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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後隨時「無車搭」教聯會促檢討發牌制
兩成校遇「零入標」
校巴報價貴2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聯會黃楚標中學第六屆
畢業典禮日前圓滿結束，校方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梁乃鵬主禮。校長鍾銑玲在校務報告表示，學校去年取得
不少長足發展，首先是邀請了校外專家學者到校觀課指
導、分享經驗，提升學教素質。另學校繼續與大學及社區
團體保持緊密合作，並借助社區資源，使學習活動多元
化，開闊學生眼界。為了讓同學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校方
組織了不同類型的交流考察。

梁乃鵬在典禮上致辭時，與畢業生分享了自身成長經
歷，勉勵同學要為不同人生階段訂立目標，實踐計劃，堅
毅不屈地為夢想奮鬥。他又希望畢業生以身為中國人為
榮，並熱愛、認識及關心祖國，為祖國發展作出貢獻。

楊耀忠謝創辦人捐20萬

校監楊耀忠勉勵畢業生必須抱㠥感恩的心，以建設國
家、造福香江為己任。他又感謝學校創辦人黃楚標捐出20
萬元，資助學生參與各種活動。

典禮當日，嘉賓雲集，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各區學校校
長、教育機構代表、家長等。其後家長及畢業生紛紛與校
長、老師合照，盡顯依依不捨之情，場面溫馨感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被派往大埔區小學的北區學
童原區就學需要，教育局安排「返回機制」，昨日起一連3日接受
申請。當局估計約200人參加，並已於上水及粉嶺25間小學預留
198個學額，但參加的學童家長須先放棄大埔學額，亦不可選擇
學校，只能以隨機方式編配，本月24日將向申請人通知結果。另
一邊廂，北區小學校長會昨日約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商討確保
教學質素和長遠解決跨境學童的問題。

「返回制」下周一有結果

今年逾1,200名跨境童於北區校網申請升小統一派位，最終該
區須向大埔借調約400個學額。教育局估計，最多有200人參與

「返回機制」，早前已公布提供學額學校的名單。採用空置校舍的
鳳溪第一小學附屬學校，提供99個學額；25間上水及粉嶺的小學
提供99個學額。申請昨日起開始，合資格學童家長可於今明兩天
辦公時間致電教育局：2574 5799或2574 7198登記，並傳真或郵
寄申請「回條」確認。學位將以電腦抽籤形式隨機分配，並於下
周一（本月24日）公布結果。若家長不滿意結果，可於7月2日前
向個別學校「叩門」。

為應對跨境學童引致學額不足的問題，北區全區小學新學年會
回復至每班33人或以上，令家長擔心教學質素受影響。香港教育
學院小班教學中心總監陳錦榮認為，學校應調節教學法，包括延
長每堂課節時間，並集中安排老師任教同一級別的科目，讓教師
有更大空間優化教學質素。教育局表示，會為北區學校提供額外
資源，同時透過專業發展活動，優化教師教學策略。

北區小學校長會昨日就此與吳克儉會面，主席陳紹鴻指，期望
局方可清晰交待返回機制分派學額準則，以及提出方案，確保教
學質素和長遠解決跨境學童引致的學額供求問題。

北區校長晤吳克儉
商長策解學額不足

筆者早前拜讀藝
人羅慧娟著作——

《活在地上》，書中
提到「我的人生好
圓 滿 」， 還 說 ：

「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作者一生經歷「負
資產」、意外失聰、患抑鬱症，最後因胰藏癌離
世，終年才45歲。閱讀過程中走過她的生命歷
程，讀者可看到很多困難、遺憾，但她仍然樂
觀、堅強地面對，而且愈活愈起勁，令人佩
服。

遇不如意 先棄「強求」觀念

生命無常，人生路上的高低起跌、甜酸苦
辣，是無可避免的。這刻，可能擁有一切；下

一刻，可能已變得一無所有。很多時候，當我
們遇到不如意稱心的事，就會不自覺因循地作
出反應，這些習性會令我們喪失洞察力，影響
我們處事的彈性和自由。一般來說，我們對事
物可能有三種反應：

一、想抓住不放，貪戀以往或目前所得的，
渴慕得到更多未得到的；

二、想逃避，厭惡目前經歷，恐懼迴避、抗
拒新事物；

三、心不在焉、感覺系統失靈、不懂反應，
就像身體與心靈分開了。

這些反應都是不自覺的，但都會為我們帶來
煩惱。要擺脫煩惱，就要先放棄「強求」的觀
念。面對自己無法改變的情境，要學會隨遇而
安。這種心靈的境界，如何能做到？學習靜觀

（Mindfulness），其實十分有幫助。「靜觀」能
讓我們覺察自己的狀況，檢視阻礙隨遇而安的
地方，提升心靈質素。研究顯示，「靜觀」能
有效減輕生活壓力，情緒困擾，甚至減輕身心
疾病。

隨遇而安 學習一生

你可能會認為，要隨遇而安、放下執㠥，談
何容易？沒錯，這可能是一生的學習，是一個
境界，是一個做人的方向。問題是，你是否願
意選擇向㠥這方向走？你起步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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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慧娟：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去年是大專生入學「雙軌年」，引
起自資院校「超收」風波，同時對大專生學費資助也構成影響。
有市民早前多次向教育局、立法會公共申訴辦事處、行政長官辦
公室、申訴專員公署反映，指學資處審批「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及貸款計劃程序冗長，要求該處提早發放部分學費及生活費津
貼，應付申請者需要。教育局回應時解釋指，學資處去年開學初
期接獲的學生資助申請，較往年同期高近1.7倍，可能影響處理
申請時間。該處正開發全新電腦系統，可望大幅改善審批流程及
提升效率。

雙軌年效應 已提早協調

教育局對於該市民的意見回覆立法會文件指，「雙軌年」下，
大專院校新生倍增，去年9月至10月期間，共接獲1.6萬份資助計
劃申請，遠多於過往同期約6,000份。雖然處方已提早與自資院
校協調，但高峰期仍可能需較長時間處理。文件又指出，學資處
設有機制協助有特別經濟困難的人士，加快其申請審批，未來會
加強宣傳，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隨㠥新學制過渡，學資處相信，未來處理新生申請嚴峻情況將
可改善，處方正開發新的處理學生申請電腦系統，並會改善現有
工作流程，希望提升處理學生資助效率。

教局研新系統 加速批學貸

合約期內索加價 學校硬食

黃楚標校畢業禮
梁乃鵬勉熱愛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校巴供應不足及費用高昂的問題，近年令學

界深受困擾。教聯會上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以了解校巴招標情況。昨日公

布的結果發現，校巴公司報價持續高企，今年價格更較去年平均增加26.3%。

由於校巴供應緊張，學校普遍提早招標，以及處理新學年校巴情況，但平均只

有1間校巴公司報價，更有兩成學校面對「零入標」窘境，該校學生9月後很

可能面對「無車搭」危機。教聯會指，調查顯示，校巴公司對學校服務意慾低

落，促請政府介入，為學校提供支援及配套措施，同時檢討校巴發牌制度。

教聯會今年5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獲
得228間學校回應，當中以小學為主。

八成半受訪學校本學年有提供校巴服務；另
有18間過往有校巴的學校，去年因見報價上
升或沒公司入標，故今年取消校巴安排，整
體約8%。就9月新學年校巴情況，近八成學
校表示，校巴需求「頗大」至「極大」。至
今已有29.5%學校完成招標程序，較去年同
期1.5%大幅上升，反映因招標校巴越見困
難，多間學校今年已索性提早啟動。

服務意慾低 學校難議價
調查又顯示，逾八成半學校直言，感到招

標困難。不少學校主動邀請校巴公司承辦服
務，撇除尚未截止者，每校平均向7間公司
發出邀請，但平均卻只有1間公司報價，當
中更有20.4%學校面臨「零入標」困境，反
映校巴公司服務意慾低落，學校處於被動狀
態，欠選擇權及議價能力。至於「零入標」
者，未來更可能要取消校巴接載學生安排。
而有接獲服務報價的學校，多達96.5%指價
格明顯上升，平均水平較去年高出26.3%，
較去年11.4%增幅更嚴重。

八成半學校憂家長不滿
對於校巴招標困難及加價，逾八成半學校

指，此舉會引起家長不滿。六成學校表示，

會影響收生。兩成半學校稱，因要補貼校巴
費用而增加學校財政壓力。為解決問題，三
成學校指，會嘗試「重整校巴路線」及「調
高校巴費/由學校補貼車費」。兩成學校表
示，會改時間表，甚至減少課外活動，以遷
就校巴時間。

王惠成籲設津貼助經營
有校巴業界代表指，由於保險、維修費、

司機及保姆工資上升和通脹壓力，經營成本
大增，不少校巴公司近年已轉做旅遊巴生
意，以提高收入，反映業界經營困難。教聯
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學童人口將逐步回
升，加上跨境童不斷增加，預計校巴需求量
會更大。他建議運輸署檢討校巴發牌制度，
盡快推出有效措施增加供應量，同時促請政
府為校巴短缺的學校提供支援及配套措施，
如向需要跨區上學者提供車費津貼，或為校
巴業界提供保姆、油價津貼等，改善經營環
境。

教局：取決於市場運作
教育局回應指，現時中小學因應學生家長

對校巴的需求作出相應安排，是否有足夠及
價格合理的校巴供選擇，主要取決於商業市
場運作。當局會就相關問題與學校保持聯
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校巴服務供應持續緊張，車
費高企，教聯會引述個別學校指，有校巴公司報價加幅高達
100%。有港島區某津小，學生每月車費高達1,700元，以20天
至22天上課日計，日均所付車資近80元。教聯會表示，北區
因受跨境學童影響，校巴緊張情況將會變得更嚴重，部分校
巴公司更會在合約期內提出加價，學校感到無奈。

林翠玲：家長難捱車費

身兼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理事林翠玲表示，除了全港性問
題外，北區及大埔區因跨境童和本地跨區學童影響，將進一
步增加校巴需求量，期望教育局正視問題，及早研究對策。
至於家長面對的車費問題也極大，「如曾有校巴公司經營接
載跨境童生意，路程不長，卻收取每月1,500元車資，更以人
民幣支付」。

本身為小學校長的教聯會理事陳美娟指，一般情況下，學
校與校巴公司合約期會維持2年至3年，但部分校巴公司會在
合約期內提出加價，即使已簽合約，也未能確保價格穩定。
學校議價能力和選擇權極低，往往只能無奈地接受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由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大學承
辦的「2013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
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昨日（17日）
在中國傳媒大學（中傳）舉行開班
儀式，來自本港約100名傳媒專業大
學生，將在北京開始為期8天的訪問
學習之旅。

據了解，大會安排了中國傳媒大
學多位知名教授授課，內容涵蓋基
本法與「一國兩制」、新中國建立
以來的成就和挑戰、內地傳媒概況
及改革前景、內地改革開放及社會
問題、北京的歷史及風俗等。學員
還將參訪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
解放軍軍營、北京青年報、中國國
際廣播電台等，更全面地認識國
家。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艾宏歌、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副書記
田維義、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增
和、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兼北京分社
社長秦占國、「未來之星」同學會總
幹事李凌欣等出席了開班典禮。

艾宏歌勉多學多看多聽

艾宏歌表示，「未來之星」學員
日後大多從事傳媒行業，故了解國
情、學習國情十分重要。他希望學
員充分利用這幾天，多學、多看、
多聽，並把所學運用到今後學習和
工作上，為實現「中國夢」發揮積

極作用。

田維義：加強兩地互動

田維義對參加國情班的同學表示
熱烈歡迎，並介紹了傳媒大學概
況。他指該校已是第七年承辦活
動，至今共接待來自香港6所大學
700多名傳媒專業大學生。通過在內
地學習、參觀和交流，學員可開闊
視野，民族自豪感亦會增強，對加
強內地和香港傳媒界互動，培養優
秀傳媒人才，起到重要的推動作
用。

姜增和盼同學記四要素

姜增和表示，希望同學在北京遊學
期間，記住四個要素。第一，有修練
心態，同學應正確、客觀地認識祖國
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新的探索研究
中獲得知識、開拓思維。第二，懂得
尊重，以開放心態接受這種差異，從
中產生創新火花。第三，堅持，他希
望同學互相鼓勵，在堅持學習的過程
中共同提高。第四，敢於擔當社會責
任，發揮聰明才智。

學生代表陳嘉怡表示，是次活動

除了兼具實用性和知識性外，更難
能可貴的是，學員有機會參觀北京
青年報、國際廣播電台等專業傳媒
機構，了解其內部運作。而訪問國
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機會更是珍
貴，同學將可得到不同層面的收
穫。

「未來之星」傳媒專業國情課程
班自2007年開辦以來，已連續7年與
中國傳媒大學合作，同時得到教育
部、外交部、中聯辦、港澳辦、國
務院新聞辦、港澳駐軍辦等機構長
期關注與支持。

「未來之星」國情培訓中傳開班

■教聯會促請政府檢討校巴發牌制度，以增加供應量。

龐嘉儀 攝

■楊耀忠(前右)向創辦人黃楚標致謝。 校方供圖

■主禮嘉賓梁乃鵬向學生頒發證書。 校方供圖

■約100名香港傳媒專業的大專學生參加「未來之星國情班」，昨日於北京中國傳媒大學舉行開班儀式。 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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