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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宿舍經理 做月老助醫科生

唐偉章料2015年學生可「百分百」離港學習
理大活用神州人脈
參與祖國發展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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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理大5大策略範疇中，延
攬人才是重要一環。談及在全球化加上本地8大院校人才競
爭下，理大如何出奇制勝，唐偉章表示，因應334新學制推
行，為改善教職員福利待遇，理大今年內將啟動薪酬架構
檢討機制，以便招聘、培養、挽留及獎勵在教學、研究及
服務方面表現卓越的人員。

與他校對比 重福利待遇

唐偉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人才競爭是全球均面
對的挑戰，理大今年會全面檢討教職員薪酬福利制度，包
括為教職員提供房屋津貼，同時會與目標市場，包括同類
院校進行對比，以確保大學薪酬福利符合市場水平及具競
爭力。

根據策略發展計劃，為吸納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理大將
多管齊下，包括設立冠名教授計劃、推行卓越講座教授計
劃、鼓勵學系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等；同時為
支援學術人員進一步發展事業，理大將設立以工作表現為
本的加薪和獎勵計劃，又會提供完善研修假期制度和推行
專業休假，以協助學術人員發展研究和教學。

增研究支援 跨學科交流

除了個人待遇外，為增加對教職員的研究支援，唐偉章
說，理大經已透過多個跨學科研究所，讓大學現有教授超
越原有研究領域，與不同專業人員交流，拓闊研究空間。
目前多個跨學科研究單位及項目已在進行中，例如新設的

「可持續城市發展研究所」、「航空服務研究中心」；而化
學系與生物系亦緊密合作研發抗癌藥物，成績不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為配合334新學制改革，理大特別
把新設的「服務學習」科目列為4年制課程必修科，佔3個學分。唐
偉章指，希望藉此讓所有學生把專業知識和學術理論學以致用，參
與社會服務工作，務求貢獻社會。

建使命感 體驗社會需要

「服務學習」學科推行已有一個學期，理大至今已安排24項課程
供學生選擇，並經已與約80個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繫。唐偉章在香港
文匯報訪問中指出，該學科並非單純讓同學做義工，而是結合學術
成分及專業技能貢獻社會，「這樣既能幫助學生建立使命感，又能
令社會得益，學生也能從中體驗到社會需要，以及發揮正能量」。

該項目具學科針對性，如工程學生參與內地窮困村落簡單基建、
社會科學學生協助青少年策劃出路、電腦學生探討本地跨文化跨種
族科技應用等。不過，唐偉章坦言，因學科屬新制度，且規模龐
大，校方跟前線教師均面對不少挑戰。儘管如此，部分具相關經驗
的教師主動向其他人分享心得，校內上下也肯定課程有意義、值得
推行，期望新學制內，該學科逐漸發展成熟。

莘莘學子，任重而道遠。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使他們既對社會
有承擔，又具備專業才能，是「服務學習」課程的目標。而「有膽
量、立大志」，則是唐校長對理大學生的殷切期許。

服務學習科必修 非單純做義工

唐偉章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介紹指，2011
年理大已籌劃新的策略發展計劃，至今學

年初完成發表。計劃訂出知識轉移、國際化、參
與國家發展、校園、延攬人才5個策略範疇，藉
教學及研究兩大核心貫穿。他表明，希望能藉以
推動理大於原有的「實用」根基上，進一步追求
創意及卓越，並將畢業生培育成「實效夢想家」

（Practical Dreamer）。

深產學研基地 知識轉移大本營

在各策略範疇中，理大於參與國家發展方面尤
為突出。唐偉章指，理大目前已於內地建立了5

個發展基地，並將新設一所中國研究發展院，負
責統籌及支援大學內地整體的研究及發展。其
中，於深圳的產學研基地將為大本營，力推科研
及知識轉移，於珠三角地區建立起廣泛工商業界
網絡，目前已吸引不少公司進駐。

事實上，自深圳產學研基地成立以來，理大於
內地獲批的科研項目，已由2007年的4項增加至去
年的40項，獲批的研究經費更由61萬元大增50倍
至3,165萬元（人民幣）。

杭州西安北京四川設教學中心

另外，理大於杭州、西安、北京、四川也各設
有教學中心，過去多年培育大量內地碩士校友，
並與當地社會關係密切。唐偉章表示，未來各中
心將更集中在專長學科，其中杭州會發展酒店旅
遊，西安為創意文化管理，北京是社會工作學
科，四川則是護理與災後重建，各自延伸其專業
網絡，同時也成為理大學生內地學習的「連繫

點」，「各地中心除能提供行政支援，更能聯繫
內地校友及社會網絡，為同學安排大量的實習、
考察及服務機會。」

研東莞產業課程 與內地互補

理大也正在和東莞的政府部門商議，於當地提
供支援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專業及碩士課程，
唐偉章說，期望計劃能與內地做到互補，而教學
空間、資源等也要作全盤考慮。

唐偉章又稱，理大的內地發展也將與國際化部
分互補，該校已與超過20個國家的大學簽訂合作
意向書，招收歐美等地的國際學生，同時為學生
提供海外交流機會，加強教研的國際元素。他表
示，目前理大有近半學生能參與最少一個月的境
外學習體驗，包括內地及海外交流、考察、實習
等，透過推動國際化及上述多個內地基地發揮作
用，有關名額將能大幅增加，相信到2015年，全
校學生都能獲得離港學習機會。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龐嘉儀、任

智鵬）剛慶祝建校75周年的香港理工大

學，最新發表2012/13學年至2017/18學年

的6年期策略發展計劃，特別定出5大策略

範疇，以配合教學與研究的發展，當中

「參與國家發展」更是焦點之一。校長唐

偉章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大學正計劃

以深圳的產學研基地為大本營，結合其餘

4個內地發展基地的力量，讓大學的科研

及知識轉移成果更有效支援國家發展，同

時更能活用於內地的校友及工商界網絡，

豐富學生學習和發展事業的機會。而透過

內地基地以及拓展中的國際學術夥伴，預

計至2015年能達到「百分百」學生離港

學習的目標。

大學校長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五育中學35周年校慶繽紛大匯演
早前假沙田鄉議局大劇院舉行。當晚嘉賓、家長、老師和同
學千多人聚首一堂，場面熱鬧，3小時的演出，展示出同學多
才多藝的一面。

當晚節目包括互動英語話劇、中國舞、中國鼓藝、武術、
爵士舞、基督徒師生大合唱、管樂及敲擊樂表演及班際音樂
比賽等。參與演出的同學超過300人，同心為慶賀五育中學35
周年校慶而傾力演出。最後，在校長連鎮邦帶領下，各參與
演出的同學與嘉賓一同上台合唱新編的校歌，大匯演在此畫
上完美句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適齡升中學童未來4個學年累計減
少萬人，教育局早前推出延長超額
教師保留期至3年、減派方案等紓
緩措施，但被指令準教師入職更困
難。教育局總專業發展主任（教師
行政）李錦光昨日於官方網誌撰文
時表示，局方已因應未來10年學生
人口數據規劃本港師訓學額。他又
指，難以預留教席予準教師和制訂
準教師入職政策。而局方絕對不適
宜建議學校預留教席給某類申請

人。

規劃師訓額按生源調整

李錦光昨日於教育局網頁專欄
《局中人語》撰文，指坊間誤解當
局為應付升中人口下跌的措施令
準教師入職困難。他表示，減派
方案已盡量減低可能縮減的中一
班級數目及教席數目，連同保留
超額教師3年，可避免與準教師在
人力市場競逐教席空缺。他續
稱，局方規劃師訓院校資助培訓

學額時，已因應未來10年學生人
口變化作適當調整。他指每年均
有約2,000名中、小學教師因退休
或其他個人原因離職，有助吸納
新教師入職。

李錦光強調，教育局十分重視師
資培訓，亦理解準教師對就業前景
的憂慮。不過，任何涉及增加經常
性支出的建議，均必須有充足理據
和考慮政府長遠財政承擔能力。局
方難以預留教席予準教師和制訂準
教師入職政策。他又重申，絕對不
適宜建議學校預留教席給某類申請
人，促請學校聘用教師時堅守公平
和公開的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大學將於明日
（2月19日）舉行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表揚140名非教
學人員，當中包括1977年加入港大，現任醫科學生宿
舍何善衡夫人堂經理陳捷貴。回首36年在港大服務的
歲月，他最難忘的是曾幫助於求學期間懷孕的醫科女
生安排住宿，最後見證女生與男友共諧連理，因緣際
會成為「月下老人」，令他倍感欣慰。

車禍後任職 已服務36載
陳捷貴早年曾擔任教師、文員、銀行從業員等不同

工種，1975年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令他身受重傷。
他昏迷2日2夜後傷癒，後來任職銀行後勤工作，經歷
了人生低潮。至1977年，他決定轉職港大物業部，工
餘時奮發向上，讀書進修，後取得美國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一直服務港大至今。

醫科生懷孕 男友獲「破格」接待
他在港大服務期間，曾接觸一名醫科女生。她暑假

到非洲交流期間，與一名非牟利組織非洲籍監督發生
關係並懷孕。由於女生尚在求學，無奈下向陳捷貴求
助。後來醫科女生男友遠從非洲赴港，獲陳捷貴安排
入住港大宿舍侍產。

女生產子後繼續在港大就學，最終與非洲籍男友共
諧連理。陳捷貴指，這次屬於「破格」接待，過程中
他向校方極力爭取，到最後成功協助學生得到通融與

安頓，這段愛
情故事最終得
以開花結果。

雖 年 屆 6 3
歲，接近退休
之齡，但陳捷
貴還經常親力
親為處理學生
事務，如協助
組織宿生會，
並每年協辦不
少學生聯誼活
動 等 。 他 坦
言，十分享受
與年輕人交流
的時光。而他
身為港大職員
協會會長，一
直努力為大學
職 工 爭 取 權
益。

今年獲港大頒發長期服務獎的員工來自56個部門，
其中13名員工獲頒發40年長期服務獎，16名獲35年長
期服務獎，獲頒發25年及15年服務獎的分別有36人及
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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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難制訂準教師入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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