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前李惠利校舍地皮近
日引發爭議後，浸大與政府昨首次同場出席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會議，席間浸大校長陳新滋表示，大學自
2005年起已向教育局要求全幅李惠利用地留作大學發

展，去年10月又與食物及衛生局官員「正式」會面，當
時政府承諾協助浸大籌辦中醫院，如今卻將該地改建豪
宅，有違「社會公義」。

食衛局指無政策撥地建私院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在會上重申，教資會按照既定公
式計算大學教學面積；食衛局副秘書長謝小華則指，原
則上支持興建中醫院，但現行無政策為個別團體提供土
地發展私營中醫院。
陳新滋表示，興建中醫院是他就任校長以來所構建的

「2020年願景」發展規劃之一，並經過全體校董通過，
而政府突然更改土地用途，利用教育用地興建豪宅，是
「開了壞先例」，不利本地教育發展，影響香港長遠競爭
力。會上浸大學生會長馮靖汶宣讀聲明，指政府不應以
房屋問題「急市民所急」而犧牲教育用地，將地皮倉卒
納入賣地表更有官商勾結之嫌。
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指，現時港大、中大及浸大均有開

辦中醫課程，但學生無臨床實習基地，質疑政府是否有
誠意支持本地中醫發展及興建中醫院。楊潤雄表示，基
於院校自主原則，院校在開設有關課程及學生實習安排
上，相信已與教資會達成共識。謝小華又指，目前本地
只有中醫門診服務，政府需就中醫住院服務進行研究，
包括規模、人手、設置、管理等，原則上支持相關發
展。

立會教委會反對改為住宅用途

會議進行期間，浸大約200名師生在立法會場外抗
議，其間高叫口號及舉橫額。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昨通過沒有約束力的議案，反對把前李惠利地皮改為住
宅用途，浸大發言人表示，教育事務委員會及區議會都
不贊成政府立場，顯示建議不獲民意支持，又指政府現
行建議是雙輸方案，浸大師生會繼續以一人一信方式向
城規會表達意見，並樂意與政府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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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05年起爭全幅李惠利地

提早到場最後惡補 嘆臨場發言權被搶
文憑試生乏信心
中文口試題不難

理大研「火旋風」效應 助防㢈槽火

昨日是中學文憑試正式開考的大日子，與往年不同，考評
局今年將中國語文科卷四（口試）改為最先開考的科

目，不少考生需調整溫習策略。昨日在沙田區兩所中學的試
場所見，大批考生均提前約半小時至一小時準備。部分考生
爭分奪秒，手執「天書」作最後衝刺，部分人則靜心等候開
考，未見有考生遲到。曾太是少數陪伴子女到場應試的家
長，她坦言：「希望給予兒子支持，他語文較差，叫過他去
補習，但最終只能靠他自己。」

論大學普及 朗讀深字少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的何同學直言，對考試沒有信心，在未
入試場前，心一直在抖，自己語文成績較差，在校內的表現
一向未如理想，口語更試過全班包尾，而開考前2個月來只練
習過兩次口試，「根本不知有甚麼要溫習」，所以已經打定輸
數。他預期中國語文科只能考獲2級，英國語文更預期只能考
獲1級，低於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3級。
試題方面，其中一題小組討論題目是香港的大學應否普及

化。沙田蘇浙公學歐同學表示，今次應考小組討論的題目不
算難，甚至比平時練習的更容易。在朗讀文章部分，只遇上
少數艱深的字，例如「淖」和「淼」等。不過，考畢後，她
認為自己表現一般，預期只有4級，較目標5級和5**級低。她
指，口試遇上「高手」，既積極發言，又將自己本想援引的例
子先行引用，影響她臨場表現。

上周操20次 表現仍一般

迦密聖道中學的陳同學同樣認為小組討論題目不難，考問
的題材平時也曾接觸。為了應付中文口試，她上周加緊操練
20次，她指不擅於爭取發言，在小組討論時十分吃虧，「平
日考試都手震，唯有努力掩飾」，最後她在15分鐘的討論環節
成功發言3次，但仍認為表現一般。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建議，考生考畢口試

後，別太介意個人表現，也不要與其他考生比較。即使首科
失手，不宜過分執㠥，反應將㠥眼點放於其他即將應考的科
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第二屆中學文憑考

昨日正式開考，首科為中國語文科卷四（口試）。就

記者現場所見，不少考生均提早到試場準備，有家

長亦親身陪子女到試場。據了解，完成整個口試大

約需時兩小時，有考生應考後表示，題目簡單，但

發言權被搶，認為自己表現較平庸；亦有考生坦言

沒有做準備，預料成績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文憑試是殺入大學
的門檻，應戰者難免忐忑不安，學友社的求助熱線
於過去半年共接獲約700個求助電話，較去年同期約
500個急增逾三成。求助者七成是學生，其餘屬家
長。學友社表示，考生知道升大學門檻高，多問升
學資訊，期望增加升讀大學的機會；家長則多不清
楚新學制，又不了解子女的溫習情況，較考生表現
更緊張。

學友社：八成問升學資訊

據學友社資料顯示，今屆文憑試開考前半年，共

接聽675個的求助電話，較去年同期的498個，大幅
上升35.5%，其中在去年9月至12月是接獲求助電話
的高峰期，達409個，明顯較2011年同期226個多出
近1倍。整體有八成人主要查詢升學資訊，如選科、
聯招報名和大學計分方法等；另有兩成求助者表示
感到困擾和無助。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示，去年

是首屆文憑試，考生在新學制未有過往升學參考的
情況下，可謂「無從問起」，加上他們相信4科必修
科「3322」的成績可入大學，故來電求助人數較
少。在汲取首屆文憑試考生的經驗後，應屆考生發

現實際入學要求高於預期，故表現緊張，並提早查
詢升學資訊，期望有助提高升讀大學機會率，求助
數字因而急升。
吳寶城又表示，今年出現「家長緊張過學生」的情

況，家長多就與子女溝通問題求助，「有些家長見仔
女好似沒準備應試，感到憂慮；又有些家長見子女太
勤力，擔心他們太辛苦，故致電求助」。由於溝通問
題不易解決，故輔導家長的時間，一般較學生長。
新高中學制自2009年推行至今到第四年，有家長

仍然不清楚新舊學制的不同之處，例如文憑試計算
成績的方法已經由以往俗稱「拉curve」的「常模參
照」模式，改為「水平參照」模式，以7個等級來評
定考生的表現。部分家長來電原因主要是想查詢新
學制的資料。

求助電話增三成 家長緊張過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2011年底的花園街大
火近日開展死因研訊，再次引發公眾對消防安全的反
思。香港人煙稠密，摩天大廈林立，一旦發生火警，後
果堪虞。理工大學屋宇設備工程學系系主任、剛當選香
港工程科學院院士的周允基指，很多地方都存有消防隱
患，如商場中擺放的巨型塑膠聖誕樹、開放式廚房、甚
至電梯槽可能出現的「火旋風」效應等，都值得關注。
目前學界對「火旋風」研究雖屬初級階段，但相信長遠
有助加強科學於滅火時扮演角色。
「火旋風」以龍捲風形狀發展，火種會向上急升，比

一般火勢蔓延速度快3倍至4倍，且熱釋放率高，易燃性
強，一旦出現可引致災難性後果。科學家於100年前美
國一場森林大火首次發現此現象，而1996年香港嘉利大
廈5級火中，於電梯槽亦有出現過類似現象，值得關
注。

缺場地 須內地做大型實驗

周允基表示，目前學界對「火旋風」研究只屬初階，
由於香港欠合適場地，大型實驗只能在內地進行。他3
年前已開始相關研究項目，共獲研資局120萬元資助，
預計兩年後有成果，料未來在撲滅電梯槽或梯間火勢
時，科研性會大大增強提高效率。
他又指，發達地區的摩天大廈，由於高層風勢強勁，

風助火勢的情形下，容易形成「風火效應」令災情惡
化，但現時學界對其機理認識不深，因此有研究必要，
「加上摩天大廈層數多，人群疏散需時，如馬來西亞的
雙子塔甚至需要2小時，目前香港超高層建築林立，更
要留意」。對於家居消防隱患，他指，現時高層細單位
的開放式廚房設計，缺乏防煙阻隔，建議應安裝噴淋系

統；而火災危險性高的㜜房單位，除了加強消防設備，
最重要是改善安全管理，「盡量向零意外出發，防患於
未然」。
周允基主導理大消防工程研究中心多項研究項目，包

括大型中庭、超高層建築、深層地鐵月台、長隧道和綠
色建築的火災安全研究；目前該校也與哈爾濱、成都等
地院校有合作關係，又於合肥與中國科技大學共同建立
了「大空間建築火災安全和技術研究中心」，「 內地一
二線城市發展迅速，有地方和資金，令書本上的知識有
機會實踐，水立方、鳥巢的防火設計，我們都有幸參與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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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太陪兒子到試場應考口

試打氣。 劉國權 攝

■約200名浸大師生到立法會場外示威，校長陳新滋（前

左一）到場聲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楊潤雄重申政府按既定

機制計算大學教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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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允基示範「火旋風」實驗，預計研究成果將能加強

滅火的科研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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