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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分享「心情音樂」
科大生闖創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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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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香港。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本文的名字取
得很好，體現了所評論之書的主要內容─從兒
童的視角觀察本港的貧窮問題。文章的內容也
很有深度，既有對書的介紹，也有一般的理論
分析，更結合作者的生活實際，提出了反思。
如果作者的文字上更精準一些，這篇文章就更
出色了。

學生：楊卓軒
學校：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童看貧窮》──輸在起跑線

《縴夫的腳步》

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統計，2011
年香港人均GDP高

居全球第六。在經濟繁榮的背後，卻又有社
福機構發現本港兒童貧窮率高達兩成六，即
每4名小孩就有1人生活於貧窮線下。有人說
本港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但那些在吃
苦的一群，他們過着甚麼生活？我們可藉本
書，了解小童群益會於2003年進行的「機會
工程」中14名貧窮兒童的成長歷程。在政府
公布貧窮線後的今天重閱此書，尤能引起我
們對本港貧窮問題的反思。
兒童貧窮問題困擾本港多年。兒童是未來
社會棟樑，應獲得最妥善的照顧及教育，但
貧窮令部分兒童從小注定擁有的比別人少，
活得比別人勞碌，從而失去公平競爭的機

會。本港雖推行免費教育良久，但面對這多
元多變的社會，新一代的人需要更多技能才
可令自己立足社會。一個兒童成長健康與
否，牽涉多方因素，如均衡的營養、學習情
緒的收放、人際關係等，這些都影響他們能
否順利學習各種技能。貧窮則令這些因素難
以滿足。
《童看貧窮》記錄貧窮兒童的家長沒有能

力提供好的物質條件予子女，一天三餐一般
只能吃隔夜菜，即使有肉類，也多是從食物
銀行獲取的醃製食品，導致營養不足，身體
比正常兒童虛弱。亦因貧窮，貧窮兒童沒有
遊戲機、智能電話、電腦。他們有時候會被
朋輩嘲笑、排斥，長期如此，容易情緒不
穩，譬如常發脾氣或悶聲不響，不利情商發
展。這些對貧窮兒童的成長絕對是「慢性毒

藥」。
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保留兒童對貧窮的

最真實觀感，有別於一般文獻或報告已整合
的數據與資料，而且由長年在港從事支援兒
童工作的社福機構所編寫，無論參考價值和
代表性都毋容質疑。
最後，本書更令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們擁有比貧窮兒童充裕的物質生活，
除讀書交友、吃喝玩樂外，我們又如何善用
身邊唾手可得的資源？活在同一城市，卻有

兩種天淵之別
的生活，我們
現在所得的實
在是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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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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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邀才俊「講故」
助中學生「啟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中文大
學早前提出新學年加宿費7.1%，惹來強烈反
彈，經商議後兩度下調加幅。校長沈祖堯繼早
前向全校發公開信後敲定加幅為4.5%後，他昨
日再於網誌就加宿費安排解畫。他指，大學是
非牟利機構，每分每毫的資金均用在教研上，
鑑於近年水電費用和樓宇維修成本大幅上升，
書院宿費有必要增加。他又提到，中大的盈餘
大部分有指定用途，但留意到有學生提出用於
資助宿費，決定動用部分盈餘成立宿費資助基
金。

指水電維修費增須加價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日撰寫網誌時表示，近年
水電費用和樓宇維修成本大幅上升，為了維持
宿舍的日常開支、樓宇保養和維修，增加書院
宿費有必要。他指大學和書院屬非牟利機構，
每分每毫都用作教學和研究上，而大學整體的
儲備不會因宿費調整而增加。
沈祖堯又提到，學校盈餘是多年來累積的捐

獻及政府的配對和審慎投資得來的一點成果，
大部分捐獻有指定用途，也有用作固定的基金
以賺取的利息來支付每年逾1億元的學生獎學
金和交流計劃，以及為重點研究項目購買儀器
和聘請優秀教研人才；另也要應付每年額外撥
款的項目如學生活動、學術交流、增添設施、
校巴服務和斜坡維修等。
對於有部分學生希望中大善用盈餘資助宿

費，沈祖堯表示，書院制度和體驗式學習是中
大的傳統，故學校一直支持書院各項教育工
作，包括通識課程、教學設備及部分員工的工
資。中大會負責書院宿舍每年大型維修基金額
外儲備開支，及增撥資源設立宿費補助基金向
未獲政府資助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津貼。
他又提到，如果大家減省公共開支等，可降低
舍整體開支，宿費會有下調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城大昨日第五年舉行
「成功之旅 今日啟航」活動，邀請各專業領域的多位成
功人士與學生交流，幫助青少年規劃人生，吸引180名
中學生參加。

金民豪梁淑儀陳展程等分享心得
香港迪士尼樂園行政總裁金民豪獲邀分享奮鬥故事，

他向學生講述2008年樂園如何應對金融海嘯及豬流感的
衝擊，以及短時間內把樂園轉虧為盈的經歷，他指「成
功有百分之一來自靈光一閃的意念，百分之九十九是勤
力、勤奮」，勸勉年輕人迎接挑戰，追求夢想。
「鑽的」行政總裁梁淑儀、笑話分享社交網站

「9GAG.com」創辦人陳展程、香港武術代表隊前隊長
鄭家豪、著名棟篤笑藝人兼網絡媒體設計師 Vivek
Mahbubani也到場與學生交流。
城大社區關係委員會主席范家輝，社區關係委員會委
員劉鳴煒、羅慶琮、劉冠業及麥海華，校長郭位，學務
副校長李博亞，副校長（行政）李惠光，副校長（學生
事務）葉豪盛，秘書長林群聲，輔導長陳國康等人均有
出席活動。

■ 金 民 豪
（左）勉勵
年輕人迎接
挑戰，追求
夢想。右為
郭位。
城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曾否被一首歌曲深深觸動，卻

苦無向他人即時分享的途徑？香港科技大學3名本科生就研發出一

個名為「Sensbeat」的應用程式（App），建立以音樂和分享情感

為主的社交平台，讓使用者點擊數次就可將觸動自己的歌曲分享，

配以相關照片，並可查看身邊好友和附近的人的「心情音樂」。他

們已為該應用程式集資逾100萬元，並將於本月底正式公布。

歐遊聽Air Supply觸靈感
科大市場學及資訊科技三年級生王路
陽表示，自己與同學研發Sensbeat，靈
感來自於一次旅途上的經歷，「當時我
在離開瑞士到西班牙的路上，看着一片
很美麗的景色，耳機裡播着Air Supply
的《Goodbye》，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
會聽這麼舊的一首歌，但我當下很想和
別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和所看到的景
色。」
於是，他回港後就開始和同學商量，
用了1年時間去開發這個「用音樂去分
享和連繫情感」的音樂社交平台，並邀
請了一些歌手和音樂人試用，反應理
想。這個平台就如平時上載圖片的平台
一樣，在分享現有平台的30秒試聽音
樂的同時，亦可以選擇「開心」、「緊

張」等情緒標籤，以及上載相片和寫幾
句說話。

月底公布 先吸客再計數
王路陽表示，他們曾於本港和美國宣

揚自己這個創業意念，最後亦成功獲投
資逾100萬元，即將畢業的他亦決定全
力創業，並已推掉一些公司的錄取，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朋友說我有點
瘋狂，但都認為這點瘋狂是需要的。」
應用程式將於本月底公布，但他表示短
期內沒有想過盈利，「我們希望先吸納
有一定數目的用家後，再去想下一步怎
樣做。」面對未來將可能收入微薄，王
路陽亦笑言︰「是這樣的了。」

副校：年輕無負擔利創業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每年以2,400

萬元支持大學師生科技創業，但原來科
大早已開始了這一條路。科大協理副校
長（知識轉移）俞捷就非常鼓勵學生踏
出創業一步，並指年輕無負擔正是創業
的好時機，「而且現有的資源及平台，
都能夠很快的將創業意念轉成產品進行
推廣，甚至擴展至全世界。」他又指，
為鼓勵學生創業，科大除了設立創新創
業節、100萬元創業計劃大賽，挑選出
優秀的學生團隊讓商界評選外，大學亦

會扮演「天使」角色，協助學生創業。
曾於2012年憑着「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標
籤」勝出創業計劃大賽的高博就表示，
有了科大創業中心做「後援」，除了可
不斷更新技術外，也令其小小的公司在
商界、工業界的認可度大大提升，和多
所內地及外國公司都能順利展開合作。
現時他的公司已在浙江設有廠房，去年
的營業額更高達2,000萬元。

75%市民挺「樓上幼園」寬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幼稚
園校舍租金差異極大，成為落實免費幼
稚園教育其中一個難題。有團體調查就
發現，約七成半的受訪市民支持政府制
訂幼稚園專用土地政策，及放寬在大廈
2樓或以上開設幼稚園以增加選址彈
性，以解決租金昂貴及舖位不足等問
題。團體建議，當局若容許幼稚園在符
合安全標準的大廈2樓或以上樓層開設
幼稚園，以減輕租金及加學費的壓力。
「107動力」上周在將軍澳及中環的
街頭進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了390名

市民，了解市民對制定幼稚園用地及選
址的意見，當中有44%受訪者有子女就
讀幼稚園。結果顯示，74%受訪者贊成
政府制訂幼稚園專用土地政策，另約七
成半人認為全面放寛辦學團體在大廈2
樓或以上樓層開設幼稚園的規定，可以
增加幼稚園選址彈性，增加學費下調空
間，解決舖位不足及租金高昂等問題。
昨日新聞發布會上，「107動力」成員
戴上面具扮成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將
「幼稚園」釘在一幅香港地圖上，要求
政府制訂幼稚園專用土地政策。

團體：紓租金高昂缺舖
教育局2006年實施《學前機構辦學手

冊》，要求學前機構選校址位置盡可能設
於地下或毗連平台的1樓。組織召集人何
民傑表示，地產代理網頁資料顯示，位於
市區的地舖租金，與大廈2樓或以上樓層
的租金普遍相差2倍至3倍，而每年有約
20所至30所幼稚園開辦與結業，辦學機
構和家長均面對很大的不穩定性。他建議
政府盡快放寬相關指引，讓部分小型幼稚
園以較便宜的租金「上樓」。他相信，放

寬規定以減輕校舍租金壓力，可避免早前
天水圍德怡中英文幼稚園因租金問題而停
辦的事件重演。

倡跨部門助幼園覓地
何民傑又建議政府應為幼稚園制定專

用土地政策，具體可參考政府推動私立
大學的做法，由教育局統籌及物色幼稚
園用地，與房委會、房協、市建局等部
門協調，按地區人口比例提供用地供幼
稚園競逐營辦，減低營運開支和租金成
本。組織稍後約見教育局反映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
紅十字會昨日公布「中學生最關心人道
新聞」選舉結果，近5,000名中學生從
30則新聞中選出「明報劉進圖遇襲危
殆」為十大榜首，其餘入榜新聞多與好
人好事或暴力事件有關，包括本港「7
勇漢推小巴營救捲車底女童」、印傭
Erwiana涉嫌受虐等亦打入十大。紅十
字會指，時下有些青年人難以在眾多資
訊中分辨是非，建議學校多與人道機構
合作，攜手推廣人道教育。
為推動青少年關心香港、放眼世界，
從多角度反思人道議題，香港紅十字會
於今年3月至4月，訪問4,947名中學
生，讓他們在30則發生於去年3月至今
年2月的人道新聞中，選出最關注兼具
啟發性的10則新聞。

推小巴救童Erwiana入十大
近五成七學生選出《明報》前總編輯

劉進圖遇襲危殆為十大人道新聞首位；
緊隨其後為「俄羅斯兩冷血少年 斬人
頭當波踢」、「波士頓馬拉松爆炸 球
星捨命勇救4母女」，均錄得近2,500
票。港聞方面，「7勇漢推小巴營救捲
車底女童」、「涉虐印尼傭工 香港女
僱主現身機場就擒」亦分別位列第六位
及第九位。

學生：選暴力因反思非認同
活動籌委會主席王振南表示，社會充

斥大量正面與負面資訊，青年人難以掌
握是非判斷準則，故鼓勵教育界多與人
道機構合作，舉辦活動，協助青少年從

人道角度分析各類資訊。他又建議學校
可適時在天災人禍發生時，加強在校內
推廣人道教育。
有份選出30則入圍新聞的中學生「新

聞大使」朱卓銳表示，同學選出一些關心
的暴力新聞，並不代表他們認同暴力行

為，而是反思負面、殘忍行為引起關注的
原因，或者是否有更恰當的方法處理問
題。另一名「新聞大使」謝妙儀則認為，
透過閱讀世界各地的人道或不人道新聞，
可令人思考日常的一言一行，有助減輕他
人的苦困，從而實踐人道。

中學生選人道新聞中學生選人道新聞 多關注血腥暴力多關注血腥暴力

■■紅十字會公布紅十字會公布「「中學生最關心人中學生最關心人
道新聞道新聞」」選舉結果選舉結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路陽（右二）獲投資逾100萬元研發Sensbeat。 歐陽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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