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過往一年的學校社工生活
點滴，接觸了不少學生、家長和
老師，除了輔導學生、舉辦不同
的活動培育學生成長外，與學生
相處時也為筆者帶來許多樂趣與
啟迪。

開學時，筆者總會安排時間和花些心思去認識中一新
生，例如到各中一班和同學玩問答遊戲，小息、午膳和
放學時開放社工室讓同學玩耍、傾談和認識新朋友。有
些時候，人多得擠不下，同學或坐或站着傾談，有些人
不明所以會問：「社工室有甚麼好玩的？」社工室內沒
有電腦讓學生上網，學生也不可以玩手機。我相信最重
要的，是可提供一個空間讓青少年感到被接納，可以暢
談他們感興趣的事，可以有其他人作伴。

社工室闢出「自由天地」
近年動漫非常受年輕人歡迎，故這幾年筆者在社工室

壁報板上撥出一角，讓學生貼上自己的畫作與其他人分
享。這個欄目稱為《自由天地》，規則由學生商量訂
立，並由一位學生做板主負責整理。有些學生看見板上
的畫作會表示欣賞、羨慕，也會分享他們的看法和自己
的興趣。與學生相處時，我認識了很多有關動漫和年輕
人潮流玩意，他們更熱情地羅列了三十多本動漫和論壇
給筆者。我想就是那被接納和欣賞的態度，讓學生能自
由發揮、建立自信，也讓他們學會尊重和欣賞別人。
中三的美儀，考試後來社工室與我熱烈地聊她的小說

新作，仔細地描述大綱、人物角色、高潮和伏線，筆者
聽罷對美儀有了另一番認識，想不到平日跳跳紮紮、大
情大性的她是這麼心思細密和具寫作才能的。
正當筆者想完結與美儀一小時的閒聊，繼續埋首趕着

完成一份報告時，美儀卻忽然轉換話題，告訴筆者她有
一隻大公仔，她會將不開心的事情和秘密都向大公仔傾
訴。讀者會否對此感到疑惑？又或者覺得美儀仍很幼
稚？原來是因為她覺得大公仔最能保守秘密，又會耐心
「聆聽」。在她的經驗中，總覺得很難找到知心朋友，
而父母也不是傾訴心事的對象，怕父母提出意見多於聆
聽，又或父母根本太忙碌，故沒時間停下來聆聽。此
時，平日看來活潑開朗的美儀，靜了下來，與剛才滔滔
不絕的她相比，完全另一個模樣。原來只有耐心聆聽，
才讓她安心地、信任地將內心一面表達出來。

配合步伐 讓子女感被接納
很多家長煩惱着不知怎樣和子女溝通，曾經有家長提

問：「有沒有特別的技巧或一套指定的問題可以依循
呢？」其實，若父母能了解子女的需要和配合子女步
伐，讓對方感到被接納、被欣賞，且願意耐心聆聽，一
定有助親子之間的溝通，父母也可享受陪伴子女成長的
樂趣。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呂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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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率團城規會陳情 校友交逾4,000心意卡齊撐

千金難買相連地
浸大「效益牌」爭地

中大加宿費7.1% 學生會促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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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運

用自己的身體能力，全力把載重的

船逆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他們就稱為縴夫。究竟今天的老師是

不是縴夫呢？是。除了我剛才所說，他們把事物、知識、人情作交流外，他們還每天逆流而上。─

─小思，原名盧瑋鑾，1939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籍廣東番禺，香港出生。

近年，市民對本港土地發展
與政府規劃存有爭議，從皇后
碼頭到菜園村以至新界東北發
展方案，政府每有新的發展規

劃，民間都有一些反對意見。作者透過分析文化保育、
公共空間、生態城市等不同範疇與政府土地政策的關
係，深入淺出地探討本港空間改造，使讀者從多角度了
解本港歷來土地政策及當中政策變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本書舉出，本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至今各項城市規劃
報告及發展大鋼，引用阿巴斯等權威人士的理論並加以
分析，配合新界、中環等例子作引證，具體點出本港以

「點」為單位的發展模式及其利弊。例如：書中提及
2009年政府提出的「保育中環」計劃，指出當中受保護
的歷史建築四散於該區不同角落，彼此缺乏關聯。透過
這些具體、貼身的事例，令讀者加深對本港土地政策的
了解。
此外，作者也花了甚多篇幅，刻劃入微地分析本土經

濟政策與本土土地政策的關聯，並以領匯、港鐵沿線建
屋、「地產霸權」為例，吸引讀者眼球的同時，也啟發
讀者對現行制度的反思。
作者最後以「呼喚香港土地政

策」為最終章的主題，展望她能坦

蕩蕩地面對廣大
市民，致力維護本
土經濟和自然保育
的需要，讓居民真
正分享發展帶來的
好處。也許，不少
人認為，這是一個
無法達成的奢望，
但我認為，我們應
改變心態，先踏出
一步，把「奢望」轉
為現實。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作者準確地總結了的主要內容，但卻缺少
了「評論」。這使得文章的深度稍顯不足。另外，文筆上作者亦有加強的
空間。

學生：陳穎怡
學校：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 到社區更新》都要知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縴夫的腳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5年免
費教育的推展廣受社會關注，教育局於去
年4月成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至今
已近一年，委員會主席鄭慕智特別向全港
幼稚園校長及老師發信，介紹委員會工作
進展。他指去年底提交的進度報告已提出
多項短期措施，包括未來兩個學年增加學
券資助額，及提升幼稚園的學費減免上限
等，獲政府接納跟進，而就幼師薪酬架
構、校舍租金、全日制營運模式需要等其
他重要議題，委員會正作深入研究，未來
並會繼續透過諮詢會、聚焦小組等與各持
分者保持溝通，有信心於明年向政府提交
最終報告，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鄭慕智於信中指，免費幼教委員會自成

立以來，已與轄下的5個工作小組合共召
開了約30次會議，並於過去數月安排了包
括海外考察、舉辦國際論壇、家長講座及
聚焦小組會議等一連串的相關活動，對各
委員齊心協力出謀獻策及業界和不同持份
者提供的寶貴意見及支持表示感謝。
除已經獲政府接納的短期措施外，鄭慕

智表示，委員會及各工作小組現亦正就包
括免費幼教的核心元素、半日、全日及
「長全日」制幼稚園的不同需要、教師薪
酬架構、校舍租金、照顧多元學習需要，
及推廣家長教育的有效策略等深入研究；
但在未達到結論及共識前，希望外界理解
不宜公布商討內容。他並承諾繼續與業界
及持份者保持溝通，以全面及客觀地聽取
各種意見，也會於適當時間作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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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少年溝通 重耐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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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宣布將前李惠利校舍用地剔出賣地表，規
劃署另建議將李惠利用地恢復為「政府、機構或

社區」（GIC）用地。城規會共接獲25,843份申述
表，其中有25,830份反對改劃，11份支持改劃，當中
88位浸大代表及社會團體出席申述會。

校園面積屬8大院校最細
浸大獲逾2,000人授權發言，組成45人的代表團分兩日
出席申述會，每人有10分鐘發言時間。陳新滋在會上指
出，校方無意與政府作對，自2005年起已向政府爭取整
幅前李惠利地皮作長遠教育發展。他稱，浸大校園面積
僅5.4公頃，屬8大院校最細，政府推行「334」學制時，
有撥出額外地皮予部分院校擴建校園，但浸大無受惠，
只能向高空發展或改建課室，實際上不能解決浸大用地
不足的問題。他強調若南部地皮可用作發展中醫藥學院，
將更具效益，但最終的決定仍需與當局再作商議。

前城規會成員、浸大委任顧問林雲峰指出，城規會
以往亦有研究各大專院校的校園用地發展，例如港大
百周年校園的前身為水務署宿舍，理大的第八期校舍
亦由休憩用地改建為GIC用地。他形容，浸大的新舊
校舍相隔一段距離，可謂「支離破碎」，而學生人均
土地面積是8大院校中最小，預計新學年該校尚欠土地
多達2,500平方米，因應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增加銜接學
額，至2015/16學年土地更缺高達4,000平方米，故期
望城規會能向政府建議將地皮撥予浸大。

高水平大學空間需與時並進
浸大前任校董會主席王英偉歡迎政府將有關用地剔

出賣地表，讓校方能與教育局能從長計議。前任校長
吳清輝表示，擔任校長期間，一直主動建議政府將用
地撥歸浸大發展中醫學院及電影學院，但政府當時未
正式回應。他又提到若政府只根據2014/15學年的數

據計算大學的空間需求，會忽視了一所高水平大學需
與時並進，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支援的作用。

居民學生挺建中醫教學醫院
九龍城區議會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主席何顯明質

疑，政府研究將地皮用作特殊教育，研究、諮詢及設
計花時，估計居民在10年內未必可享受有關設施，
「為何不撥予浸大？將社區的需求融入大學，達至社
區共融，是最快捷的方法」。有九龍城區居民表示支
持，期望能在中醫教學醫院看病，並讓學生實習，認
為此舉是造福居民。
浸大中醫藥學院學生代表陳文佩則表示，學生被迫

到廣州的醫院實習，但兩地居民的生活習慣有異，疾
病特點亦有差距，導致學生在實習期間所學的醫術、
看診技巧未能確切在港應用。她直言：「廣州的病人
問我們為何不能在港實習，我只能苦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城市

規劃委員會由昨日起一連兩天，就九

龍塘前李惠利校舍南部地皮改劃用途

舉行申述會議，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

昨率領近30名代表出席會議。打頭陣

發言的陳新滋指，「千金難買相連

地」，上述地皮與浸大校園相連，若

撥予浸大發展中醫藥學院，將更具效

益；若將之作住宅用地，政府在「千

秋萬代後」也會蒙上很大的污點。另

近130名浸大師生、校友昨向城規會

遞交逾4,000張願望心意卡，齊撐校方

爭取地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文大學12個學生組
織昨日發起聯署，反對校方新提議的加宿費方案，據
了解，校方擬將宿費與通脹和宿舍維修儲備掛勾，中
大學生會估計此舉將令明年宿費上調達7.1%，故對此
加幅極度不滿，促請校方撤回方案，聆聽同學意見，
重新提交合符同學可負擔的調整方案。

中大 : 參考通脹率維修基金
中大發言人表示，參考了本港通脹率及須為宿舍維
修基金建立儲備的前提下，大學與各負責管理宿舍的
書院商討後，建議於下學年增加宿費7.1%，現正向學
生作諮詢。大學宿舍的維修項目多年來一直未獲教資

會資助，加上近年來維修費及建築物料價格的升幅比
整體通脹率大，大學須為宿舍未來的大型維修保養建
立適量的儲備。
發言人又指，大學明白學生對宿費的關注，考慮學

生的負擔能力，同時須平衡宿舍日益上漲的運作及維
修開支，大學於去年12月提出將通脹率及為維修基金
建立額外儲備這兩個因素分開計算，因建築及維修材
料價格近年的升幅比通脹率高，而總增幅以8%為上
限。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及各書院均設有多項助學金及貸款計劃，協助學生解
決財政問題。
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校園電台編

輯委員會，聯同校內9個書院的學生會，昨發出聯署聲
明，當中提到在最近數月，大學校方與各書院院方就
宿費方案提出新建議，宿費將與通脹和宿舍維修儲備
掛勾，按照此建議方案，明年宿費加幅高達7.1%，而
如此下去，宿費將會逐年上升，大大加重日後同學在
學費以外的負擔。
各聯署組織認為，宿舍乃非形式教育的一部分，有

助同學多元發展，同學不應因無法負擔宿舍費用而失
去住宿的機會，此舉有違公平教育機會的原則；現時
校方所提出的方案及宿費加幅，將大部分的成本轉嫁
到家長及同學身上，卻沒有考慮家長及同學的承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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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剛過去的周日，
金紫荊廣場一大早便已非常熱鬧，數百位香港升旗
隊總會青少年及成人隊員身穿制服，隊列整齊期待
著升國旗時刻的來臨。來自中小學的升旗隊員、導
師家長、市民及遊客等五百多人齊聚一堂，只為一
睹金紫荊廣場升旗禮風采。
是次儀式由香港升旗隊總會青年及成人隊伍主持，

並由升旗隊步操樂隊現場演奏。上午8時正，該會升
旗隊手及護旗舉持國旗及區旗，國歌奏響下，區旗伴
着五星紅旗徐徐上升，並在隊員及群眾的注目禮下升
至桿頂。升旗禮後，該會步操樂隊以創新風格演繹了
蘇格蘭風笛名曲《高地教堂》，整個活動除為隊員們
帶來難忘體驗，同時也讓社會大眾及旅客認識香港青
少年學子的愛國熱情及積極承擔。

外籍英師延註冊
教局促鴨坊澄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鴨脷洲街坊學校

早前出現延誤為外籍英語教師註冊事件。有關教
師於上任後一個月，校方才補辦有關申請，而該
校校長在回應傳媒時，以涉事英語教師經教育局
轉介為由，解釋因何未有為其辦理註冊。教育局
昨去信該校再次提醒教師註冊程序，並指確保英
語教師履新前已申請註冊，學校是責無旁貸，要
求該校就有關報道跟進及澄清。
教局發言人重申，透過局方提供的資料聘請外

籍英語教師的學校，均要自行接觸及安排有關準
教師面試，及處理聘用手續。就鴨脷洲街坊學校
聘請涉事外籍英師情況，局方去年12月中已致函
該校，提醒應注意「確保英語教師在履新之前已
申請為檢定或准用教員」。

▶浸大師生、校友向城規會遞交
願望心意咭，齊撐校方爭取前李
惠利校舍南部地皮興建中醫藥學
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陳新滋指，將地皮發展作中
醫藥學院更具效益，可充分發
展教學用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升旗隊總會青少年及成人隊員周日於金紫荊廣場舉行升
旗禮。 總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