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陳
之藩、羅孚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
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
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收屍阿周》─樂於助人 共營和諧
《收屍阿周》

講述在油麻地賣
床單的小販阿
周，十幾年來一

星期幾晚穿梭於各區探望露宿者，記錄他
們的臉孔，跟他們做朋友，甚至替他們收
屍等事情。
阿周風雨不改地去幫助別人，很多人或

會問：「他是不是傻的，吃飽飯無事做？」
這種說法無可厚非，一來現代社會像阿周

這樣的人少之又少；二來為了生活，每天
早出晚歸，哪有人會有多餘時間去做這種
事？當然，我寫這篇作品並不是要鼓勵大
家像阿周一樣，一星期幾晚去探望露宿
者，而是希望大家學習阿周這種樂於助人
的精神。
別說要大家像阿周一樣，就算人們在街

上看見別人有困難需要幫助時，有沒有人
會主動伸出援手呢？事實上，大部分香港
人的文化水平並不低，很多人甚至接受過

高等教育，讀完大學、碩士甚至博士，但
要他們像阿周一樣，我敢說沒有幾個人能
做到。阿周被人罵、被人扔汽水樽，但卻
從不生氣。若上述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可能立即報警！我不是在批評香港人，也
不是說文化高的人就一定要幫人，只是想
表達這種現象已是一種習慣─一種事不
關己、己不勞心的不
良風氣。
看完《收屍阿周》

後，我的感觸很大。雖然我們不一定要像
阿周一樣，也不可能每個人會有「阿周精
神」；但我們要想深一層，在現實生活
中，看見婆婆推 沉重的垃圾車上斜
坡，就幫她一把吧！這就是樂於助人的
表現。其實，社會是一個大家庭，不分
姓氏、不分種族，要互相幫助、互相關

心。這樣的社會才會和諧，生活
在當中的個人才會感到溫
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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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小讀者說明
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幫助別人不在乎個人背
景，只在乎一顆善良的心。願意伸手助人，
必可體會「施比受更為幸福」！

學生：朱耀洪
學校：勞工子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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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通識支援計劃閉幕

港整體利益出發 成果交當局考慮
教資會專組研究
城大開獸醫學院

包容子女情緒 父母勿「同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天主教耶穌會有意
申請使用前皇后山軍營地皮興建非牟利私立大學，
該會大學籌建工作小組主席周守仁昨日表示，去年
11月已跟教育局官員會面，但目前仍未清楚當局的
意向，故仍未提交標書，促請當局盡快審批有關申
請。該會籌劃的大學希望長遠能遂步提供8,000個學
位，並期望有三成至六成學生可獲學費資助。
耶穌會大學籌建工作小組昨舉辦「專上教育與滅

貧：香港及國際經驗」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多所
耶穌會屬下大學包括喬治城大學及聖塔克拉拉大學
等的校長，與香港教育專家及學者交流經驗。小組
主席周守仁昨表示，去年11月已跟教育局官員包括
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和副秘書長李美嫦就皇后山用
地會面商談，但目前仍未有新進展。

不知政府取態 難開展建校籌費
他又表示，一早已知道辦學團體須承擔所有基建

費用，但暫時未知確實的建校費用，他坦言，當局
現仍未進行公開招標，難以知悉政府取態，擔心其
「玩玩 」，在欠具體資料下更難以開展建校籌費，
希望當局盡快開展申請的程序。他又補充，已就將
籌建的大學成立校董會，成員包括各地耶穌會大學
校長，行會成員胡紅玉亦在其中，日內會舉行第一
次會議，配合地皮情況，預計大學長遠能提供8,000
個學位，包括3,000個研究生學位，較之前計劃的
多，並期望有三成至六成學生可獲學費資助，確保
不會有人因家庭經濟困難而不能入讀。

玲的媽媽常掛在口邊的一句
話是︰「她明明是有能力做
的，真不明白為甚麼她總是做
不到。」玲是一個受 焦慮情
緒影響的學生，自小品學兼
優，但自中一下學期開始，便

應付不了繁重的學業，經常至夜半三更才能完成所有的功課
及溫習，後來她更曾因未能完成溫習和功課，在上學的途中
折返回家。自此，有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未能回校上課。
玲有一位能幹的母親，從小至大，每次遇到難題時，媽媽

總會為玲想到「最好」的解決方法。媽媽十分明白女兒的學
業壓力，希望盡量鼓勵對方，幫助她「重回正軌」。她每天早
上都花一個多小時，嘗試安撫玲對上學的焦慮情緒，鼓勵她
穿起校服出門去上學。

女情緒反覆 母受「感染」焦慮
漸漸地，女兒負面的情緒竟傳到母親身上。面對女兒反覆

的情緒，媽媽開始焦急起來，害怕女兒追不上學校的進度，
四出找到多位專家跟進女兒的情況，也要求學校在課堂、功
課、考試的安排上為玲調低門檻。當老師、社工、輔導員等
給予玲一些「任務」時，媽媽總比玲更為上心，不斷催促玲
去完成。每當女兒的進度未如理想，媽媽都感到很無助，不
知怎樣再幫助女兒。

缺溝通 母愛漸成壓力
其實，不用言傳，玲也能感受到母親對自己的憂慮，這讓

她感到自己很沒用。母親愛與關懷的初衷，在缺乏情感溝通
的情況下，會變成孩子的另一種壓力。可是，對於一個易於
焦慮的孩子來說，她更需要的是「希望」。所以，父母照顧自
己和孩子的負面情緒同樣重要。
在照顧子女的過程中，父母應時常檢視自己的壓力狀況，並

先好好地照顧自己不時出現的負面情緒，如憂慮、無助、失望
和憤怒等，才能保持樂觀和積極，以正能量去感染孩子。
孩子情緒可能出現反覆，父母若能有包容支持的態度，能

讓孩子在過程中體驗到如何學習，以肯定自己的能力，也讓
他們嘗試找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孩子才能在經歷焦
慮的過程中，找到希望與勇氣。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李麗盈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百年聖心商學書院傳停辦
香港文匯訊（記者 高鈺）有愈107年歷史、位於中環堅道

的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近日傳出有意停辦，該校近年轉型為
自資專上院校，前年開始提供經評審的商業學高級文憑課
程，為香港首間天主教女子專上學院，現有逾220名學生。就
停辦的消息，本報昨曾以電話及電郵聯絡該校，但未獲回
應，教育局則回覆稱正在了解有關情況。
創辦於1905年的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為香港首所商科學

校，一直招收女生，主要提供相關秘書及商業課程。該校近
年轉型為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商科專上院校，2011年成功
通過學術評審，推出資歷架構第四級商業高級文憑課程。該
校過去兩學年收生未如預期，分別只取錄110名及113名副學
位學生，只及原定收生人數約七成；教育局「經評審專上課
程資料網（iPASS）」資料則顯示，該校現有221名註冊全日制
學生，全職及兼職教學人員共11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城巿大學有意成立本港首個動物醫學院，但該建

議曾於2010年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否決，該校早前再次提交修訂的發展計劃。教資會

主席鄭維新昨透露，將成立一個5人至7人的專責小組，從多方面研究有關建議，並將其

研究結果遞交當局考慮。他又指小組會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研究本地獸醫服務需求、

規模、學術程度及資源分配等，目前對城大的修訂未有任何看法及立場。

城大近年積極爭取開辦香港首個動物醫學院，
教資會2010年時曾表態指不支持城大以公帑

成立獸醫學院，認為其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存疑。
但城大去年底再次向教資會提交已修訂的動物醫
學院計劃，校方希望終獲教資會支持，並爭取於
明年招生。

鄭維新：態度開放 多方考慮

鄭維新昨表示，對城大的建議持開放態度，未
來可從不同方面，如學術、社會需求、學生出路
等探討城大成立獸醫學院的建議，並將物色本地
及海外專家，成立專責小組進行研究。城大發言
人回應指校方最新遞交的修訂版建議書，回應教
資會對成立獸醫學院的查詢，但具體內容不作透
露。
關於浸大近日大力爭取李惠利校舍整幅地皮以

作學校長遠發展，鄭維新表示，教育局已批准將

地皮的北部予浸大發展，至於南部的地皮是否可
提供浸大發展為中醫教學院，政府會與城規會討
論，教資會不便評論。

教資會續保持獨立專業

有報道指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將加入教資會為
委員，有人憂政府可借此干預學術自由，鄭維新
認為消息不能作實，強調教資會無法決定委員人
數的限制，一切根據功能決定，由行政長官委
任。他強調，教資會將繼續保持獨立、專業，捍
衛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至於近日公眾十分關注八大自資課程的賬目情

況，鄭維新表示，轄下的財務工作小組已約見了7
所高校管理層，檢討各院校對自資課程或活動的
收費水平、財政透明度等。小組在完成對所有院
校的評估後，將編制報告，並在年內發表以回應
公眾訴求。

將首辦集思會 商發展藍圖

鄭維新又指，教資會將於本月舉辦了首次集思
會，匯集了各資助院校高層代表，共同商討香港
高等教育界未來10年的發展藍圖，期望將來能深
化討論，為政府及社會就高等教育的撥款及發展
提供專業、獨立的意見。另教資會將推出新一輪
研究評審工作，為日後決定整體補助金撥款提供
更精準的參考；繼去年9月後，教資會將於今年3
月與本地學者舉行另一場諮詢大會，就評審工作
的準則及方法交流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中學文憑試增設
通識科，既要求學生知識廣博，又要求學生要多
角度思考。同時，教師需要多元化教材以支援教
學。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去年獲政府贊助開發「中
國和全球化互動與通識多元化教育：教材發展及
教學支援計劃（2011-2012）」，向本地中學提供通
識科多元化支援，包括硬件教材、網上平台、講
座、演講及戶外考察等，計劃昨舉行閉幕典禮，
逾50名參與計劃的師生出席。

主力「現代中國」「全球化」

2011年11月，「中國和全球化互動與通識多元
化教育」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約78萬元，舉行為
期一年的新高中通識支援計劃，目標是支援通識
科中2個單元：「現代中國」和「全球化」。過去
一年，計劃向10間合作中學提供不同支援，包括
多場通識講座、製作教材套及設立網上學習平台
等；又安排專家帶領學生到內地參觀環保和電子

企業等。
負責今次計劃的仁大歷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

副主任區志堅表示，感激學者、教師和其他各界
人士的支持。
有份參與計劃的聖公會陳融中學，該校的通識

科科主任李浩芬表示，計劃讓學生有機會親身到
內地了解當地物流業發展，是「課本外的知
識」，有助他們進一步認識內地在全球化之下的
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免費幼稚
園教育可行性，不過幼兒教育界對此明顯未「收貨」。10多個幼教團體昨聯合
召開記者會，不滿當局未有對15年免費教育作實質規劃，又質疑政府誇大相
關技術問題，強調政府應盡快就15年免費教育訂下具體時間表，並要在落實
前的過渡期訂定幼師薪級表、加大學券面額及為全日制學校提供更多支援。
教協、香港教師會、香港幼稚園協會、15年免費教育關注聯盟等10多個團

體於昨記者會指，不滿施政報告只提及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可行性」，質
疑具體政策的實施仍遙遙無期，要求政府盡快以分階段形式，確立15年免費
教育的時間表。

林翠玲：新學年學券只增710  令人失望

在過渡期間，團體認為政府要訂定多項即時措施，改善幼兒教育界現在面
對各種問題，包括老師薪酬欠理想、學券資助額不足、申領學券學費上限過
低，以及全日制幼稚園未獲合理支援等問題。教聯會幼兒教育政策發言人林
翠玲補充指政府近日宣布新學年學券金額只增加710元至每年17,510元，令
人失望。她認為應立即大增五成至25,200元，讓更多家長即時受惠免繳學
費。

15年免費教育無期 幼教界促盡快訂出

申
前
軍
營
地
建
私
大

耶
穌
會
促
速
審
批

■仁大通識

支援計劃昨

閉幕，多間

學校逾50名

師生出席。

劉景熙 攝

■樹仁大學

通識支援計

劃，目標是

「現代中國」

和 「 全 球

化」。

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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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晚回校分

享喜悅，場面盛大。該校創辦人兼校監譚萬鈞表示，學校的成功源於過去

的辦學表現，勉勵全校繼續努力，為社會培育更多人才，並為該校的百年

大計寫下更重要的一頁。該校還於聚餐前宣布將校內地下操場命名為「明

德廣場」，寓意同學能發揚種種人性的美德，努力追求知識，貢獻社會。當

晚還有「匯知時間囊」的環節，讓各位出席者把他們對學校的祝福語、過去

10年的感想、對未來10年的期望一一寫在心意卡上，再於下個10年回味。

■歐陽文倩

匯知操場命名「明德廣場」

■鄭維新指教資會將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城大設立

獸醫學院建議，但暫無時間表。 龐嘉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