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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六港現半影月食

吳克儉：維持中學減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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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奶」未解決 工聯反對撤「限奶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晉研）教
育局指幼稚園學額
足夠，但連日來被
質疑「估錯數」，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首度開腔
回應事件，指北區
的情況比較緊張，
但幼稚園有能力靈
活加班和或加收學
生，她每日均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聯絡，了解
最新情況。吳克儉昨日於電台節目中重申，連
同雙非學童在內，估計明年有4,000名3歲學童
入學，有信心學額足夠。

與教局緊密聯繫跟進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提到幼稚園學額問
題，她指當局的數據顯示，北區、大埔、屯門
和元朗有足夠的幼稚園學位供應，可滿足學童
的需求，而北區的情況比較緊張。據她了解，
幼稚園以私營為主，相信業界有能力靈活加班
和或加收學生，以至利用空置班房又或租用更
大地方增加學位供應。她近日與教育局已保持
緊密聯繫，希望密切跟進事件以作適當安排。
吳克儉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2014/2015學

年北區提供予3歲至5歲學童的學額有1.25萬
個，估計當中3歲學童佔4,000人，已包括雙非
學童，但他未有解釋推算數字實際有多少是雙
非學童，主要因為估算「比較複雜」。
北區有44間幼稚園，有線電視聯絡了其中37

間，當中35間指無空置校舍，當中24間指無空
間再多收學生，只有上水堂幼稚園指有一間空
置活動室，但若改為課室，學童便無地方玩遊
戲。鳳溪幼稚園則有一幅地可建校舍，但有業
權糾紛尚待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面對下學年中一學生人
數預期下降約3,000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表示，
當局會根據上學年與學界達成的共識，繼續一籃子紓緩
方案，包括在本學年至2015/16學年期間採用區本、校
本調整每班派位學生人數，按年落實「211」、「111」
等減派方案，即在2014/15學年，讓有關學校的每班中
一減少一名派位學生。他強調，當局會與學校保持溝
通，期望紓緩措施彰顯成效，在中學生人口暫時下跌
時，穩定學校及教師團隊，並確保教育質素。

紓緩措施見效 僅縮12班

吳克儉昨日到訪港島東區，參觀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柴灣分校，並與區議員及中學校長會面，就不同議題交
換意見。吳克儉表示，由於當局落實了「保學校、保教
師、保實力」的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順利處理了本
學年中一生大減5,200人的問題。他指，根據本學年點
算中一學生人數的結果，全港參加中一派位的388間公
營中學中，縮班學校共有12間，每校各減少一班中一
班，遠較早前外界估計縮減100多班為少，可見措施的
成效。就2014/15學年中一學生人數預期下降約3,000
人，教育局會繼續減派的紓緩方案。

新社聯促增公營屋加快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沙灣 房日前發生火警，造

成人命傷亡事故，令 房問題再次響起了警號。新界社團聯會等

39多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當局增建公營房屋，加快

市區重建，讓所有的 房戶都能上樓，並取締環境惡劣的 房。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區議員李桂珍、李世

榮等30多名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他們指出，長遠房屋策略委員

會早前發表的報告發現，全港有6.69萬間 房，共有17萬人居

住，加上工廈 房，至少有28萬。為數不少的 房戶，不但居住

環境惡劣，還要支付高昂的租金。

倡每年建屋量增至5.5萬

他們說，房屋問題是市民最切身關注的民生問題，房屋供應嚴

重不足，衍生的 房問題就越來越嚴重，更使基層市民苦不堪

言，故要求政府增建公營房屋，將每年4.7萬的建屋量提高至5.5

萬，讓所有的 房戶都能上樓；開發土地資源，加快新界東北、

西北及大嶼山的發展，為市區人口密集化轉移；出台相關政策加

快舊區重建；完善市區安置及中轉政策，包括考慮發牌制度，取

締環境惡劣、不合要求的 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北區鳳溪幼稚園昨

日正式派表，輪候隊伍有近千人，當中不少是內地家

長，部分已多日通宵輪候。據了解，該校預備了

2,000份表格，而整日共派出近1,600份。排頭位的長

者為孫女排隊，表示如此辛苦都是為向學校表示誠

意，又指已花費千多元買英文及廣東話教材，希望提

升孫女的語文水平，有利入學。另有「雙非」家長則

希望校方可以擇優取錄，不要歧視跨境童，而是一視

同仁。

校監：不應歧視跨境童

鳳溪幼稚園昨日9時開始派表，輪候隊伍有近千人，

校門外出現了數百米的人龍，現場曾出現插隊情況，

警察到場維持秩序，約下午1時「人龍」已消失。鳳溪

幼稚園校監馬紹良昨早到校視察，他指希望學童可以

就近入學，但取錄與否亦要考慮學童的表現，對於

「原區優先」，他認為不應歧視跨境學童。該校的學額

只有240個，為了公平起見，馬承諾校方會接見所有申

請者，而面試採用的語言，則視乎學童的情況，校方

無硬性規定要用廣東話。

雙非童惡補廣東話迎面試

來自河南的雙非家長王先生於取表後表示，心情悲

喜參半。原來他與太太是北方人，不懂廣東話，擔心

同樣未接觸過廣東話的兒子面試時聽不懂老師的提

問。雖然他引述老師指，面試學生只要聽懂老師的意

思即可，但他仍擔心孩子「聽不明白，第一時間已被

淘汰」，故打算找香港朋友幫忙替兒子惡補廣東話。

他又指，現時陷於兩難情況，既難入讀香港幼稚

園，兒子又因失去內地戶籍而無法入讀內地公立學

校，故最壞打算是回河南入讀貴價私立學校。

排頭位的內地人劉伯及梁婆婆是親友，劉伯表示，

取表後心情變好，準備迎接下一關面試。由於孫女懂

得廣東話，不太擔心面試。梁婆婆則笑言爭頭位是為

表誠意，為了孩子，也很值得。

港媽岑女士前日通宵為兒子排隊 表，連日來請假

與丈夫輪流排隊，她指被上司質疑非為申請學位。對

於北區學額不足和政府處理失當，她激動表示：「叫

吳克儉來排啊！」

鳳溪日派1,600表 排頭位盼顯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令天文發燒友 迷的

半影月食將在香港出現。天文台表示，香港在10月19日

（下周六）將短暫出現半影月食。屆時月亮的光度會略

為轉暗。時間會由當日早上5時48分開始，直至6時22

分，隨 月球下降至地平線下結束，歷時約半小時。

天文台強調，由於這次月食完結前已經月落，本港並

不能看見半影食終的部分。而月食發生時，月亮的仰角

頗低，觀看地點以可看見西方地平線為佳，如西九龍、

屯門、長洲等。下一次月食將會是明年10月8日出現的

月全食。

赴韓工作假期 名額年增至50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需求的增

加，香港/韓國工作假期計劃的名額將由明年1

月1日起從每年200個增加至500個。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昨日欣悉計劃名額增加，他說：

「工作假期計劃普遍受到歡迎，令人鼓舞。藉

在海外旅遊期間生活和短暫工作，我們的青年

有機會體驗外地文化風俗，擴闊視野。」

香港/韓國工作假期計劃的雙邊安排於2010年

11月簽訂，並於2011年1月生效。除韓國外，香

港亦先後與新西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

本、加拿大以及法國訂立7個同類的計劃。

按這項計劃，成功申請的青年可以在參與地方

逗留最多12個月，其間可從事短期工作，賺取旅

費。至今已有超過34,000名香港和外地青年參與

上述8個工作假期計劃，體會充滿活力的生活。

有關簽證的申請詳情，香港申請人可瀏覽韓

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網址(hkg.mofat.go.kr)，而韓

國申請人則可聯絡香港入境事務處，電話2824

6111，亦可透過該處網頁下載有關資料，網址

為：www.immd.gov.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十一黃金
周期間，特區政府就嬰兒奶粉供應進行壓力測
試，探討是否有足夠條件撤銷「限奶令」。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3名北區區議員昨日
聯同市民到政府總部抗議，指北區一帶奶粉供
應的短缺問題仍未解決，憂慮現階段撤銷「限
奶令」會令香港父母再度「斷奶」，要求當局
先確保奶粉供應穩定，並議設「安全網」保障
本地家長的需要。

鄧家彪：先改善供應鏈穩定

鄧家彪昨日與工聯會北區區議員黃宏滔、溫
和達及曾勁聰，聯同10名市民到政府總部外示
威。鄧家彪指出，在黃金周期間，北區一帶奶
粉供應短缺問題仍未解決，不少本地家長擔心
在撤銷「限奶令」後，區內會再掀起「奶粉
荒」，故現階段不宜撤銷「限奶令」。他們促請

當局先與供應商、代理及商會等持份者商討，
確保本地家長可以有穩定合理的價錢的奶粉供
應。
被問及應否為「限奶令」設「日落條款」，

鄧家彪指出，黃金周雖短短7天，但北區水貨
客則全年365天存在，擔心倘設「日落條款」
後水貨客會故態復萌，且不同種類的嬰兒奶粉
供貨不一，現階段應先改善供應鏈穩定的措
施。

倡母嬰院賣奶 恢復家長信心

溫和達就憂慮「限奶令」撤銷後加重當區家
長奶粉開支，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以母嬰健康
院作為奶粉銷售點，讓本地家長憑嬰兒出世紙
購買奶粉，恢復本地家長的信心。黃宏滔則認
為，政府早前成立的研究奶粉供應鏈委員會，
家長代表不足，要求當局增加家長的聲音。

北區業界教局開會 專業處理本地童入學訴求

幼園收生有共識同區優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多區幼稚園均掀起了本地與

內地家長的學位爭奪戰，通宵排長龍的情況一直持續。為改善

收生安排，教育局昨日與北區及大埔區幼教界人士開會商討對

策。針對本地童的優先入學訴求，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容寶樹

指，業界反映居所遠近一直是取錄的考慮因素，會議的共識是

讓「教育專業處理」，局方同意就近入學的原則，但無要求業

界優先取錄哪類學生。知情人士透露，校方不能明文規定優先

取錄本地童，但與會校長均同意讓港生優先入學，以保障本地

生源，又符合就近入學的教育專業。

教育局官員昨午與近60名北區

及大埔區的幼稚園校長開

會，商討如何改善收生的措施，會

議歷時兩個半小時。會後容寶樹表

示，針對本地童優先入學的問題，

業界已向局方反映，過往收生會以

幼童有沒有兄弟姊妹在校，及居所

作入學考慮，「訊息是正面的，就

近入學，表示同區住的小朋友，會

比較優先考慮」。不過他指，「(局

方)無想法請幼稚園安排收本地、內

地(學生)。我們沒有這樣的想法，

只不過希望盡量配合就近入學的原

則」，而業界同意交由學校作「教

育專業處理」。

贊成網上派表紓「排隊潮」

容寶樹又指，會上校長大體贊成

採用網上下載表格，並不設派表限

額，以紓緩家長排隊問題。針對一

人報讀多校，容指會上曾討論2個

至3個可行方案，包括考慮追蹤學

童註冊情況，但實際執行方式仍需

討論。

至於統一收生和具體的面試建

議，由於各有利弊，業界未達成共

識。

有消息人士坦言，大部分幼稚園

均會優先取錄原區學童，一方面是

從教育專業角度出發，學校設於當

區，應為當區的學童服務，以保障

幼童能就近入學。長遠來說，2年

後再無雙非嬰，學校將主要取錄本

地學童，故學校有需要保障本地生

源。不過，為免被指歧視，幼稚園

不能明文規定優先取錄本地學童。

先收本區童 家長選擇難估

有份出席會議的大埔及北區幼兒

教育校長會主席郭楚翹表示，會考

慮先行取錄在學校附近居住的學

生，但家長的選擇難以預計。被問

及會否按次序優先取錄本區生、跨

區生，最後才取錄跨境生，她指

「如果學生和學額配對到，哪裡來

都收」。

一直關注事件的北區區議會議員

劉國勳表示，該區很多屋 幼稚園

當初開設目的是為了服務居住於該

屋 的學童，近年跨境學童人數上

升，本區資源不足，應先照顧本區

學童，故支持優先取錄原區學童的

做法，「由於並非完全不取錄跨境

學童，故不擔心涉及不公平的問

題」。

教聯倡原區加位護入學權

教聯會表示，政府應承諾保障北

區的幼兒學額，若北區學童未能原

區入讀幼稚園，政府應參考小一安

排為有需要的幼兒原區加位，保障

他們原區入學。會方又建議，政府

應建立臨時中央資料庫，收集幼兒

資料以計算所需學額，並指定日子

公布面試人選名單，協助改收生程

序，以避排長龍現象。

■新社聯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增建公營房屋，加快市

區重建，及取締環境惡劣的 房。

■工聯會鄧家彪示威，反對撤「限奶令」。 鄭治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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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柴

灣分校的訓

練廚房。

■林鄭月娥指，幼稚園有

能力靈活加收學生。

■北區鳳溪幼稚園昨日正式派表，全日共派出近1,600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

■容寶樹表示，認為業界訊

息正面。 馮晉研攝

■郭楚翹表示，考慮先取錄

附近居住的學生。馮晉研攝

■岑女士前日通宵為兒子

排隊 表。 黃偉邦攝

■劉伯表示，取表後心情變好，準備迎接下

一關面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 ■不少內地家長通宵輪候。 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