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局
年
津
貼
50
萬

升
公
校
師
質
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今天是全港中小學新
學年的開學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教育局網頁
的《局中人語》專欄表示，政府會於新學年增設50萬
元作「生涯規劃津貼」，讓設有高中班級的公營學校
提升教師團隊的能量，擴闊和深化生涯規劃教育及輔
導服務；另當局亦會向公營小學提供每年超過17萬元
的津貼，供學校增聘文書助理，協助處理因推行教育
及扶貧措施而增加的行政及文書工作。
吳克儉表示，教育局會向設有高中的公營學校，

提供每年約50萬元的津貼，提升教師團隊的質素，
擴闊和深化生涯規劃教育及輔導服務，並加強與工
商機構的合作，協助學生掌握知識、工作態度和終
身學習的能力，因應本身專長、興趣及抱負，認清
升學和就業的多元選擇。

年逾17萬津貼公營小學聘助理
此外，教育局亦向各公營小學提供一項新的津

貼，每年超過17萬元，讓學校增聘文書助理，協助
處理因推行教育及扶貧措施而增加的行政及文書工
作。增聘的助理可協助處理小一新生的適應及銜接
工作，例如辦理證件、校車安排等，並加強與家長
聯絡，讓小朋友及家長以更輕鬆的心情開學。
吳克儉又提到，「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正努

力工作，並會透過諮詢及聚焦小組會議進一步蒐集
具體意見，及進行深化及針對性的研究，目標是在
明年向教育局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他指幼兒教育
務必根基穩固，當中須考慮長遠的財政承擔能力，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之餘，也
讓幼稚園的管理及質素得到持續發展，學生、家長
及教師都能受惠。

內地家長北區查詢樓價大減 坦言「赴港讀書沒想像那麽好」

「專網」「辣招」夾擊
跨境升小漸「退潮」

教聯會促檢討校巴發牌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今天是開學日，不少學童均要乘搭
校巴上學。不過，隨着校巴經營成本上升，且收益不及旅遊巴，在
巿場導向下，令校巴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更導致服務收費不斷狂
升。為了紓緩問題，部分學校為學生提供校巴車費補貼，變相增加
了校方的財政壓力；甚至有家長把兒子交托給爺爺照顧，原因是找
不到校巴到達區內小學，索性直接轉區讀書。為向政府表達訴求，
教育工作者聯會約十名代表昨日請願，促請政府立即採取有效措
施，徹底解決校巴服務的問題。

要求向跨區貧生提供津貼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昨聯同大約十名代表，由金鐘海富中心出

發，沿途高叫口號和手持標語，指校巴費用因供應短缺年年上升，
除了家長百上加斤外，亦影響學校教學及課外活動的安排。請願人
士到達政府總部後，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及來自130間學校的聯
署，要求政府立即檢討校巴發牌制度、為校巴短缺的學校提供支
援、並促請當局向需要跨區上學的清貧學生提供津貼。

校巴短缺累偏遠校收生減
王惠成表示，校巴短缺帶來的影響深遠，首當其衝的是學校。一

些位處偏遠的學校，因無法提供校巴服務，直接影響收生數字；部
分學校被迫減少課外活動，以遷就校巴不足的情況，對學生學習構
成影響。王又指，有校巴公司加價達30%或以上，高昂的校巴費令
家長大叫吃不消。雖然有學校願意為學生提供車費津貼，但變相又
令財政壓力轉移到學校身上，問題不斷重複，難以徹底解決。
北區區議員王潤強引述個案時指，有家住屯門的父母把兒子交托

給住在北區的爺爺照顧，原因是在屯門區找不到校巴接送兒子到區
內的小學上學，要選擇轉到北區讀書。王潤強指出，這個情況顯示
校巴短缺情況嚴重，家長要絞盡腦汁解決問題。此外，有家住偏遠
地區的家長，會在網上查詢私營校巴司機的行車路線和車費，利用
私營校巴將子女由家裡接送到學校校巴指定上車處，即是孩子能
「享受」校巴服務，也要轉車才可上學。

■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左三)聯
同代表，於昨日
發起請願，促請
政府立即採取有
效措施，徹底解
決校巴服務的問
題。 李穎宜 攝

芝大港課程開班 首屆生如置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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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局「跨境專網」新安排下，跨境生有較大機會派位到屯門、
元朗等地區的小學，對心儀北區學額的內地家長來說，安排子女

跨境上學增添難度；以往一些內地家長遂考慮在北區一帶置業，以獲
取本地地址作分區派位之用，避開「專網」的限制。不過，隨着樓市
「雙辣招」條例今年初通過正式落實，有關意慾亦遭受沉重打擊。

雙非家長粉嶺買樓少近三成
中原地產粉嶺花都分行副區域營業經理陳永強暑假時接受本報訪
問，指在「雙辣招」推出初期，仍有不少雙非家長期望政府最終會放
寬規定，買樓後有機會獲退稅，但自新條例確認落實後，置業成本肯
定貴一兩成，故今年區內買樓的雙非家長明顯大減，與去年比較少近
三成。
美聯物業上水中心分行助理區域經理王子超亦表示，去年5月至暑假
期間，每日接獲約兩宗內地家長查詢區內屋苑資料、是否值得入市買
樓等，他們多希望爭取區內住址助子女參與北區小一派位；但今年情
況明顯較冷清，平均每日只得一宗內地家長查詢，減少約五成。

港買樓20%額外印花稅難負擔
在東莞的大學任職的雙非家長樊先生，其5歲的女兒明年將升小一，

今年8月他曾來香港的小學參觀，了解安排女兒跨境升學事宜。他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樓價高企，連同高達20%的額外印花稅項，買
樓動輒花費數百萬元，難以負擔，「要在香港買房子有難度，也有很
多問題要解決。」

居深孩子跨境上學好辛苦
他表示，即使一家搬到深圳居住及找工作，然而當中卻衍生出另一
問題，就是他們未有本港的住址證明，若在「跨境專網」下，可能獲
派偏遠學校，路程太遙遠，讓孩子每天長途跋涉跨境上學，將十分辛
苦。他坦言：「雖然對香港教育有信心，相信孩子未來會有更好的發
展，只是要在香港讀書也不容易，太多未知之數了。」因此他與太太
仍在猶豫是否安排女兒來港升讀小一。
居於深圳的雙非家長葉女士，兒子明年亦將升讀小一，她稱在港升
小競爭激烈，今年6月派位放榜後，見到很多內地家長為爭取子女到鄰
近邊境較知名的學校上學，四處奔波，又出動「叩門」。她說：「到
香港讀書也不是想像中好，政府對於跨境生的政策也未有特別的開
放。」反觀深圳目前也有不少質素不俗的國際小學，故將安排兒子留
在深圳讀書。
女兒明年將升小一的雙非家長王先生也指，本港樓價過高，即使租

房亦近萬港元，暫未決定明年會否讓女兒來港入讀小一。

徵稿啟事

教育
專版

教育版將於新學年9月推出全新的《學界好
人好事》及《綠色校園》專版，為學界提供互
動分享平台，歡迎全港學校踴躍投稿，讓社會
一起認識關愛校園和環保教育工作。徵稿細則
如下：

《學界好人好事》：
專門報道學界的各種勵志感人故事，例如刻

苦奮進、見義勇為、扶貧助弱及無私奉獻等。
《綠色校園》：
分享學校環保教育的妙法，例如推廣循環再

造、校園綠化、節約能源以至轉廢為能等。

各校可將相關資料及相片（如有）電郵至
edu@wenweipo.com，並須提供聯絡方法（包
括姓名、電郵、電話、所屬機構及職銜），編
輯部收到後會先作甄選，獲選者有機會被邀請
接受訪問，內容將刊於兩大專版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芝加
哥大學布思商學院聲勢浩蕩來港辦學，昨
日終於舉行了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課程啟動典禮，這是學院在香
港所取錄的第一屆學生。有該校芝加哥校
園的學生坦言，踏入香港課室與置身芝加
哥無異，不同的是香港的景色更美。也有
來自內地的學生表示，學院把亞洲校園由
新加坡搬到香港，更便利他們一邊兩地穿
梭工作、一邊學習，大大增加了課程的吸
引力。

400嘉賓出席 吳克儉致辭
昨日的典禮有超過400位嘉賓出席，包

括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商界代表、校
友、學院教授及學生等。吳克儉於致辭時
表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擁
有充滿抱負及夢想的優秀人才，我們非常
重視繼續作出策略性的投資，為年輕的專
業人才培養硬知識、軟實力、誠信價值及
國際觀。」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院長
Sunil Kumar亦表示，學院會協助培養未
來的商界領袖，並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區的
教育樞紐。
數位來頭不小的EMBA課程學生均表

示，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是「真正的國
際化」，相信對提升事業發展會有幫助。
來自墨西哥、於芝加哥校園上課的Hector
Vielma Ordonez，其家族擁有着墨西哥第
四大的有線電視公司，他表示選擇這個課
程，除了是想學習管理技巧，亦希望有關
知識有助他服務國家。雖然是第一天踏入
香港校園，但他表示感覺與在芝加哥無
異，大讚數碼港的校舍景色更美。

內地生讚EMBA課程獲益多
上海曼倫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呂有名表

示，自己在課程中獲益良多，對協商技巧
有更深刻的理解。他表示，自己因工作關
係難以經常離開中國，故學院把亞洲校園
由新加坡搬到香港，對他而言更便利。
小熊在綫副總裁蔣燕萍亦表示，校園位
置的確是重要的考慮之一，但她亦只是一
心報讀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希望可在
此學習一些有系統的管理理論，幫助事業
上的發展。不過，她亦表示，由於課程的
學生組成非常多元，來自不同地方、不同
領域，大家都很有經驗，曾試過討論了1
個小時，但各人都有着強烈見解而未能達
成共識，最終需投票決定。

跨境學童近年

「攻陷」北區，

不少擬安排子女來港升小一的跨

境童家長均費盡心思，希望讓孩

子躋身北區學校。不過，自今年

教育局推出「跨境專網」分流跨

境生到其他地區，以及樓市印花

稅「雙辣招」條例草案通過後，

「雙重打擊」之下，明年入讀小

一的「跨境熱潮」似有退卻趨

勢。有北區地產代理指，今年5

月至暑假期間，接獲內地家長查

詢在北區買樓的數字較去年同期

大減一半；有內地家長亦坦言，

在港升小競爭激烈，認為「到香

港讀書也不是想像中那麽好」，

暫不會安排兒子明年跨境來港入

學。 ■記者 鄭伊莎

跨境求學

寄宿託管成「商機」恐衍生疏忽照顧
在「跨境專網」及樓市「辣
招」下，部分內地家長安排子女
來港升小學的意慾減少，但一些
嚮往香港優質教育的內地家長，
仍可透過在港租樓及入住本港寄

宿託管家庭的方法，爭取循本地分區
派位入學。
不過，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
明，部分人視雙非童寄宿託管為「商
機」，可能衍生疏忽照顧等問題，對此
感擔心，希望當局正視問題，並提供清
晰指引，避免有跨境家長為爭取區內住
址而要孩子冒險。

內地家長轉租樓「試水溫」
美聯物業上水中心分行助理區域經理

王子超表示，雖然內地家長對在港買樓
趨保守，但亦有部分人轉為租樓，佔現
時區內租客近一成，「大部分人孩子是
今年9月入學，主要是先『試水溫』，

看看是否適合居住。」
在「跨境專網」中不少學生被派往屯
門，部分內地家長也順勢於區內租房方
便子女上學，中原地產屯門置樂分行經
理李梅芬指，區內兩房單位月租近
8,000元，8月一度出現搶租情況，更曾
出現「零租盤」，當中逾半租客為9月
入讀的跨境童家長。

屋村辦寄宿 須措施堵漏
陳紹鴻表示，因應不少跨境家長希望

爭取香港住址，去年有住在上水、大埔
等鄰近邊境的港人家庭把握託管「商
機」，在屋村或其住所辦雙非童寄宿託
管，他擔心今年情況將重現，「跨境童
使用監護人住址報學校不屬違法，卻會
衍生託管童被疏忽照顧或受傷等問題，
若教育局未有新措施阻塞漏洞，將助長
這些不良風氣。」

■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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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蔣燕萍、呂有名、
Hector Vielma Ordonez、
Katherine Courtney等分享
入讀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
課程的感受。 歐陽文倩 攝

◀吳克儉表示，香港非常重
視策略性的投資，為年輕的
專業人才培養硬知識、軟實
力、誠信價值及國際觀。

歐陽文倩 攝

■陳紹鴻擔心有跨境童家長為破
「跨境專網」，透過托管服務，
安排子女入住本港寄養家庭，以
爭取區內入學。 資料圖片

■跨境童家長要爭取於鄰近邊境的北區、屯門、大埔等地區入學，在港租樓與
置業是其中的辦法。圖為跨境童上學情況。 資料圖片

▶王先生指本港樓
價過高，即使租房
亦近一萬港元。

鄭伊莎 攝

▲樊氏夫婦尚未決
定是否安排女兒明
年來港升讀小一。

鄭伊莎 攝


