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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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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有狂風驟雨及幾陣雷暴，海面有大浪

氣溫：25℃-28℃ 濕度：80%-95%
潮漲：02:15(1.9m) 15:27(1.4m)
潮退：08:15(1.0m) 19:49(1.1m)
日出：06:00 日落：18:56

16/8(星期五) 17/8(星期六) 18/8(星期日)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0－4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25－55
空氣指數：輕微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19/8(星期一)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多雲

有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驟雨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大驟雨

海面有大浪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5℃ 33℃ 多雲
長　　春 22℃ 28℃ 雷暴
長　　沙 29℃ 35℃ 有雨
成　　都 24℃ 34℃ 多雲
重　　慶 28℃ 37℃ 多雲

福　　州 26℃ 32℃ 有雨
廣　　州 24℃ 28℃ 有雨
貴　　陽 20℃ 28℃ 驟雨
海　　口 24℃ 32℃ 驟雨
杭　　州 28℃ 37℃ 多雲
哈 爾 濱 22℃ 28℃ 雷暴
合　　肥 28℃ 37℃ 多雲

呼和浩特 20℃ 29℃ 多雲
濟　　南 27℃ 36℃ 天晴
昆　　明 17℃ 26℃ 驟雨
蘭　　州 19℃ 32℃ 多雲
拉　　薩 10℃ 23℃ 多雲
南　　昌 29℃ 35℃ 多雲
南　　京 28℃ 36℃ 多雲

南　　寧 23℃ 28℃ 有雨
上　　海 28℃ 35℃ 多雲
瀋　　陽 25℃ 31℃ 雷暴
石 家 莊 26℃ 35℃ 多雲
台　　北 27℃ 29℃ 有雨
太　　原 21℃ 33℃ 多雲
天　　津 27℃ 35℃ 密雲

烏魯木齊 15℃ 24℃ 多雲
武　　漢 28℃ 36℃ 多雲
西　　安 26℃ 36℃ 多雲
廈　　門 23℃ 29℃ 有雨
西　　寧 14℃ 28℃ 雷暴
銀　　川 22℃ 33℃ 多雲
鄭　　州 27℃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4℃ 35℃ 雷暴
河　　內 27℃ 31℃ 密雲
雅 加 達 24℃ 33℃ 有雨
吉 隆 坡 25℃ 33℃ 天晴

馬 尼 拉 25℃ 30℃ 密雲
新 德 里 26℃ 33℃ 雷暴
首　　爾 26℃ 33℃ 多雲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28℃ 35℃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8℃ 17℃ 天晴

悉　　尼 10℃ 19℃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0℃ 20℃ 多雲
雅　　典 24℃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1℃ 22℃ 多雲
日 內 瓦 12℃ 24℃ 天晴
里 斯 本 22℃ 35℃ 天晴

倫　　敦 13℃ 22℃ 明朗
馬 德 里 20℃ 35℃ 天晴
莫 斯 科 14℃ 20℃ 有雨
巴　　黎 12℃ 24℃ 天晴
羅　　馬 20℃ 29℃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2℃ 23℃ 多雲

檀 香 山 23℃ 31℃ 多雲
洛 杉 磯 17℃ 28℃ 多雲
紐　　約 18℃ 24℃ 天晴
三 藩 市 13℃ 22℃ 大風
多 倫 多 10℃ 21℃ 天晴
溫 哥 華 14℃ 22℃ 多雲
華 盛 頓 18℃ 27℃ 多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鈺）

雙非學童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在
全國「兩會」期間提案，建議國家教育部
准許香港特區政府在深圳設立官立小學，
畢業資歷等同香港小學畢業，既可以鼓勵
居深學童原區讀書，亦有助香港學童原區
上學。國家教育部回覆表示，會聯同有關
部門進行可行性研究及論證，並在論證結
果可行的基礎上報請中央政府原則同意
後，建議由特區政府教育局與廣東省教育
廳和深圳巿教育局協商，制定設立香港官
立小學的具體細則。

田北辰提案促解跨境死結

田北辰在今年全國「兩會」提交《興
建香港官校，幫助兩地學童原區就讀》

的提案，引用香港教育局的統計，指
2012/13學年有超過1.64萬名學童跨境到
香港上學，包括7,454名幼兒園學生及
6,749名小學生，其中大多入讀香港北區
校網的學校，加上居住北區的學童多選
擇原區就讀，令該區在2013/14學年欠缺
1,400個小學學額，未能入讀北區學校的
學童，包括深圳及香港的學童須跨區就
學，除令學生舟車勞頓外，更容易引發
安全問題。

資歷等同香港小學畢業

因此，他建議中央政府核准香港特區
政府在深圳興辦的小學：小學採用香港
的學制，由香港教師跨區執教，學生畢
業後所獲資歷等同香港小學畢業，既可
鼓勵居深學童留在原區就讀，也可減輕

香港北區學額的壓力，及避免發生因交
通引發的安全問題。據估計，目前由深
圳來港上學的6,749名小學生，按1比20的
師生比例，需200多名教師，「由200多
名成人教師跨境教學，部分還可移居於
內地，比6,000多名小學生跨境上學更安
全、合乎各方利益」。

國家教育部早前回覆田北辰，表示將聯
同有關部門進行可行性調研和論證，並在
論證結果可行的基礎上報請中央政府原則
同意後，建議由特區政府教育局與廣東省
教育廳和深圳巿教育局協商，制定設立香
港官立小學的具體細則，深圳巿教育局將
其納入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範圍管理。

擬參照港人子弟學校模式

回覆中又指，深圳目前有2所「港人子

弟學校」及4個「港人子弟班」，但已無法
滿足內地港人子女的就學要求，故教育部
會與香港教育局、廣東省和深圳巿的教育
部門，對當地港人子女和雙非學齡兒童少
年的入學需求進行調研、論證，並在此基
礎上考慮參照港人子弟學校和港人子弟班
模式，根據實際需要在深圳、廣州等地選
擇現有學校設立專門接受香港適齡兒童少
年和雙非學齡兒童少年的班級，或參照外
籍人員子女學校設立辦法設立專門學校，
為港人子女和雙非學齡兒童少年就學提供
更加全面的保障。

港教局：影響深遠須慎研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深港兩地教育
部門正在深圳推行港人子弟學校及港人子
弟班的試行計劃，當局會繼續檢視該計劃
的運作和發展，亦並考慮各項建議的可行
性，而於深圳設香港官小的建議涉及福利
可攜的政策，議題複雜，且影響深遠，因
此須深入研究，從長計議。

■田北辰於今年「兩會」提交提案，建議核

准特區政府於深圳設立官立小學。資料圖片

國家教育部研深辦港「官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預料

於今日公布專為跨境童而設的新校網安排，

以紓緩近年北區學位嚴重不足的問題。雖然

社會普遍認為新校網做法可行，不過仍有連

串後續問題須解決，包括交通安排、家長開

支大增、地區錯配、如何提供足夠資訊及是

否牽涉制度不公5大挑戰（見另稿）。學界及

家長都期望，當局在推行新校網的同時，亦

應妥善處理各種潛在問題，以免犧牲跨境童

應有權益。

7,800跨境生全獲發禁區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鑑於北區學額不

足，不少跨境學童都漸分流向其他地區就學。其中
屯門區幼稚園及小學跨境生人數便急速增長，
2008/09年至今大增逾11倍。教育局並應區內學校要
求，首次允許在該區上學的跨境童，申請落馬洲支
線的禁區許可證（禁區紙），讓他們可以由校巴於口
岸直接接載到校。而連同落馬洲支線及羅湖兩個管
制口岸，政府共收到7,800份學童禁區紙申請，尚未
超出兩個口岸共8,400人的上限，故有關申請全數獲
批。

本學年首納屯門學校

屯門區跨境童人數不斷增加，教育局資料顯示，
2008/09年該區幼稚園及小學跨境生只得143人，至

2012/13年已急增逾11倍達1,843人。教育局發言人
指，屯門區學校過往曾向政府提出訴求，希望將該
區納入落馬洲支線學童禁區許可證的申請範圍。政
府考慮到近年該區跨境童數目大幅增加，決定由
2013/2014學年起，接受該區跨境童申請落馬洲支線
禁區紙，連同原本的北區、大埔、元朗及沙田區，
合共5區的幼稚園及小一至小四合資格的跨境學童均
可提出申請。

目前落馬洲支線及羅湖禁區學童處理量上限分別
為5 ,800及2,600人，即合共8,400人。教育局發言人
補充，如跨境童數目最高處理量達到飽和，政府將
停止簽發該口岸的學童禁區紙。而政府至今收到約
7,800份羅湖及落馬洲支線禁區紙申請，由於未超上
限故全數獲批。

中大深圳校最快明年招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備受關注的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啟動校區建設已經進入裝修階
段，總體進度約完成65%，預計今年底可以交付使用，
明年將啟動招生數百人。

據介紹，中文大學（深圳）啟動校區位於深圳市信息
職業技術學院新校區對面，緊鄰龍翔大道，原址為百達
廠房，2011年改造為大運文化園，後為加快推動中文大
學（深圳）籌建工作，將其改造為啟動校區。改造後用
於一期校區完工前的行政樓、圖書館、教學樓、多功能
廳和教職工宿舍等8棟建築，總建築面積為5.5萬平方
米。校區沿襲香港中大的書院模式，設有一座本科生書
院、兩座研究生書院，啟動校區總投資概算為2.4億
元，其中建安費為1.4億元，由深圳市政府投資。

四散恐難安排校車 家長憂開支增

跨境童新校網配套5挑戰
據悉，在新校網設計下，2014/15學年升小的跨

境童將會被分流到8個鄰近邊境校網的全體學
校，以及東涌和馬鞍山等有接收跨境生經驗的學
校。學生四散他區，大埔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朱景玄
預料，不少學校都有可能取錄少於10名跨境生，令
校巴服務安排變困難。事實上，一般校巴服務均由
學校為家長代辦，如果欠校巴服務，家長有可能要
自行接送子女或轉校。他透露，過往小一自行分配
學位後，就有8%至10%的家長放棄獲派學校，當中
大部分跨境童都因為無法解決交通問題而轉校。

學生憂未天光需起床

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近年亦有提供校巴服務，主席
黃菁葒擔心跨境校網做法不切實際，她指，「一間學
校派幾個（跨境學童），每間學校上課、假期、考試
時間不同，好難遷就」。她以東涌區為例，如果區內
每校取錄5名學生，一輛車有60個座位，即是早上8時
半上課前要派送12間學校。假設每間學校上落時間為
5分鐘，校車需要提早7時半到達東涌，即是要學生6
時半過關，屆時「學生未見到太陽就要起床上學」。

東涌上學車費貴六成

她續稱，落馬洲支線到上水的車資每月約為750
元；同一起點到東涌則需1,250元，縱使家長願意到
較遠地區上學，車費開支卻大增六成，「政府一廂
情願，有沒有問過家長的意願？」

就車費問題，跨境學童政策關注組發言人梁秉堅
亦引述跨境家長指，近年有關基本車資已加價兩倍
多，更有校巴公司要求預繳3個月車資作按金，財政
壓力大增。他表示，關注組本月曾與教育局會面，
提出監管校巴公司收費，惟政府只回覆指無法控制
市場價格。

犧牲補課時間礙學習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亦指，校
車是跨境家長的重要考慮元素，若未能妥善安排，
將直接影響跨境生分流至不同地區的成效。她又
指，本地學童有足夠的時間學習和參加活動，但跨
境學童為了趕校車，或會犧牲補課時間，妨礙學童
學習。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校巴公司和家
長要互相配合，否則難以安排交通。深港教育交流
中心總監蔡雯兒則認為，當局需要先跟校巴公司開
會準備「東風」(交通配套)，配合新校網的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除交通配套及相關開
支外，跨境校網或會引致地區錯配的問題，例如居於
深圳羅湖區的跨境生，可能會被派往屯門或東涌，而
居於深圳西部的學生，則可能被派往馬鞍山，一來一
回覆蓋大半個香港。另外，如何向跨境生家長提供足
夠資訊，及是否牽涉到制度不公等，也是新的跨境校
網下需要妥善處理的挑戰。

學界盼做好宣傳

跨境校網將不考慮學校所屬地區進行派位，有機會出
現「錯配」情況，如深圳西部派往新界東、深圳東部派
往新界西等。跨境學童政策關注組發言人梁秉堅表示，
居於羅湖的家長，若子女被派到東涌上學，路程實在很

遠，交通極為不便，希望當局對特別個案可酌情處理。　
身兼跨境學童入學關注組召集人的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

學校長孔偉成表示，兩地家長的反應亦是跨境校網的憂
慮。過往跨境童傾向報讀北區學校，要他們改變習慣，轉
而到天水圍、東涌和馬鞍山等地區學校就學，有一定難
度，也需要有妥善的資訊傳播。他指，學界對跨境校網
反應較正面，而教育局如何令兩地家長明白政策的推行
十分重要，建議局方與協助跨境童的機構加強溝通，以
免推行時惹來太大反彈，及激起內地與香港的矛盾。

另外，由於跨境校網涉及多區學額，「學校選擇」可
能較本地校更多，小一入學委員會主席陳錦汛直言有關
設置複雜，推行時需考慮多項問題，如公平性和法律
等，認為政府落實細節前，應要有足夠諮詢。

■落馬洲支線往東涌的校車，費用將較往上水的貴六成。圖為跨境生乘坐校車上學。 資料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首任校長徐楊生等視察學校工程

進度。 本報深圳傳真

■朱景玄擔心校巴服務安

排變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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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翠玲指，校車是跨境

家長的重要考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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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鴻表示，校巴公司

和家長要互相配合。

資料圖片

■孔偉成指，要家長接受

北區以外校網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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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汛表示，跨境校網

推行前需考慮多項問題。

資料圖片

■黃菁葒指，車費增加將

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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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境校網面臨5大挑戰
■跨境童四散，校車難安排接載

■上學交通開支大增

■派位地區或出現錯配情況

■如何向家長提供足夠資訊

■是否牽涉制度不公

或現錯配 需妥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