對醫學及療程方法有不同認知或
會引起誤會，亦可能是病人的尊嚴被忽略所致。
想起了同工的一個例子：朋友擔任精神科護士，需

要處理一些精神狀況異常的病人，他們病發時，往往
無法主動向醫護人員有條理地訴說自已的症狀及病
情。有一次，有個病人呆坐在床邊，眉頭緊鎖，並不
時發出低鳴，朋友問病人是否有不適，病人只顧自己
坐 搖頭。朋友叫醫生來，兩人一起為病人檢查，結
果發現原來病人闌尾穿孔，所幸發現及時，急救後無
大礙。

努力做到「全人治療」

既然，我們能夠有耐性去面對無法表達自己的病
人，我們又是否可以給予其他病人更多的寬容呢？再
簡單細緻的事，也足以讓病人滿足。派藥、遞水後給
予一個微笑、一聲慰問，已可以讓不少病人感到窩
心。筆者時常提醒有志做護士的年輕人，即使再忙、
再累、再辛苦，也不要忘卻當初的堅持，以及當護士
的基本價值。
讓病人活得有尊嚴並非難事，只要醫護人員擁有同

情心，既醫治病人肉體的疾病，也顧及他們心靈的需
要，便能達到真正的「全人治療」之效。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

學系一級講師　甘婉菁

毋忘濟世宏願
發揮護士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地球資源終一天會消
耗淨盡，這是人類心底的恐懼。中大校長沈祖堯昨日發
表網誌為地球發聲，提醒人類應重新思考環境的可持續
發展，而關鍵在於人在方便、效率、滿足和可持續性之
間找到平衡點。他期望學生實踐環保，並能推己及人。
沈祖堯昨日在網誌發表題為「讓我們成為自己希望

看見的改變」一文，他認為現代社會物質充裕，改變
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同時帶來無窮資源的虛
耗。他認為人類必須重新思考能源消耗、生產糧食、
交通運輸、使用食水等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促社會研潔淨能源生產

沈祖堯表示，社會需要研究如何生產潔淨能源和保護
水資源，要尋找方法在保持自己健康之餘減少浪費食
物，要想想如何減少交通往還而不致妨礙工作。底線是
在方便、效率、滿足和可持續性之間找到平衡點。至於
大學作為高等學府，他認為不能只依靠單一學科向學生
灌輸可持續性的概念，「每個學院和每個課程都會有一
些與可持續性有關的東西：氣候、健康、經濟、工程、
海洋生物學、建築、法律，不一而足」。
早前曾參加兩個校內有關廚餘環保計劃的沈祖堯勉

勵學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小步行動能成為改
變未來環境的一大步，環保和可持續性不應流於理
論，應走出教室身體力行。

沈祖堯網籲學生實踐環保

長者守時認真 鞭策青年學生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統計處資料顯示，去年本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比
例已達13%，這比例在未來20年將會快速上

升。迎合有關趨勢，嶺南大學於2008年底成立了香
港首間「長者學苑」。學苑其中一位負責人、嶺大服
務研習處助理總監馬學嘉指，學苑以義工模式運
作，剛成立時主要是家庭主婦參加興趣班消磨時
間；但2010年開始，學苑開始「大革新」，和大學合
作開展「旁聽生計劃」，讓長者一嘗當大學生的滋
味，和年輕人一起在嶺大上課學習。

嶺大旁聽生計劃受歡迎
「旁聽生計劃」剛開始時只有17人參加，可選擇

的科目只有6科。2年間，已廣受歡迎，本學年有超
過120人報名參加，增幅達6倍，學苑最後抽籤取錄
約100人，同學可選擇的科目達25科。馬學嘉表示，
由於課程內容吸引，且每科學費只需150元，而個別
教授更會特意為長者學生製作「大字中文版筆記」，
又會額外批改長者的功課，故計劃很受長者歡迎。
至於理工大學的「活齡學苑」在2010年成立，運

作模式則完全不同，該學苑主要為退下全職工作的
「第三齡人士」特別設計「學分累積制課程」；「活
齡學苑」聯席總監錢黃碧君表示，此課程內容專為
長者而設計，只要長者取得9個學分，即完成3科，
便可獲由理大專業進修學院頒發的專業進修證書，
而每科學費為4,850元。錢指，過去2年共有26個學生
成功取得證書，今年將有約20人順利畢業。

進修建自信 退休圓大學夢
錢黃碧君又指，退休人士很多時會感到自己被遺

棄，但當他們有機會到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可以讓
他們建立自信，更可身穿畢業袍、戴四方帽，完成
「大學畢業」的夢想。錢太補充指，該校除了開設學
歷認可課程外，亦有另設興趣班系列，目前已有270
個學員，6堂收費270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首席課程主任陳永華表

示，由2007年開始，學院特別為50歲以上人士推介
「年長學員課程系列」，即是在現存的課程中選取適
合長者修讀的科目，包括中醫、文化等，50歲以上
者可享8折優惠，完成課程即可獲頒證書。一般而
言，學費由幾百元至近8,000元不等。
陳永華稱，該系列每年均有超過2,000人報讀，上

學年更有超過2,800名長者學員。他又指，學員中超
過800人有學士或以上學歷，其中360人為碩士，20
人為博士。他解釋，當中不少是退休專業人士，包
括校長等，因此學歷較高。據了解，長者學員一般
對商業、財經、文學、中國書畫等課程最有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未來人

口將出現重大結構轉變，人口老化是其中重

要趨勢；在帶來不同社會服務需求及挑戰的

同時，也造就新機遇，包括為長者提供課程

的銀髮教育事業。政府近年鼓勵終身學習，

且社會日漸富裕，不少大專院校均以自資形

式推出針對長者的學習課程，報讀者不乏碩

士、博士的高學歷人士，除一般的興趣班，

更慢慢發展至有學歷認可的證書課程，學費

則由150元至近1.5萬元不等。據了解，部分

院校有關課程收生人數在近2年急增了6倍，

亦令不少院校更積極爭取有關生源，以擴大

辦學規模及影響力。

張永和，年齡︰82歲　學歷︰小學4年級

職業︰曾任明星理髮師

張永和眼睛炯炯有神，說話很有條理，一點都

不像八旬老翁。他笑言：「我今年才28歲而已。」

他表示，小時候兵荒馬亂，即使可以上小學，也

未能畢業。他在1948年來港後，便在尖沙咀一間

大型理髮店任理髮師，「以前我都幫過鄧碧雲、

雷震整頭髮，常常去攝影棚幫明星們設計造

型」。放工後，他亦常常去附近的戲院看電影。

由那時候開始，他已鍾愛電影。

一直想讀書的張永和，直至2008年，知道嶺大

有旁聽計劃，終於可以完成「讀書夢」，而且更

可以接觸他最愛的電影。他當時修讀了「電影與

文學」，其中一課播放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

電影《南北怨家》，「我看 這電影就回想到以

前在攝影棚的情況，也知道當年電影的運作」。

於是，張永和即場與嶺大的同學分享當年的電影

界趣事，猶如課堂的「小老師」。

Joe，年齡︰67歲　學歷︰小學

職業︰印刷業老前輩

Joe在嶺大的長者學苑，被喻為「周伯通」，因

為他知多識廣。但原來他小時候因為家境貧窮，

小學畢業後，雖然喜愛讀書，卻被迫要出來工

作，而讓弟弟有更多讀書的機會。

他從小便在印刷廠工作，由「執字粒」開始

學，慢慢掌握了這門手藝。靠 這門專業，他移

民到加拿大，在國際大公司工作，同時學會了英

文。後來，回流香港繼續工作，至60歲退休。不

過，他卻「退而不休」，並四出到長者中心教英

文、電腦、畫畫等等。

去年他入讀嶺大長者學苑的「英文演講技巧」

課程，希望進一步提升英文水平，「回來香港一

直不想英文退步；讀書後，更讓我完成從小的夢

想」。

黃業雲，年齡︰80歲　學歷︰不詳
職業︰中醫藥老行尊

黃業雲以前從來沒有到學校讀過書，一直都是

在父親開設的工廠做工，最後繼承父業。他沒上

過正式學校，日常知識都是從姑丈那裡學來，特

別是中醫藥知識，因此掌握了不少獨門秘方。工

廠倒閉後，他開設了一所醫館，教人調理身體。

錢賺夠了，子女長大了，因此他常常做義工打發

時間。

他在2年前報讀理大活齡學院的長者進修課

程，「第一科讀中醫保健養生學入門，我想知道

自己的『醫術』是得的！」結果，他真的備受肯

定，「連教授也叫我前輩！」他用了一兩年的時

間讀了3科，拿到了證書，「我一輩子都沒有上

過學校，現在卻可以在大學裡帶四方帽畢業，實

在是太興奮！」他笑言，自己還有一個心願︰

「我在學英文會話，希望將來可以去武當山和一

些研究老子的外國弟子好好溝通。」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3位長者學員 不一樣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於嶺大的「長
者學苑」設有「旁聽生計劃」，學員有機會與本
部的年輕大學生一起上課，互動之下，兩類學生
產生出特別的「化學反應」。學苑負責人馬學嘉
指，有大學生在課堂上公然飲汽水，班上的長者
學員立即睨視該青年人，前者再不敢造次，當時
即收起飲品，以後亦再沒有同學敢在課堂上飲
食。
馬學嘉表示，大學教授總是非常歡迎長者前來

旁聽，因為長者永遠都是「只有早到、永無遲
到」，而且總是坐在課室的最前排，他們認真的
學習態度，為教授帶來教學的滿足感，「他們與
部分懶散、常走堂的青年學生形成了強烈對
比」。
馬學嘉又指，長者學苑主要以「義務方式」營

運，常要邀請長者、學生做義工，「長者做義工
永遠不會爽約，非常有責任感；相反，青年學生
可能因為生活多姿彩而會推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小一統一派位
申請昨日截止，針對北區等出現學額「爭崩頭」
的情況。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當局會有一
系列措施應對，包括借調其他區域的學額、每
班多派學生、善用空置課室容納更多學生，其
中教育局現正與北區4間學校商量，以增加班
數，希望在9月開學前解決問題。另外，當局亦
會與保安局研究優化口岸過關安排等，以將跨
境童疏導到元朗、屯門等區。
吳克儉昨日出席「第四十屆捷克迪策國際兒

童藝術展香港區頒獎典禮」時表示，近年適齡
人口穩定增加，令全港約10區都有學額不足的

壓力，其中以北區更為集中；當局正多管齊下
尋求對策，並正與北區4間學校研究報讀人數的
分布，在得到各校執行委員會支持後，會考慮
改建課室及增加其他配套，以容納更多學生，
目前進度良好。

吳克儉籲跨境童往元朗屯門

他認為，分區分流的解決方案具靈活性，不
能只依賴北區學校獨自解決問題，而為疏導跨
境學童，當局正展開跨部門合作以優化口岸安
排，讓跨境童可到元朗、屯門等地區上學；他
亦呼籲跨境童家長考慮學額較充裕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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